
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p  戈银庆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1内容提要2  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综述, 如区域经济的研究前沿、区域发展战略和

区域划分。

1关 键 词2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1中图分类号2F061. 5  1文献标识码2A   1文章编号21003- 3637( 2004) 01- 0057- 04

  区域经济学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

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主要有长期从事经济地理

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城市科学工作者和经济学者。他们

一方面引用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如增长极理

论,点轴开发理论与网络开发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区域发展

阶段理论,地域综合体理论, 大推动理论, 经济增长模型等;

另一方面, 移极参与到国土规划, 区域规划, 经济区域的划

分,资源开发等具体的实际工作中, 不断地丰富了区域经济

的理论与实践。在区域经济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 区

域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一、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前沿

蒋清海( 1994)指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

有布局原则的研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区域性地方

发展战略的研究、区域产业结构的研究、区域开放战略的研

究、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区域经济管

理体制的研究、区域市场发育的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研究等等。

魏后凯( 1998)认为, 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区域经济

增长的收敛性、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多工厂企业区位与

空间组厂、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

择、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是当前研究的理论前沿。

杨开忠( 1999)指出, 区域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主要有,

知识区域(主要研究知识区域的创新系统、空间组织以及以

知识为基础的区域增长)、全球化的区域方面(主要研究包括

招全球化与区域/ 流0 ,如人才、资金、技术、知识、产业和增长

空间的转移)、区域生态 ) ) ) 经济 ) ) ) 社会复合系统(在这方
面初步形成了环境价值的评估技术、区域生命足迹分析、社

会会计矩阵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实体流、信息流和价

值流分析理论和技术 )、区域生态 ) ) ) 经济 ) ) ) 社会复杂空

间结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复杂空间格局演化条件及机理和

规律、可持续空间格局理论和方法以及与可持续性控制机理

等)、区域分析方法的综合集成 (把各种科学的区域分析方

法,首先是成熟的区域分析方法综合集成用于解决城市与区

域问题,是区域科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沿问题)。

魏后凯( 2000)提出,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

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趋势,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也将重点集中在这些方面。首先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我国工业布局和区域开发将由

目前的点轴开发,逐步过渡到网络开发的新阶段;其次, 随之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实施,中西部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优

势地区又可能率先崛起,成为我国新一代的主导地区;再次,

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和产业组织的变革,将促使加工工业布局

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 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集

聚。

魏后凯( 2002)指出, 加入WTO 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

会出现一些新趋势。即,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

快、各种生产要素将逐步向优势地区集中、地区间产业分工

协作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和区域收入分配状况将继续恶化、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逐步/北上西进0、一些大城市将逐

步发展成为管理控制中心。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区域经济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表现为区域经济发

展的战略。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思想、非均衡发展思想和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相联系,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也提出了各

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

(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理论

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 均衡0为主, 以行政命

令的方式推进资源和要素空间布局,以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

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其主要内容包括平衡沿海与内

地的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建设内地; 建立独立的地区工业体

系和经济体系。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

这一发展战略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这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进入了一个/ 百花齐放, 百家

争鸣0的时期, 学者们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 概括起来主

要有:

1.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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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龙,冯之浚( 1982)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他们指出,

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区域经济技术发

展不平衡,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存在着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

梯度, 东部最高,中部次之, 西部最低。因此, 我国生产力的

空间推移,应当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梯度, 因势利导,首先让

高梯度的东部地带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梯度较低的中

西部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 也就逐步缩

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陆大道( 1984)根据区位论和/ 空间结构理论0的基本原

理,提出了点轴开发论。所谓点轴开发, 是在全国或地区范

围内,确定若干等级的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线状基础设施轴

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 ) ) ) 中心城市给予重点发展。随
着开发活动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发的重点

由高等级点轴向低等级点轴延伸。使区域经济在另一个发

展阶段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陆大道( 1984)在点轴开发模式的基础上提出 T 字型发

展战略。该理论认为,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

/ T0型地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 经济技术基础雄厚, 交通便捷
等多项优势,应当作为全国的一级重点开发轴线, 重点建设、

重点布局,以实现最佳的空间组合。

东部重点论(又叫东部决战论)的发展战略是根据中央

提出的/ 沿海发展战略0而进一步提出的。该理论主张集中
全国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首先在沿海开放地带, 大力发

展外向型经济,大胆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循环, 以引进更

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率先把沿海地区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 模范0 ,该战略后被概括为/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0。

/ 中心开花论0的理论观点认为国家应把战略重点放在
中部地区,利用长江, 依托武汉, 充分发挥该地区交通便利,

工业基础厚实的优势条件,外引内联, 会起到中心开花,带动

华中一大片率先致富,从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其代

表性理论观点就是张培刚( 1997)提出的所谓/ 牛肚子理论0,
也叫中部崛起理论。

2.区域中性发展战略

这些战略的重点在于缓解东、西部差距, 因此概括为/ 区

域中性发展战略0。
晏学峰( 1986) , 徐炳文 ( 1987) 先后提出/ P0 字型发展战

略。该理论主张是,国家的开发重点除了/ 一0/ L0 (沿海和长
江流域)以外, 还应把陇海 ) ) ) 兰新作为另一条/ J0字型开发

轴线,形成一条/ P0字型的区域开发格局,在充分发挥东部重
点开发作用的同时,把一、三线地区的核心地段紧密联系在

一起,从而更好地发挥新亚欧大陆桥的作用。

陈传康( 1987)提出 TYIS 发展战略。他认为, 在梯度开

发论基础上应考虑加强出海联系和加强一定轴线的各增长

极的联系。/ T0轴(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

开发的一级点轴系统; / Y0轴指东起连云港西接东欧国家的
陇海 ) ) ) 兰新线,并在兰州分出一支,通到青海的西宁和格

尔木,延伸到西藏, 是我国的一个潜在的一级开发轴。此外

还需加强不在这两个结构体系上的各地的出海联系, 这些各

自独立的出海联系,有内地指向沿海, 称为多/ I0轴,是对/ T0

/ Y0的补充, 也具有独立的开发意义。/ T0、/ Y0和/ I0等点轴

的总体开发,可称之为 TYIS 发展战略。

开字型发展战略(戴晔等, 1988)强调要在重视/ P0战略

的基础上应重视京广沿线,即/ 一0的开发轴线的建设。
弗字型发展战略(杨承训等, 1990)则在开字型的基础上

又加上沿黄河经济带。

张伦( 1992)提出目字型发展战略, 也就是全面全方位开

放,即:四沿开放(沿海、沿路、沿江、沿边 )。/ 目0字的外框
/ 口0代表国家的周边地区, / 目0字的中间两横/ = 0代表长江

和陇海线。

刘宪法( 1997) 提出菱形发展战略。该理论根据各地区

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原有的分工基础的不同,

选择若干发展条件较好, 潜力大,区位比较优势明显的地区

作为核心工业区,突出中心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建立多个增长极,形成以水路、陆路交通干线为纽带的区域

经济技术联系的经济空间, 采取点状跳跃式的区域开发模

式,形成菱形状网络式的发展格局。即, 形成京津、沪、穗深、

成渝、武汉作为中国北部、东、南、西、中部的经济增长极点,

在地理位置上呈现出菱形状的发展格局。

3.一个半重点论

徐炳文( 1985)从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

的事实出发, 以我国生产力按/ 一线0 (东部沿海 12 省市) ,

/ 二线0 (黑、吉、蒙、晋、皖、赣等 6省) , / 三线0 (滇、黔、川、陕、
甘、宁、豫、湘、鄂等 9 省区 ) , / 四线0 (新、青、藏等 3 省区)的

格局划分作为实践基础, 主张采取/ 一个半重点0 (又称/ H0
型)的区域发展战略。即一个重点是指东南沿海地区,半个

重点的投资开发基础是/三线建设0时期形成的工业基础, 形
成/ H0型区域发展格局。即, 右侧的/ I0指东部沿海地带, 左

侧的/ I0指三线地区和兰新 ) ) ) 北疆铁路沿线, / - 0指陇海
线和长江流域之间的广阔地带。该理论强调在/ H0型布局

结构中,重点还是/ T0型布局, 而另一个倒/ T0型布局虽然不
是重点,但必须与正/ T0型布局之间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

4.网络开发理论

魏后凯( 1995) 提出了网络开发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

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发展中呈现出增长极点开发、点

轴开发和网络开发三个不同阶段。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发

展,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 然后沿着一定的轴线在空间上

延伸。这些点既可以是一个城镇,也可以是由多个城镇所组

成的群体,每个点都通过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联系, 对周围广

大地区产生较大的乘数作用,从而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

的发展。点与点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在

空间上沿着交通线连接成轴线,轴线的经纬交织形成经济网

络。针对这一特点,落后地区应采取增长极点开发, 发展中

地区应采取点轴开发,而发达地区应采取网络开发。

5.中心辐射战略

厉以宁( 2000)针对现实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提出了中心辐射战略。也就是改变了以前区域分析以省为

单位进行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率比较的过于简单的分析方

法,而以专区(甚至县)为单位, 按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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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划分为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经济欠发达、经济落后等不

同类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分布于沿海

省份的大中城市周边地区,或中部地区沿大江大河的大中城

市周边地区 ;经济欠发达、落后地区集中分布于几省相接的

地区。同时可以看出,发达省份中有经济欠发达或落后的专

区或县,经济欠发达或落后的省份中也有经济发达或经济较

发达的专区或县。根据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十四届五中

全会以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

一阶段发展战略主要的观点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1996年,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0计划和 2010年远

景目标纲要6中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
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界限, 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 以

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

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

地区、中部五省区和西北地区 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 各

经济区重点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重点和优势产业, 避免地区

间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更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2.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魏后凯( 1995)提出了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他

指出,由于我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特点

和投资经营环境差异较大,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同

一地区发展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 在国家所掌

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保证国

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采取重点开发的形式,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对重点开

发地区和重点产业倾斜。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在这一有机体中, 各地区之间、各产业之间都存在着一

定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各地区、各产业的发展需要

保持协调, 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 必须以

保持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和

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

3.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战略

曾坤生( 2000)结合现代协同理论, 提出了区域经济动态

协调发展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具有普遍

规律性, 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必须从整体经济的实

际出发, 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在一定时期内突出

相应的发展重点,扶持能在较短时期内做到自立发展的区域

或产业, 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以争取在一个不长的时期

内,实现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适度重点倾斜与全面协调发

展相结合,是动态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划分研究

20 世纪 80年代以前国内对区域经济划分研究的理论较

少,而且主要受到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划分方法的影响,

对区域的划分主要有六大区域的划分、三线地区的划分、十

大片地区的划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划分等等;八十年代以

后,对区域经济的划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理论界和

政府所进行的区域经济划分研究也十分丰富。

刘再兴( 1985)根据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态势, 在遵循区

内近似性和区间差异性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把全国划分

为六大一级经济区。即东北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二盟一

市)、黄河中下游区,也叫华北区(京、津、鲁、晋、冀、豫及内蒙

古中西部)、长江中下游区, 也叫华中区 (沪、苏、浙、皖、赣、

湘、鄂)、东南沿海区(闽、桂、粤、琼、港、澳、台)、西南区 (川、

贵、云、藏)、西北区(陕、甘、宁、青、新)。

陈栋生( 1986)从横向经济联合的角度, 把全国分为东

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南方经济区四大区和新疆、西藏两

个民族自治区, 也就是把全国划分为六大区。东北经济区

(黑、吉、辽、内蒙古三盟一市)、黄河流域经济区 (青、甘、宁、

晋、鲁、冀、京、津及豫北、陕西关中、陕北、内蒙古中西部地

区)、长江流域经济区(川、鄂、皖、苏、浙、沪及陕南、豫南、赣

北、湘西、湘中、黔北 )、南方经济区(云、桂、粤、闽、湘南、赣

南、黔南)、新疆经济区(新疆)、西藏经济区(西藏)。

杨树珍( 1990)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地区差异、人口、民族

等因素和中心城市及其经济吸引范围、沿海港口城市、内陆

边贸中心在地区经济协作中的作用等等,将全国划分为十大

经济区。东北区(辽、吉、黑 )、东北区(京、晋、冀、晋、鲁)、华

东区(沪、苏、浙、皖、赣、闽、台)、华中区(豫、鄂、湘)、华南区

(粤、桂、琼、港、澳)、西南区 (川、滇、黔)、西北区 (陕、甘、宁、

青)、内蒙古区 (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西藏区(西藏自治区)。

顾朝林( 1991) 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东北沈阳城市

经济区(辽、吉、黑及内蒙古东三盟一市)、华北京津城市经济

区(京、晋、冀、鲁、苏北、皖北、豫东北及内蒙古锡盟)、西北西

安城市经济区(晋、陕、宁及青东、甘东、内蒙古西部)、华东上

海城市经济区(沪、赣、苏中南、皖中南、浙东北) ,华中武汉城

市经济区(湘、鄂、豫南、陕南) , 西南重庆城市经济区(川、云、

桂、贵西)、东南沿海广州城市经济区 (闽、粤、琼、台湾、港澳

地区、桂东地区)、外西北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区(新疆、青海柴

达木盆地及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阿盟)、青藏高原拉萨城市

经济区(西藏、青海玉树自治州等)。

杨吾扬( 1992)采取多原则的划分方法, 对西部根据能源

来划分,一些地区采用运输来划定, 而沿海地区大多采用中

心城市原则来处理, 从动态的角度把我国划分为十大经济

区。

东北区(辽, 吉、黑、内蒙古的东四盟 )、京津区(京、津、

冀、锡林郭勒盟)、晋陕区 (晋、陕、西盟 (除阿盟 ) )、山东区

(鲁)、上海区(沪、苏、浙、徽、赣)、中南区(豫、鄂、湘)、四川区

(川)、东南区 (闽、粤、台、琼)、西南区 (桂, 云、贵)、大西区

(甘、宁、青、新、藏、阿盟)。

胡序威( 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东北区(作为

第一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辽、吉、黑,作为第二成员参加的

省、区、市有内蒙古)、华北区(作为第一成员参加的省、区、市

有京、津、冀、晋、内蒙古、鲁、豫,作为第二成员参加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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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辽、陕、苏北、皖北)、西北区 (作为第一成员参加的省、

区、市有陕、甘、宁、青、新, 作为第二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

藏、内蒙古)、东中区 (作为第一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沪、

苏、浙、皖、赣、鄂、湘, 作为第二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豫、陕

南、川东南)、西南区 (作为第一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川、

滇、黔、藏,作为第二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桂、琼、粤西)、华

南区(作为第一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粤、闽、桂、琼,作为第

二成员参加的省、区、市有湘、赣、港澳台)。

邹家华( 1992)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 1996 年在国家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系统阐述。七大经济

区,即: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沪苏浙及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四川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晋)、东

南沿海地区 (闽、粤)、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 (云、桂、川、桂、

藏)、东北地区(辽、吉、黑、内蒙古东部)、中部五省地区(豫、

鄂、赣、湘、徽)、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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