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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视野下河北省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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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十二五”时期国家层面推进国土开发格局优化及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区域经济差异分解中把河北省划分为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和

冀中南经济区三大区域。利用Ｔｈｅｉｌ指数方法测度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

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显示：河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持续扩大，区际经济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

献度快速增加，但区内经济差异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河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推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并从效率和公平的视角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建设对河北省三大区

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认为应通过舆论宣传引导区域主体广泛参与、出台配套法规为主体功能区

建设提供法律保障、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区别对待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及进

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政策措施推进河北省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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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十二五”时期以来，国家层面着力实施主体

功能区战略，旨在切实促进区域协调 发 展。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
坚定不移地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制度化建设，
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践

表明，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必须与主体功能区建

设相结合。２００９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切实发挥环渤海、环京津的区位优势，加快沿海经

济强省建设步伐，环京津、冀东、冀中南经济板块

浮出水面。《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

确提出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
推动冀中南经济区加速崛起，切实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入实施和逐步制度

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扎实推进沿海地区率先

发展，实施好重点地区带动战略，促进冀中南地区

加速发展，充分发挥环京津地区的区位优势是河

北省有效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加速崛起必

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区域经济差异测度是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

区域政策制定和有效落实的前提。《河北省“十二

五”规划纲要》将全省划分为环首都经济圈、冀东

沿海经济带和冀中南经济区三大区域；而２０１４年

和２０１５年《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全省划分为

沿海地区、环京津地区和冀中南地区。尽管上述

关于河北省区域划分的提法有所调整，但考虑到

《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三大区域划分存在一定

的地域交叉，为保证研究区域的完整性和研究数

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参照《河北省“十二五”规

划纲要》，在区域经济差异分解中将河北省划分为

环首都经济圈（包括张家口、承德、廊坊和保定）、
冀东沿海经济带（包括唐山、秦皇岛和沧州）和冀

中南经济区（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和邯郸）三大

区域。为避 免 概 念 混 淆，下 文 严 格 遵 循《河 北 省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划分的提法，这并

不影响本文研究的实际价值。
“十五”时期以来，河北省日益扩大的区域经

济差异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文献主要围

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分析了河北省市际经济差

异变动及原因，并试图依据区域发达程度对全省

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１～３］；

二是分析了河北省“一线两厢”的区域经济差异，
并提出区域 协 调 发 展 的 政 策 建 议［４～６］；三 是 分 析

了河北省沿海和内陆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并提出

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７］。以上研究成果为本

文提供了良好借鉴，但现实的问题是，“十一五”时
期以来，河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路日趋清晰，
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和冀中南经济区

三大区域板块已经明朗，“十二五”时期以来，河北

省着力 推 进 这 三 大 区 域 协 调 发 展。从 现 有 文 献

看，学者们较少或者仍未对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
冀东沿海经济带和冀中南经济区的区域差异及协

调发展开展相关研究。
梳理现有文献，针对河北省主体功能 区 规 划

建设的研究成果偏少，仅有杨连云（２００８）立足主

体功能区建设的大背景，研究了重点产业在京津

冀间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８］；昝国江等（２０１１）从

区域利益协调的角度探讨了主体功能区建设中河

北省区 域 利 益 协 调 机 制 及 实 现 途 径［９］。实 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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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顺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与主体功能区规

划建设相结合，河北省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本文试图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视角，着重探讨河

北省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和冀中南经

济区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河北省作为京津

冀区域中独立的省级行政单元，促进其三大区域

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助推全省跨越发展，而且有

利于河北省全面对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切实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实效。

　　二、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

依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可以将区域

差异分为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综合差异三种。［１０］

区域经济综合差异的度量一般以绝对差异和相对

差异为基础，利用数量统计方法，并根据不同的需

要而设计一些综合差异指标，如加权平均离差、加
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Ｔｈｅｉｌ指数等。［１１］Ｔｈｅｉｌ指

数是１９６７年由Ｔｈｅｉｌ和Ｈｅｎｒｉ提出，用来研究国家

之间收入 差 距，包 括Ｔ指 数 和Ｌ指 数 两 种 算 法。

Ｔｈｅｉｌ指数是广义熵指数的特殊形式，其可以满足

达尔顿—庇古转移原理、收入零均质性及人口规模

独立 性 等，故 可 分 解 为 组 内 和 组 间 差 异 两 部

分。［１２～１３］鉴于此，Ｔｈｅｉｌ指数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

差异总体变动过程、区际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

变动，以及区际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变动对区

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动的影响。［１４］

（一）区域经济差异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Ｔｈｅｉｌ指数中的Ｔ指数对河北省区

域经济差异进行综合测度，Ｔ值越大，表明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则小，计算公式为

Ｔ＝∑
ｎ

ｉ＝１

（Ｙｉ／Ｙ）×ｌｏｇ［Ｙｉ／Ｙ）／（Ｐｉ／Ｐ）］ （１）

公式（１）中，Ｔ为Ｔｈｅｉｌ指数，测度全省区域经济

总体差异；ｎ为全省划分的区域个数；Ｙｉ 为第ｉ区

域的ＧＤＰ值；Ｙ 为全省的ＧＤＰ总额；Ｐｉ 为第ｉ区

域的人口数；Ｐ为全省的人口总数。
对Ｔｈｅｉｌ指 数 进 行 一 阶 分 解，可 将 河 北 省 区

域经济总体差异分解为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

经济带和冀中南经济区三大区域间的差异和三大

区域内部各地级市间的差异，分解公式为

Ｔ＝ＴＢＲ ＋ＴＩＲ ＝∑
ｎ

ｉ＝１
Ｙｉ×ｌｏｇ（Ｙｉ／Ｐｉ）＋

∑
ｎ

ｉ＝１
Ｙｉ×ＴＩＲ（ｉ） （２）

其中，

　ＴＩＲ（ｉ）＝∑
ｍ

ｊ＝１

（ｙｉｊ／Ｙｉ）×ｌｏｇ［ｙｉｊ／Ｙｉ）／（ｐｉｊ／Ｐｉ）］；

Ｙｉ＝∑
ｍ

ｊ＝１
ｙｉｊ，（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Ｐｉ＝∑
ｍ

ｊ＝１
ｐｉｊ，（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公式（２）中，ｎ为 河 北 省 划 分 的 区 域 个 数；ｍ
为各区域中 地 级 市 个 数；ＴＢＲ 为 河 北 省 三 大 区 域

的区际经济差异；ＴＩＲ 为三大区域区内经济差异，

是各区域内 部 经 济 差 异ＴＩＲ（ｉ） 的 加 权 求 和；Ｙｉ 为

第ｉ区域ＧＤＰ占全省的份额；Ｐｉ 为第ｉ个区域人

口数占全省的份额；ｙｉｊ 为第ｉ区域中第ｊ个地级

市ＧＤＰ占全省的份额；ｐｉｊ 为第ｉ个区域中第ｊ个

地级市人口数占全省的份额。
（二）数据来源

河北省和各地级市ＧＤＰ数值及人口数 值 均

来自《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其中２０１１年

相关数据来自全省及各市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 公 报。本 文 Ｔｈｅｉｌ指 数 计 算 中，相 关

数值的对数运算，均取ｅ为底。
（三）区域经济差异测度结果及分析

１．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动

（１）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表

现为波 动、持 续 扩 大 的 态 势，Ｔ值 增 幅４４．５４％，
年均增幅４．０５％。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河北省

区域经济 总 体 差 异 快 速 扩 大，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Ｔ
值增幅３３．３３％，年均增幅６．６７％（如图１所示，
见表１）。一定意义上讲，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总

体变动趋势可以在威廉姆森的倒“Ｕ”型理论中得

到解释［１５］，即其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尚处于倒“Ｕ”

型曲线拐点左侧，区域发展差异仍将持续扩大。������������������������������������������������������������	�������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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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区域经济

差异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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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动Ｔｈｅｉｌ指数

年份 Ｔ　 ＴＢＲ ＴＩＲ ＴＢＲ／Ｔ　 ＴＩＲ／Ｔ

２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７　 ０．０１２　１　 ０．０３３　７　 ０．２６　 ０．７４

２００１　 ０．０４７　６　 ０．０１２　１　 ０．０３５　６　 ０．２５　 ０．７５

２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６　 ０．０１３　４　 ０．０４０　１　 ０．２５　 ０．７５

２００３　 ０．０５４　６　 ０．０１５　２　 ０．０３９　４　 ０．２８　 ０．７２

２００４　 ０．０５３　３　 ０．０１７　４　 ０．０３５　９　 ０．３３　 ０．６７

２００５　 ０．０６０　２　 ０．０３３　２　 ０．０２７　０　 ０．５５　 ０．４５

年份 Ｔ　 ＴＢＲ ＴＩＲ ＴＢＲ／Ｔ　 ＴＩＲ／Ｔ

２００６　 ０．０６１　８　 ０．０３３　２　 ０．０２８　６　 ０．５４　 ０．４６

２００７　 ０．０６５　４　 ０．０３３　１　 ０．０３２　３　 ０．５１　 ０．４９

２００８　 ０．０７７　３　 ０．０３６　８　 ０．０４０　５　 ０．４８　 ０．５２

２００９　 ０．０７７　７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４２　７　 ０．４５　 ０．５５

２０１０　 ０．０７６　１　 ０．０３７　９　 ０．０３８　２　 ０．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８２　４　 ０．０３９　５　 ０．０４２　９　 ０．４８　 ０．５２

　　（２）区际经济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持续

增大，但区内经济差异的影响不容忽视

区际经济差异、区内经济差异的共同 影 响 是

区域 经 济 总 体 差 异 变 动 的 直 接 原 因。如 图２所

示，２００５年之前，区 域 经 济 总 体 差 异 主 要 取 决 于

区内经济差异，其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动的贡

献度大致维持在７０％以上，区际经济差异与区内

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之差最大

超过５０个百分点。从图２的变动趋势看，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区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贡献

度呈现下降趋势，区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

差异贡献度 则 呈 现 上 升 趋 势；２００５年，区 际 经 济

差异贡献度曲线首次穿越区内经济差异贡献度曲

线，这表明区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

贡献度超过区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

贡献度；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区 际 经 济 差 异 贡 献 度 曲

线和区内经济差异贡献度曲线出现几次交替穿越

的情况，这表明区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

异的贡献度呈现波动增大的态势，超过了区内经

济差异的影响，但总体上二者对区域经济总体差

异的影响呈现稳定态势，即区际经济差异对区域

经济总体差异的影响持续上升，但区内经济差异

的影响亦不容低估。

２．区内经济差异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区内经济差异大致经

历了扩 大—缩 小—扩 大 的 变 动 过 程。２００８年 以

来，区 内 经 济 差 异 呈 现 扩 大 的 趋 势，但 值 增 幅 较

小，变动态势趋于稳定（见表１、如图１所示）。进

一步讲，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及

冀中南经济区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变动有明显不

同。冀东沿海经济带、冀中南经济区内部经济差

异变动最显著，且其变动趋势和河北省区内经济

差异变动曲 线（ＴＩＲ）有 较 好 的 拟 合 度（如 图３所

示）。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冀东沿海经济带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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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快速拉大；环首都经济圈内部差异变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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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三大区域

内部经济差异变动趋势

３．区际经济差异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区际经济差异持续上

升，其变动曲线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动曲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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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拟合度。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区际经济差异快速

拉 大，ＴＢＲ 增 幅 高 达 １７４．３８％，年 均 增 幅 达

３４．８８％；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区际经济差异呈现温和

扩 大 态 势，ＴＢＲ 增 幅 为 １８．９８％，年 均 增 幅 为

３．１６％（如图１所示，见表１）。总体来看，河北省

三大区域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速度先快后慢，
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其扩大的速度慢于区域经

济总体差异。

　　三、河 北 省 区 域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的 基 本

判断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和衡量标准

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目标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伊 始，区 域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问

题逐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内涵日益丰富，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

类：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和合理区际分

工的形成［１６～１７］；二是强调各区域日益频繁的经济

联系、互动发展以及动态均衡过程［１８～１９］；三是强

调 区 际 间 发 展 差 异 应 稳 定 在 一 个 合 理 区 间 之

内［２０］。尽管上述 成 果 对 区 域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研 究

的侧重点不同，却有共同之处，即较为一致地认为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涵盖三大要点：一是各区域

经济联系日益频繁，产生协调发展的客观需求；二
是合理分工逐步形成，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性

增强；三是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各区域实现共

同发展。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区域经 济 协 调

发展是区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区际经济联

系日益紧密、分工趋于合理、经济发展差异逐步缩

小且稳定在合理区间，各区域实现共同发展的过

程。循着上述分析逻辑，河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目标是本着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处理

好三大区域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注重

冀东沿海经济带、冀中南经济区的快速发展，又要

更 加 关 注 环 首 都 经 济 圈 的 赶 超 跨 越，实 现 共 同

发展。

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衡量标准

学术界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衡量标准的研究

相对薄弱，蒋清海（１９９５）提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增强、各 区 域 优 势 得 到 发 挥、区 际 间 要 素 自 由 流

动、区际经济差异两极分化未出现、区际间横向经

济联合广泛、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各区域生产

力稳步发展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七个方面

的标志［２１］；彭 荣 胜（２００９）提 出 经 济 联 系 日 益 密

切、区际间分工合理、区域经济差异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且趋于缩小、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等四方面的

标志［２２］；覃 成 林 等（２０１１）认 为 从 各 区 域 经 济 联

系、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等三个方面

来判断区 域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水 平［２３］。上 述 代 表 性

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衡量标准的阐述有

交叉，亦有分歧，尚未形成共识。
立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丰富内涵，借 鉴 已

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衡量

标准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发展的内部差异

趋于缩小，发展的协调性提高；二是区际间经济联

系密切，发展的互动性增强；三是区际经济差异收

敛，各区域共同发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判断

基于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结果，参 照 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衡量标准，本文认为，河北省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任务艰巨。具体而言，河北省三大区域内部发展

差异持续快速扩大，冀东沿海经济带、冀中南经济

区表现较为明显，区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不高；随
着区域经济 一 体 化 加 速 推 进，任 何 一 个 区 域（城

市）都是地区级、国家级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组成单

元，河 北 省 三 大 区 域 间 的 经 济 联 系 趋 于 紧 密，但

“行政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区域利益的

共同增进；“十一五”时期以来，河北省区际间发展

差异增速相对放缓，但绝对差异持续拉大，区际间

协调发展程度并不理想。
目前，冀东沿海经济带、冀中南经济区和环首

都经济圈三大区域发展水平呈现明显梯度。冀东

沿海经济带处于第一梯度区域，得益于区域中心

城市唐山市快速发展的辐射带动，在引领全省经

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十一五”时

期以来，河 北 省 实 施 的“推 进 城 镇 面 貌 三 年 大 变

样”战略举措取得了实效，重点建设了唐山南湖生

态城和秦皇岛西港东迁等工程项目，冀东沿海经

济带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冀中南经济区、环首都

经济圈分别为第二、第三梯度区域。环首都经济

圈的发展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其它区域的

差距快速扩大，远远落后于冀东沿海经济带，有被

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
勿容置疑，河北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 战 略

举措已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河北省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 发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对 于 遏 制 环 首 都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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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及冀中南经济区三大区域区

际经济差异快速扩大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亦是“十
一五”时期以来区际经济差异扩大速度趋缓的重

要原因。当然，“十一五”时期以来全省上下狠抓

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以及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性

经济危机等原因对于三大区域区际经济差异的扩

大亦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值得肯定的是，河北省

区域协调发展思路愈加清晰，区域经济板块愈加

明朗。“十二五”时期以来，河北省将优势地区作

为战略重点给予优先发展，“一圈一带一区一批”
构建给予大力推进，并着力建设“增长极”，辐射带

动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而打造“重点突破、
带动全局、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当前，
京津冀协同发展加速推进，其总体规划和专项规

划亦在加紧编制。上述战略举措必将对河北省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主 体 功 能 区 建 设 对 河 北 省 区 域 经

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市场中既定约束条件下各区

域主体对其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并达到动态均衡

的过程。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区域发展被赋

予了新的约束条件，继而影响区际间重大区域利

益调整。鉴于各区域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

现机制和途径不尽相同，区域利益均衡调整对于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发挥好主体功能区在区域发

展领域的协调功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基于效率视角的分析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主体功能区区域协调功

能的重要方面。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资源承载

力、人口布局以及发展潜力等不尽相同，未来的发

展方向亦有差异。主体功能区建设将有效改变市

场中微观经济主体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企业、
居民和非政府组织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功能区所界

定的经济活动框架内进行经济活动，依据所处区

域的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经济建设、科学决策、规
避短期行为，增强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
使得区域空间开发格局更具合理性，最大限度地

提高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

１．环首都经济圈

该区域区位优势明显，但发展基础薄弱，区域

经济发展滞缓。改革开放以来，张家口市和承德

市一直是全省贫困落后地区，农牧业占有较大比

重，工业及服务业基础薄弱。廊坊市、保定市历史

以 来 经 济 发 展 基 础 良 好，近 年 来 经 济 发 展 势 头

较好。
张家口、承德地区（以下简称“张承地区”）对

环首都经济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该区域位 于 北 京 和 天 津 两 市 生 产 生 活 用 水 源 地

（潮白河密云水库、永定河官厅水库、滦河潘家口

水库、大黑 汀 水 库 以 及 蓟 运 河 于 桥 水 库）上 游 区

段，是环首都经济圈的重要生态屏障。长期以来，
张承地区在防风固沙（内蒙古科尔沁、浑善达克沙

地）、涵养水源、减少洪灾、安全供水等领域做出了

突出贡献。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环首都经济圈大

部分区域属于保护型功能区域，水源供给区域被

规划为限制、禁止开发区，而其他发展基础较好的

区域则被规划为重点开发区。张承地区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将是以巨大

的环境破坏为代价，未来要提高产业进入的环境

准入门槛，杜绝不符合限制开发区的产业项目进

区入园；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和建设，发挥好生态

服务功能；挖掘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积极发展区

域特色优势产业，如旅游业等。对于禁止开发区

域，尤 其 是 国 家 级、省 级 等 各 级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等，应搞好规划和强化管理，坚决杜绝不适宜的经

济活动。对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的重点开发区

域，人口集聚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应在

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规模，建设用地供给指标

可以给予适当放宽；做好工业项目进区入园，加大

重大项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其辐射带

动作用；并紧紧围绕区域主导产业，以联系密切的

产业 链 为 切 入 点，引 导 各 类 产 业 合 理 有 序 集

聚。［２４］廊坊市和保定市未来要发挥好毗邻京津的

区位 优 势，做 好 区 域 产 业 发 展 规 划，全 面 对 接 京

津、积极承接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高新技术

产业、先进制造业基地，逐步提高服务京津地区经

济发展的产业配套能力。特别是围绕首都新机场

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应主动对接北京市临空经济

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２．冀东沿海经济带

该区域发展基础良好，工业化和城镇 化 迅 速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生产生活环境稳步

改善。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冀东沿海经济带属于

国家层面的优化开发区。冀东沿海经济带中心城

市主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高，国土开发

密度相对较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出现了较为

明显的衰退迹象，未来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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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唐山、秦皇岛和沧州的区位及经济实力

较强的优势，以曹妃甸新区、北戴河新区和沧州渤

海新区建设为契机，借力曹妃甸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 区 建 设，进 一 步 加 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加 快 唐

山、秦皇岛以及黄骅的综合大港的建设进程及港

口功能的发挥，培育临港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产

业发展配套能力；重点支持在产业带动性、产品附

加价值、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等领域优势明显

的产业优先发展，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高新

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尽快显现港口规划发

展在建设沿海经济强省中的龙头作用，不断提升

区域经济竞争力，有效带动全省区域经济发展。

３．冀中南经济区

该区域发展潜力大，省会城市石家庄 市 和 邯

郸市区域经济发展兼有资源与区位优势，经济发

展基础良好。近年来，石家庄市和邯郸市经济总

量和人均指标均居全省地级市前列，在全省乃至

全国经 济 发 展 中 具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相 对 而

言，邢台市和衡水市区域经济发展逊色不少。主

体功能区建设中，除西部太行山区外，冀中南区域

属于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该区域具有较强

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接纳转移人口的能力，重点

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投入，必要时扩大建设用

地指标，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好邯郸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级各类工业园区的产

业集聚功能，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逐步打造

以京广沿线为主轴，石家庄为中心城市，邯郸等为

主要支撑点的区域发展格局。
（二）基于公平视角的分析

推进各类主体功能区建设中，中央政 府 和 省

级政府不仅要讲求效率原则，而且更要强调公平

原则。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缩小

各个区域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

考核 中，对 各 个 主 体 功 能 区 应 区 别 对 待，统 一 考

核，并辅以分类管理的调控政策。分类管理政策

的配套实施将极大地发挥好主体功能区的区域协

调功能，对促进河北省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主体功能区建设中，河北省应不断

缩小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及冀中南经

济区居民 享 有 的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和 生 活 水 平 的 差

异，使得居住在三大区域的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

服务趋于均等化，且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１．财政政策

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功能，促进基 本 公 共

服务趋于均等化。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应得

到财政转移支付的优先支持，重点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补偿。对于环首都

经济圈的张承地区和太行山区等限制开发和禁止

开发区的居民要给予基本生活补助，对其再创业

给予必要的资金帮扶；加速推进社会保障、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建设进程，构建生态补

偿长效机制，逐步实现当地居民享有和其他功能

区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冀东沿海经济带、冀

中南经济区是拉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中

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扶持下，省级层面要把这

一区域的税收收入适当转移到环首都经济圈及太

行山区限制、禁止开发区，逐步构建区际间对口支

援、定向援助及项目援助等横向援助机制，着力体

现区域发展的公平原则，最大限度地缩小不同功

能区域居民生活水平差异。
需要强 调 的 是，京 津 冀 区 域 应 以 主 体 功 能

区战略实施为契 机，以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为 抓 手，在

中央 转 移 支 付 为 主 的 大 背 景 下，推 进 北 京、天

津、河北等省级政 府 间、省 级 行 政 单 位 内 部 地 方

政府间横 向 转 移 支 付 的 市 场 化 进 程，坚 持 谁 受

益谁补偿，特别是 实 施 好 流 域 的 上 下 游、左 右 岸

的合理 生 态 补 偿。在 此 基 础 上，京 津 冀 区 域 应

构建联防联控机 制，在 信 息 共 享 平 台 建 设、节 能

减排技术研发投 入、能 源 消 费 结 构 调 整、区 域 产

业结构升级以及 制 度 安 排 等 领 域 开 展 广 泛 的 交

流与合作，进 而 有 效 地 解 决 当 前 较 为 突 出 的 雾

霾等环境污染问题。

２．人口管理政策

鼓励收入稳定，且具有固定住所的外 来 务 工

人口在环首都经济圈、冀东沿海经济带和冀中南

经济区中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内安家落户；根
据区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需要，限制开发、禁止

开发区域内部，强化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

就业能力，逐步推进人口向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

区的有序转移。冀东沿海经济带的唐山市和秦皇

岛市、环首都经济圈的廊坊市、保定市及冀中南经

济区的石家庄市、邢台市及邯郸市具有较强的资

源环境承载力和人口接纳能力，适宜作为未来人

口集聚的核心区域。以张承地区及太行山区为代

表的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低，生
态环境极为脆弱，不宜大规模布局工业项目，中央

政府应继续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推进人口有序转

移和合理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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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方面，鼓励和引导资本按照 区 域 主

体功能区定位投资，推动冀东沿海经济带中心城

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主城区等优化开发区域逐步

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支持冀中南经济区等重

点开发区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公用事业的

投入，逐步提高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在公共

服务设施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领域，对京

津水源涵养 地（张 承 地 区）及 太 行 山 区 等 限 制 开

发、禁止开发区域给予重大项目布局、优惠政策倾

斜等重点支持，并加大政府预算内投资力度，使得

居住在不同功能区的居民享有基本均等化的公共

服务。

五、主 体 功 能 区 建 设 中 推 进 河 北 省 区

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搞好舆论宣传，引导区域主体广泛参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土地

利用 规 划、城 市 规 划 等 发 展 规 划 已 实 施 多 年，企

业、居民及非政府组织等区域主体较为熟悉。主

体功能区建设的论证、规划制定及规划实施以及

制度化 建 设 等 却 鲜 为 人 知。关 于 主 体 功 能 区 战

略，仅有涉足其规划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部分中央、
地方官员以及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较为熟悉。河

北省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过程中，建议由政府部

门牵头，搞好舆论引导，利用多种媒体形式，加大

宣传力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居民及非政

府组织等区域主体对于主体功能区的内涵、规划

建设的重要意义、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以及预期

目标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和理解，使其广泛

认同、支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顺利实施。伴随着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深入人心，河北省相关部门应

持续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逐步提高企业、居
民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区域主体参与主体功能区战

略实施的可能性和积极性，确保主体功能区战略

实施的连贯性和实效性。
（二）出台配套法规，为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

法律保障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国土空间开发

整治工程，是区域利益调整并寻求新均衡的过程。
区域利益的实现与调整需要借助行政手段和法律

手段，确保 特 定 主 体 功 能 区 建 设 的 顺 利 推 进。［９］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建

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河北省主体功能区建设中

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好各级政府

部门的利益博弈、各个区域主体的利益诉求、主体

功能区规划与已有各级各类专项规划的关系以及

与京津的区域利益关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国

家层面应配套出台《主体功能区推进法》，一是作

为各级政府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引，规范区

域内各个区域主体的牟利行为，确保区域内各种

经济活动是在各自主体功能区定位框架下进行，
从法律层面为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二

是从法律的角度鉴定和衔接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

他专项规划的关系。
（三）明确政府职责，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的关系

主体功能区建设需要切实转变政府 职 能，明

确中央政府和地方地府的职责。一方面，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应依据管辖范围，各司其职。中央

政府要考虑协调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关系，河北省

各级地方政府则应关注本区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

益诉求及其协调。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应明确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各主体功能区的事权和财

权。一般而言，国家层面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

区域的补偿应由中央政府支付，而省级划定的限

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补偿与转移支付由省级

政府负责。［２５］另一方面，主体功能区建设中，政府

只是区域主体之一，河北省各级地方政府要关注

除政府部门之外的企业、居民及非政府组织等区

域主体的利益诉求，引导各区域主体健康发展，催
生可持续的区域治理结构的形成。

（四）建立区别对待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科学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是主体功能区建设

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河北省各级地

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及增

长速度 的 提 升。这 一 定 程 度 上 导 致 环 首 都 经 济

圈、冀东沿海经济带以及冀中南经济区对区域资

源禀赋等发展基础把握不够全面、盲目建设、重复

建设、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缓慢、资源环境约束等日

益突出。不 同 主 体 功 能 区 的 资 源 环 境 等 因 素 各

异，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区域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

亦不同。鉴于此，考核地方政府应遵循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统一考核的原则，逐步调整过去重点关

注地区生产总值、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的考

核方式。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应着手

构建基于特定功能区建设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并制定基于特定功能区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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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体系。冀东沿海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唐山市、秦

皇岛市主城区等优化开发区要强化经济结构升级

及自主创新等评价；环首都经济圈的廊坊市、保定

市以及冀中南经济区的石家庄市、邢台市及邯郸

市等重点开发区，应综合考评经济社会发展、工业

化、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及其协调性等内容；环首

都经济圈的张承地区及冀中南太行山区等被规划

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要突出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及社会发展等评价，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评价。
（五）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环首都经济圈的 张 承 地

区地处京津水源地上游，大部分区域属于国家层

面的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对于长期未能脱贫

的区域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未来经济发展将受

到极大地限制。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应进一步完

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保护型功能区域的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家层面要

尽快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一是形成一般转移

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补偿机制，并把流

域生态补偿资金纳入一般财政预算；二是促进京

津冀区域生态共建共享，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的联防联控，实施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

态项目，条件成熟时，国家层面应着手设立京津冀

环保生态基金，协调构建京津冀间生态横向补偿

制度；三是进一步提高保护型功能区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专项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般

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确保保护型功能区

域的居民能够逐步享有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省 级 层 面 应 探 索 建 立 健 全 省 以 下 财

政转移支 付 机 制 及 监 督 机 制，确 保 省 以 下 政 府

能够将中央用于 保 护 型 功 能 区 域 的 各 项 财 政 转

移支付落 到 实 处，必 要 时 能 从 各 级 政 府 的 财 政

收入中拿 出 一 定 比 例 作 为 配 套 资 金，调 动 环 首

都经济圈的京津 水 源 涵 养 地 居 民 开 展 生 态 保 护

和建设 的 积 极 性。需 要 强 调 的 是，国 家 和 省 级

层面的转移支付 资 金 的 使 用 应 将 保 护 型 功 能 区

域的生态 环 境 建 设 与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产 业

发展和农 民 增 收 有 机 结 合 起 来，逐 步 改 变 单 一

性的财政转移支 付，推 进“输 血 型”补 偿 与“造 血

型”相结合的发 展 权 补 偿，切 实 提 高 限 制 开 发 区

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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