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

多。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书中说，中国是一个超

级国家，其人口规模超过整个欧洲，相当于欧洲加

上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总和，每

一个省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区域之间差异大、

发展很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制定和实

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区

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

重大任务，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

大的政治意义。

一、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区域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实施的是差异化

梯度发展战略，从非均衡发展逐步过渡到均衡发

展。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

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这是一个

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

策。1988年，邓小平在论述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

局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思想：“沿海地

区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

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

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

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

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到时沿海也要服

从这个大局。”

我国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先是设立

四个经济特区，到扩大为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到

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带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率

先发展起来。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后，在东部沿海

地区获得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进入世纪之交的1999
年，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加快中

西部地区发展步伐。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分别对西部大开发、

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六大以后的2003年，中央

把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作出了全面部署。2005年，开始实施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战略，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我国对外开放也从

沿海开放到沿江开放，又到沿边开放，从东部逐步发

展到中部和西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近些年来，我国区域发展不断深入，区域政策

体系进一步完善。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支

持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类

型：一是进一步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制定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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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意见，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战略、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意见。二是支持

五个民族自治区发展的政策。中央先后制定了促进

西藏、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文件，

出台了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四省藏区的政

策措施，制定了促进宁夏、广西、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的意见。三是支持其他省区市改革发展的政策。主

要是制定了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支持云

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支

持甘肃、贵州等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意见。四是支持跨区域发展的政

策。主要是支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原经

济区的政策，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五是支持重点区域发展的

政策。主要是制定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海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

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支持新疆喀什、霍尔果

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意见，批准设立了重庆两江新

区、广州南沙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连云港建立国家东

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等，制定了支持深圳前海、珠海

横琴、福建平潭岛开发建设的有关政策。此外，国家

及有关部门还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河北沿海

地区、山东半岛蓝色海洋经济示范区、辽宁沿海经济

带等区域发展规划。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区域政策不断丰富

和完善，基本形成了我国区域政策体系。我国区域

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了区域发展

总体布局。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统筹区域协

调发展的要求，中央明确提出了我国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布局，这就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

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

结合，确定了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域。国家主体功能

规划按照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

强度和发展潜力，把国土空间划分为四种类型：优化

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着力

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即以陇海

兰新欧亚大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

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布局国家优化和

重点开发区域。推进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优

化开发，形成三个特大城市群。推进哈长、江淮、海峡

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地

区的重点开发，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

城市群。在限制开发区域，主要是发展现代农业，建

设农产品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禁止开发

区域，主要是加强环境保护，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第三，加大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

命老区的支持力度。中央通过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安排布局重大建设项目、开展对口支援、实施

扶贫攻坚计划等措施，重点支持这些地区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保护

生态环境，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区域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呈现出深化、细

化、差别化的特征。除了实施四大区域战略之外，更

加注重许多中小区域的发展，支持各个地区发挥自

身优势，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如加快发展成

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

区，还有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

辽中南地区、冀中南地区、哈大齐工业走廊、长吉图经

济区、呼包鄂榆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

区、兰州—西宁地区、天山北坡地区等。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对区域发展越来越重

视。在地方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出，

区域布局越来越占有重要位置。我国区域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显现出几大好处：一是从国家区域战略的

高度，明确赋予地方发展在国家全局中的定位和发

展思路，体现了权威性，使地方各得其位，有利于避免

全国各地同质化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二是坚持区

别对待，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从各地特色和优势

出发，实行一地一策，体现了差别化的政策取向。三

是有利于保持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效避

免地方领导一换、政策一变，新官不理旧事，较好地保

证了政策的前后连贯和继承，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加

以推进。总体上看，我国的区域政策有利于调动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下配合齐心协力推动我国

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实施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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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效果，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东中西呈

现出相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一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速，我国区域

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得到遏制。这几年，受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出现减

缓，而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多项经济指标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7年开始，西部地区经

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年以来，西部、中

部、东北地区连续四年超过东部地区。2011年，位

于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省份贵州经济总量达到

5700亿元，增长 15%；重庆经济增长达到 16.4%，位

居全国第一；四川、内蒙古经济增长都达到15%，陕

西增长 13.9%，湖北增长 13.8%，青海、安徽增长

13.5%，云南、山西、广西增长都达到 13%。中部地

区 6省全部跻身“万亿元俱乐部”，人口大省河南经

济总量达到 2.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五、中部第一。

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快于东部，2011年东部地区投

资增长21.3%，中部地区增长28.8%，西部地区增长

29.2%。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也快于东部，

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7%，中部地区

增长 18.2%，西部地区增长 16.8%。中西部地区对

外贸易发展动力增强，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2011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增长 140%，位列全

国第一；河南、贵州和江西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

82.7%、55.5%和 63.1%；四川对外贸易增长 46.1%。

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也保持了较快增长，贵州

省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

长 1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15%，增速

创26年来新高。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中西部

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有了

更大的回旋余地。这一趋势有望继续保持下去，我

国区域发展开始呈现出地区发展差距相对缩小的

良好态势。

二是区域发展正在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极，

呈现出区域发展的新面貌。我国产业转移由东部

到中西部不断推进。如在西部地区，成渝地区、关

中地区、北部湾地区发展提速。世界 500强企业中

许多企业先后到重庆、成都投资创业，加快形成了

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东北地区沈阳经济区、哈大

齐区域实力明显增强。中部中原城市群正在崛起，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提出建设“中三角”即武汉城

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培育中

国经济“第四极”。各地可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新局面。

三是区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形成你追我赶的

新态势。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地区的经济

总量已相当可观。如果我们把一个省市作为一个

单独经济体，那么广东、江苏、山东GDP总量可以进

入世界前20位，分别排在第14、15和第17位。我们

许多省区市的经济总量也超过不少国家。2011年，

我国人均GDP达到5400多美元，东部地区北京、上

海、天津人均 GDP 已超过 1 万美元，达到 1.2 万美

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江苏、浙江人均接近

1万美元，广东达到 8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水平。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提出，

到 202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苏州、无锡提

出到 2015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些区域的快

速发展，正在引领和带动其他区域加快发展。

四是区域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水平明显提

高。国内区域合作方面，泛珠三角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包括云南、贵州都加入这一区域合作。安徽提

出融入长三角，江西提出借力珠三角和长三角。东

中西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和四省藏区，以及其他民

族地区。国际区域合作方面，西南地区抓住中国与

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机遇，扩大与东盟国家合

作；新疆向西开放，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东北地区

开展东北亚经济合作。随着我国区域经济蓬勃发

展，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后发赶超和转型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要协调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中

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

差距。因此，中西部地区必须实现后发赶超的跨越

式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重点实施“四大战略”：

第一，实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推进“四化”同

步发展。中西部地区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落后。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阶段，而西部一些地区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

业化、城镇化是发展的最大动力所在。没有工业的

发展，农业和服务业也不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同

时，没有城镇化的支撑，工业化也缺乏持久发展的

动力。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促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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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第二，实施强基固本战略，从根本上改变发展

的软硬件环境。首先是改善硬环境，主要是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水利、能源、通信设施建设

等，创造发展的基础条件。其次是改善软环境，主

要是改革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机制，实现思想、观念

的更新等。一个地区要发展，必须引入外来新的发

展要素，打破过去旧的结构状态，发挥外力的“引

爆”作用，创造发展的新环境和新局面。

第三，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加快提升发展

实力。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有比较丰

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要把能源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提高能源资源开发

和深加工能力。重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特色

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特色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发展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业。同时，有选择地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节能

环保、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四，实施富民为本战略，加快改善民生步

伐。强省是为了富民。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大力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进一步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技

能，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还要大力

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真正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责任编辑：平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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