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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实现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解决好区域发展问

题，不仅关系到区域内和区域间竞争优势的发挥，而且关系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

展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

在地方性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各省市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差异研究以及区域

发展研究趋势研究。
一、地方性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区域的快速发展，各省市逐步

将“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其地方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各地方学者根据当地

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的特点，相应地，提出了加快地方性区域

发展的战略举措和对策建议。如，沈正平，储胜金（2007）认

为，江苏提出“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与“‘三沿’、‘四沿’战

略”，将全省的“经济板块”与“产业或经济轴线”很好地结合

起来，使得“板块经济”与“轴线产业或经济”相互渗透、融
合，大大促进了“块块”与“条条”、“网络”与“轴线”的有机统

一[1]。魏晓蓉（2010）认为，甘肃要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总体框架内，充分利用好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和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和宏观环境，通过大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逐步形成“新能源产业———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市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甘肃区域发展

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2]。周园、马廷玉（2011）针对“十二五”
时期辽宁发展规划，提出树立区域经济发展新理念、强化比

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加强“三大板块”联动，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
此外，学者还针对某些区域差距的形成以及区域间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汤茂林、姚士谋（1997）
从区位条件、历史基础、政策因素、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分析

了江苏省南北区域差异的特征和成因，论证了苏中苏北的

相对优势，并提出了苏中苏北区域发展的若干战略[4]。张谋

贵（2008）采用人均 GDP（静态）和经济增长率（动态）两个指

标，进行方差分析，考察了安徽省经济与长三角地区的关系

程度以及长三角经济对安徽经济的相关和影响程度。认为，

安徽与长三角地区联系紧密，已形成了较强人流、物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等，同时，长三角地区对安徽地区形成了经济

的扩散与辐射[5]。
可见，立足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不同地区根

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区域发展特点以及周边区域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等客观或主观条件，结合区域发展的相关理论，在

分析不同地区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
合理、可行的地方性区域发展战略。

二、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研究

从区域发展战略的阶段划分来看，主要是“两观点、三
分法”。两观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建国以

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均衡发展战

略———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持这种

观点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大都是在十六大之前，在当时还

未正式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五个统筹”，所以，没

有考虑到“统筹发展战略”这一阶段。因此，在现在看来，这

种阶段划分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

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经历了非均衡发展战

略（效率导向，改革开放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六五—
七五）—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差距，八五—九五）—统

筹发展战略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的十六大以来，十

五—今）三个阶段。如，刘霞[6]（2007）、高新才[7]（2008）、王泽

强[8]（2009）等认为，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效率优先”和
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使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区域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试图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解决

区域发展差距的问题，这时战略重点转向了如何实现“东西

部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则更加注重公

平，突出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公平性问题。
可见，上述的两种观点，主要是由于时间段截取上有差

异，导致在区域发展战略演进阶段的划分上也有所不同，但

其观点的实质是相同的，认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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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与完善，是以调整和协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平

衡与不平衡关系为核心的，换句话说，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

过程就是，如何分析和把握我国区域发展中东部沿海地区

与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平

衡与不平衡的协调中逐步实现区域发展的协调。因此，区域

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而非静态平

衡，追求和探索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之路，即寻求平衡与不

平衡的最佳“结合点”。
三、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分析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发生很

大变化。“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综合

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导致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差距在 80 年

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急剧扩大。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专

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差距产生的原因

及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缩小差距的对策和措施。
（一）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差距状况分析

对于我国区域差距的分析状况、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差

距发生变化的拐点等问题，还未形成共识。原因在于，学者

们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采用的方法、选取的指标以及观察

的地域和时段也不相同。例如，周民良[9]（1998）、陈秀山等[10]

（2004）认为，全国区域差距的扩大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发达

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而且同省市内各区域间的差距也日

益明显。李二玲（2002）认为，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

基本呈缩小趋势，而东西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
1993 年以后，南北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趋同[11]。
管卫华等（2005）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波动在近期区域

差异呈扩大趋势[12]。吴桂珍（2006）认为，1978-1990 年，我国

区域经济差距呈下降趋势，并且在 1990 年时降至谷底；

1990 年以后，相对差距又开始上升，到 1998 年相对差距达

到最大；1998 年以后呈波动的下降态势（[13]。蒲小川（2007）
认为，1949—1978 年区域差距较大，1979—1992 年区域差

距开始缩小，2001 年开始区域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4]。
（二）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

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主要是运用各种统计方法，

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离均差系数、加权离

均差系数、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集中指数等。在对区域

差异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一种或者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

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区域差距不断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又采

用了区域经济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回归分

析法。如，魏后凯（1992）“运用威廉姆逊系数作为衡量区域

间协调程度的指标[15]；金相郁、郝寿义（2006）利用 CV、HH－
CI、TEC、MLD 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趋势，包括省际发

展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16]；陈伟雄（2011）运用

Theil 系数分解法，探讨了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演进

的轨迹、不同空间层次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及其对区域经济

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17]。
就指标体系而言，学者们主要采用综合指标体系，如韦

伟采用人均 NI、生产率、地区经济结构、市场发育水平四项

指标等；胡鞍钢以人均 GDP 为主，以人文发展指标为重要

补充。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从

两方面选取计量指标[18]：一是总体指标；二是复合指标，包括

人均指标、静态比较指标和系数指标见表。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计量指标分类[18]

通过以上文献的总结，发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

研究以及其成因分析目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研究方法和

指标体系的设定以及研究的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虽然在

对省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研究上某些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结

论，却进行未量化研究。
（三）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差距形成的原因

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地域差异

说、政策倾斜说、增长方式与增长机制说和综合说四种观

点。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持综合观点的学者较多。如夏永

祥（1994）认为，区域差异是由客观性因素（地理位置等）、国
家宏观区域政策、经济结构、人口素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等方面差异造成的[19]；周民良（1998）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

是非国有制经济发育程度、经济结构、投资规模、市场发育

程度、区域政策倾斜、区位、经济效益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的结果[20]；在覃成林（2001）的著作中，作者从发展基础、倾斜

的政策面、体制环境与竞争力、要素单向流动、经济结构的

效率五大方面，分析了区域差距的成因[21]；刘夏明等（2004）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中，相对较为全面地

总结分析了地区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22]。
由此可见，对区域发展差异成因的认识和分析综合起

来看，基本上涉及了影响区域发展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即

从历史基础、区位和环境、资源投入、经济结构、经济效益、
人口素质、区域政策和体制改革等方面分析区域发展差异。
可以看出以上涉及的成因分析各有侧重点，同时反映出区

域发展差异成因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从均衡发展

战略到不均衡发展战略再到统筹发展战略的转变。客观地

讲，这些战略模式的转变，都是基于我国不同时期区域发展

的内外环境而提出的，在战略转变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

理论与实践经验。如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区域

发展未来研究的热点体现在：区域发展带来的区域创新问

题研究、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区域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加快区

域发展带来的区域空间格局新问题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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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 页）是第十三条增写了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的内容，这对于加强党内监督，

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更好的发挥党内民主具有重要意义[6]。
这些内容的增写都使党的十七大党章内容更全面、充实，具

有时代特色。
2012 年 10 月的十八大对党章进行了六个方面的修改，

修改的内容中有两点非常突出并且具有重大意义，那就是

把科学发展观明确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和把坚持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如果说党的指导

思想是党章的灵魂，那么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骨架。十八大党章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基本和十七大

党章一致。虽然没有确切的修改，但是从党章其他方面的修

改可以看出十八大党章在内容上更具体、更符合新时期的

发展要求，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充分发挥，使之更完善、更科学。
在十二大党章的基础上，从十三大到十八大，通过对党

章的修订，使党章更完善，内容更丰富，更反映时代的特点

和要求，也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羽翼日渐丰满，架构更

合理、内容更具体实在。

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了含有章程性质的文件《第一个

纲领》，紧接着在隔年的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

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标志着我们党党

章发展历史的开端。从那时起直到党的十八大，其间共产生

过十七部党章，其中制定通过的有 7 部新党章，修订通过了

10 部党章。这些党章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时代的发展，在不断

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并通过不断的修

改和补充日渐完善。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我们可

以更好的去剖析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更深入去了解民

主集中制的内涵和意义，因为只有认识了历史、了解了历

史，才能准确的把握现在，才能用现有的“武器”更好地指导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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