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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评析, 作者从 6 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战略及布局调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 1) 新的发展观; ( 2) 新的区域经济布局; ( 3)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 4) 继续

推进西部大开发; ( 5) 打造区域经济区, 在西部主要是打造成渝经济区; ( 6) 向东南亚、南亚、中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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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这就是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 新发展观�。具体内容为 � 五个

统筹� , 即: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新的发展

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将产生巨大的指导作用。

这里, 我就 � 新发展观� 中 � 统筹区域发展� 讲一点学习体会。

� �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

� � 1. 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

中国现代工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开始发展的。

中国的现代工业产生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 一方面来自外国侵略者所举办的工业; 一方面来自晚清时期官商合办以及民

族资本办起来的工业。这些工业主要布局在沈阳、大连等东北地区、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武汉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前, 有

些企业迁往重庆等城市, 同时在西部地区也建设了一批为军事服务的企业。但是, 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中国现

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不足 10% , 而且主要布局在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除四川盆地外, 基本上都是未开发的不毛之地,

没有现代工业和工业文明。

2. 解放后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布局的调整

1949年到现在 50 多年间,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 4 次重大变化, 经历了 4次重大的区域布局调整。

156项重大项目建设时期, 战略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

1952年, 中国开始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 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 中国与原苏联建立

友好同盟。在苏联的援助下, 于 1956 年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同志在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其中一个关系, 就是沿海与内地关系。毛泽东同志要求把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大工业项目建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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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和内地, 同时积极利用沿海的工业, 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生产力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

三线建设时期, 战略布局急剧向西部转移

20 世纪 60 年代初, 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撤出所有援助中国的专家, 停止设备、技术、材料、配件的供应, 中国建设出现巨

大困难, 尤其在军事建设方面。其后, 毛泽东同志预感到中国将面临一场外来侵略战争, 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决定把东部

的一部分企业一分为二, 将一半迁往内地, 在西部进行战略后方基地建设。从 60年代到 70 年代开展的 10 年三线建设, 是中国

东西部战略布局的一次大调整。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畸重东部的格局, 打下了西部现代工业的基础,

把工业文明引进到西部的高山峡谷、荒漠野岭, 为后来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了重要条件。

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战略重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

1978年开始,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实际, 提出了 �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发展、

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实现共同富裕� 的战略, 把发展重点由西部转向沿海。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战略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

中的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发展战略推进的浅显易懂的描述。这个战略首先从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开始, 先后建立了 5 个

经济特区, 后又开放沿海 14个城市, 进而开发上海浦东, 对沿海地区实行全面开放, 形成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

局。在沿海各省市内部, 也实行重点推进政策, 先让一个区域发展起来, 带动全省的发展。在特殊政策的吸引下, 国内、国外

的资本、技术、科技、管理、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向沿海集中、集聚, 使东南沿海地区得到飞速发展。

在推进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是邓小平同志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 沿海开放和西部开发是中国区域经济

发展中关系全国的两个大局。把发展重点放到沿海是一个大局, 沿海发展和富裕起来之后, 转过来开发西部是另一个大局。全

国都要服从这两个大局。至于什么时候启动西部开发, 视东部发展和全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定。经过 15 年的高速发展, 东部已

经富裕起来, 综合国力有很大增强, 同时东西部差距急剧拉大, 不但国内关注, 国际上的一些政要和著名学者也发出缩小东西

部差距的呼吁。综合各种因素, 1999年, 江泽民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实施之中。

4 次区域发展战略和布局的调整, 是在不同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前两次是国际处在冷战时期, 国内实行计划经济;

后两次是在国际处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期, 国内实行市场经济。由于这些不同, 4次战略的转移体制、机制、方法都是不同

的。前两次都是政府行为, 后两次是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结合。

� � 二、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

� � 经过 25年的改革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 整个中国经济和区域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 从整个中国经济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 非国有经

济已占到 60%以上的比重; 中国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融入国际市场, 2003 年, 我国的对外贸易可达到 8500 亿美元, 超过法

国居世界第4 位, 吸引外资近6000亿美元, 外汇储备达到 4000 亿美元, 仅次于日本。2003年, 中国经济总量可达到 11 万亿元人

民币, 相当于 1. 3万亿美元, 居世界第 6 位, 25年间, 年均增长 9. 4%。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世界银行评论说, 中

国以一代人的时间, 解决了其他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解决的人民温饱问题。

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鲍泰利最近对中国改革开放 25 年的成就作了评价, 他说: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中国这样的规模和

速度的现代化发展的例子。自近代以来, 全球的经济中能与中国这样的变化相提并论的只有: 18~ 19 世纪时期欧洲的工业革命;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崛起及其西部的开发;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我认为这些评论是客观的, 但尽管如此, 毕竟中国还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 1/ 9, 日本的 1/ 4, 人均GDP 仅为美国的 1/ 30, 日本的 1/ 40。中国经济威胁论者说, 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日本、美国等国家造成威胁, 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在几十、上百年之后, 中国经济赶上了日本、美国等

发达国家, 那是占世界人口 20%的人的富裕, 对全世界来说更是一个福音, 何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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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东南沿海的经济看

经过 20年的高速发展, 东南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 走在全国前列; 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 并在WTO规则

下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 国民经济以年均 10% ~ 11% 的速度增长 , 超过全国 2 个以上百分点, 经济总量已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65%以上, 人均 GDP达 1700 美元, 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 1/ 10; 25 年间, 这一地区形成 3 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圈和

城市群, 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城市群, 环渤海经济圈和城市群; 经济的外向度很高, 中国的对

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大都集中在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是 20 多年来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产业结构逐步高度化, 跨国公

司在这里云集, 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正在这里形成。

3. 从西部大开发取得的进展看

4 年间, 国债投资及其带动的投资达 7000 亿元人民币, 五大标志性工程: 生态环境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进展顺利; 各省市区内的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水利、县乡道路、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推进很快; 重

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东部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国资本加快了对西进的步伐; 产业结构正在调整, 传统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都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 整个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4.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看

东西部虽然都在发展, 但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速度、发展的效益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东部地区已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能力, 外来资本、民间资本充分, 产业结构升级迅速, 制造业、服务业和外贸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西部经济增长

也较快, 但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 国有资本仍占主要地位, 外资、民资不足, 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快, 投资效益不

高, 因此, 东西部之间的发展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以 1998 年西部的 GDP 增长速度为 1 相比较, 东部为

1�1. 43, 2002 年扩大为1�1. 57。人均 GDP, 2002 年西部约 600美元, 东部则为 1700美元, 东部约为西部的 3 倍。差距继续拉大

的原因, 一是, 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建设项目 � � � 五大标志性工程, 都是为全国服务的, 投资巨大, 但仅有一半左右在西部实现,

西部受益甚少; 二是, 政策和投资力度尚未到位; 三是, 西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缓慢,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低; 四是, 人民

消费水平低、日用工业消费品 70%来自东部, 消费及消费品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些原因一方面说明了西部的不足;

另一方面, 也说明西部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 有待投资者挖掘。

� � 三、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及布局调整

� � 1. 新的发展观

中共十六大之后,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总结了 25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发展思路进行了调整, 提出了新的发

展观。这个发展观, 是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过去发展战略作出的调整。在过去 20 多年中我们推行的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东部地区的重点推进,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 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就不可

能有开发不发达地区的能力。如果不实行重点推进战略, 而是平均推进, 在全国撒胡椒面, 那将是一事无成。但是在实行中,

在经济社会一些方面出现了失衡现象, 如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为了防止这些失衡现象扩大,

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发展观。具体来说, 就是要把过去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

转变, 但也不是绝对地否定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均衡发展中也不能失去重点, 从而保持非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的辩证统一。

2. 新的区域经济布局

根据新的发展观的要求, 国家重新调整了区域发展的布局, 目的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体要求是: 积极推进西部大

开发, 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 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鼓励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从这段新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阐述中,

最新颖的内容之一, 就是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列为发展重点。在学术讨论中, 还有学者提出, 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签订紧密经

贸合作协定 ( CEPA) , 香港和广东双方都提出把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进行整合, 组成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圈, 实际是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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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的发展。CEPA签订后, 中国内地各省市纷纷组团访问香港, 其内容不仅是招商引资, 而且还在 CEPA框架内, 与香港

特区政府签订经贸合作协议, 特区政府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 处理经贸合作事务。这些活动加上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问题的

提出, 人们感到在中国新的区域战略布局调整中, 除东、中、西部互动外, 还隐含一个南、中、北部互动的关系。

3.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被称为 � 共和国长子�。这个基地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的中日甲午战

争和日俄战争时期。解放后, 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也

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 但由于力度很差, 工业基地的功能逐渐衰落。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是上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的呼吁。80年代中, 有些学者和党政官员就上书中央, 用 � 拯救东北老工业

基地� 这样尖锐的用语提出了强烈的呼吁。其后, 又在学术界、新闻界展开过 � 东北现象� 的讨论。2000 年, 我以中国工业经

济联合会副会长的名义, 对东北为主的 14个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沈阳召开了有专家、学者和城市市长参加的研

讨会, 会后又向国务院领导写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报告。这期间, 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北各省都进行过许多研

究, 也采取过一些措施, 但因为时机不成熟, 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高度, 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现在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是中国的重化工业基地、重型制造业

基地、装备工业基地, 粮食基地。在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时代之际, 东北工业基地作用凸现出来, 东北工业基地

的这个作用是其他新兴工业基地无法替代的; 二是,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面临许多困难, 如设备技术陈旧、资源开采已经枯竭和

面临枯竭, 城市基础设施老化, 国有大企业多、改革难度很大, 离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在全国最多, 就业困难, 社会保障严重

不足。这些问题不仅是地方政府的难题, 更是中央政府的难题, 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三是, 计划经济体制对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影响极深, 一长制、计划就是法律、� 钢铁世家� 等观念根深蒂固,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至今没有破除, 市场经济体制和

机制难以确立。这些方面也已到了非下决心进行强有力的改革不可的时候。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政策和操作方法都与西部大开发不同。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看, 振兴东

北等老工业基地, 采取直接面对一个个企业的政策和方法, 核心内容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技术, 用市场化的

先进管理取代传统管理, 从而焕发老企业的青春。改造所需资金采取多元筹集方式, 包括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 组成混合所有

制企业, 不再是国家直接投资。

直接面对企业的这种政策和方法, 体制障碍小, 见效快,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最近,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批准东

北三省提出的第一批 100个项目, 投资 610亿元。为了促进国际资本参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温家宝总理曾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上提出, 2004年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际研讨会。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问题上, 日

本、韩国参加是很自然的事, 因为这两个国家与东北有历史渊源, 而且现在也是投资东北最多的国家。但也有外国学者吹出冷

风, 说什么朝核问题不解决, 东北亚的局势就不安宁, 不安宁的局势是会吓跑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还有人说, 朝核问题, 对

美国是一个考验, 美国究竟是想搞乱东北亚, 还是共建东北亚? 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染上美国色彩。我认为, 某些外国学者

吹的冷风并非空穴来风。但从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看, 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是东北亚各国的共同愿望。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所作

的斡旋已见成效, 美国想把中俄两个大国所在的东北亚的和平局势搅乱, 并不那么容易, 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4. 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不是会削弱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关注, 减少对西部大开发的投资? 不少人有这样的担心, 但仔细分

析一下, 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1) 从新的发展观看, 最重要的是统筹区域的发展, 而在中国, 东西部的差距是制约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最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 而且要涉及民族、宗教、边疆等别的地方很少涉及的问

题, 最后需要统筹发展的地方。要坚持新的发展观, 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 2) 从已启动的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项

目看, 都是关系国家全局和东中西部同时受益的项目, 生态环境建设更是惠及子孙万代的项目。如果不能持续支持这些项目的

建设, 特别是原始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扶持, 将使已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 ( 3) 从经济发展的需要看, 中国经济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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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一轮的增长期, 但电力的短缺, 使许多地方生产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西部特别是西南部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建设基地, 中国

必须加快西部水电站的建设, 才能尽早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因此, 不会削弱西部大开发的投入。 ( 4) 从西部制造业面临

的发展前景看, 西部的优势制造业, 如重型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航天设备制造业等, 都呈订货爆满之势。这说明, 西部不但是一个资源开发的区域, 还是一个提供设备和材料的区域。中国新

一轮的增长周期离不开西部制造业, 振兴西部制造业将是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目标。 ( 5) 中国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

地,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东北后面那个 � 等� 字。这个 � 等� 字是要说明, 中国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还要振兴东北以外其他

老工业基地。从西部来看, 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都是老工业基地, 也在国家的振兴范围之内。

5. 打造区域经济区, 在西部主要是打造成渝经济区

中国的第 � 十一个五年计划� 的编制工作已经启动。这次编制工作有几个特点, 其一就是编制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发展规

划。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提出的规划区域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东北地区等。现在打造区域经济区的工作正在

积极进行。最近,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起, 召开了一个泛珠三角经济区研讨会。所谓泛珠三角经济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南、

江西、福建、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和香港、澳门, 简称为 9+ 2。泛珠三角经济区由三个层圈构成, 珠三角是核心层, 包括

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是紧密层, 其他省区是辐射层。我在会上发言说, 我们赞成这个概念。因为四川与珠三角有广泛的

联系, 广东经济尤其是广东的日用消费品工业牢牢地占领四川的市场, 四川的劳务输出则在广东占有很高的比重。但四川地处

内陆, 既与珠三角有联系, 也与西南诸省有联系, 又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相联系, 还可面向西北, 更与重庆密不可分。因此, 四

川最重要的区域合作是与重庆一起打造成渝经济区, 在此基础上, 向四面八方发展。珠三角要把四川吸引过去, 就必须增强自

己的辐射力、吸引力和服务能力。

成渝经济区是一个自然和历史形成的产物。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经济区。这个经济区在自然地理上是

著名的四川盆地。如果按现在形成的格局划分, 这个经济区以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为两极, 以宝成、成昆、成达、襄渝铁

路和高速公路、长江为周边。区域面积约为两省市的 40% , 人口约为两省市的 2/ 3, 经济总量则为两省市的70%。区域内共有建

制市27座, 是我国城市最密集的城市群之一。成渝经济区又可分为三个次经济区, 一是成都平原经济区; 二是重庆都市圈; 三

是宜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是农业发达地区和工业、能源、科技、人才聚集区, 陆、空、水交通发达、网络密布。现在由于行

政分割, 经济区的生产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四川和重庆若能打破行政分割, 实行专业化协作, 这个经济区一定能在西部和全国

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向东南亚、南亚、中亚进军

近年来, 中国实行了重要的经济外交战略的转变。由不参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 到主动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可

以说是由 �置身事外� 到 �作用其中� 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联盟建立的 10+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范例。与此同时,

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 4国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 中、日、韩 3 国都在 2003 年发表了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宣言。最近, 我在深圳

参加了中印经济合作论坛; 在成都参加了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 4 国大使参加的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研讨

会; 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了南亚联盟会议在巴基斯坦的成功举行。一位有远见的专家认为, 在不久的将来, 一个 7+ 1 的中国与南

亚诸国的自由贸易区也会建立起来。这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的新格局, 对西部对外开放是极为有利的机遇。西部的企

业, 包括外资企业完全可以参与这些合作。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在中国实行新的发展观的情况下, 各个地区都有发展的机遇。随着新一轮国际产业向中国

的转移, 在中国内部也会出现由东到西的产业转移, 也会出现国际资本由东到西的转移。国内和国际的投资者都会抓住这个机

遇, 在西部谋求自己的发展。

责任编辑
校 � � 对

: 张乐鸥

�9�

2004年 经济体制改革 No. 1 � �
第 1期 � �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Jan.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