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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规

模扩大，区域差距拉大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因此，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的更为重要，回顾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路径，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协调”三个

阶段。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扩展

区域发展新空间，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

撑带”的战略组合，这一组合涵盖我国所有区域，并

且从以往的单独区域到现在的支撑带连接，这意味

着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走向整体性和全

局性，通过三大支撑带的支撑，我国的各个板块的

对外开放将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回顾

（一）1949—1978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这一时期均衡发展战略贯穿始终，根据区域发

展阶段制定的历史背景和实施空间分布差别，这一

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1949-1957年：“156项”布局阶段

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

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

受了苏联、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

了以“156项”为中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的

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旧中国工

业设施的70%都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

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占全国国土面积 1/3
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不足2%，

这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国家的安全

也极为不利，为改变这一状况，新中国把“156项”的

大部分项目都布局于内地，这种布局初步改变了旧

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

衡发展。这一时期的地区布局重点已从沿海转向

内地，156项重点工程中，实际施工的有 150项，其

中内地为 118项，沿海仅 32项，在基本建设投资总

额中，沿海和内地占46.7%和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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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8—1964年：“大跃进”独立体系阶段

此时期在经济发展布局上提出各大协作区建

立起各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8年将全国划

分为7大经济协作区①，要求各个协作区建立起自己

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农、轻、重协调发

展的工业体系，伴随这种强调自成体系、各自为战

的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发展布局

“大而全”的封闭式区域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3.1965—1971年：“三线”转移时期

该时期依然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时期，即

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通过生

产力的平衡布局，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1964
年，毛泽东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

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

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

建设。三线建设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

向“大三线”进行战略转移。这一时期重点投资是

作为大后方的“大三线”地区，这一时期内地的投资

额和沿海差距悬殊，“三五”时期内地投资额 611.5
亿元，而沿海地区的投资额为282.9亿元，内地是沿

海的2.16倍，此时期在西部建立一些具有深远影响

的项目，例如攀枝花的钢铁，第二汽车制造厂，川

黔、成昆、贵昆等几条重要的交通线。

4.1972—1978年：大型项目东移阶段

这一时期的区域政策特征是进一步加快了“三

线”建设，但是与上一阶段的不同是，在继续进行

西南、西北建设的同时，“三线”建设的重点转向

“三西”，即在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布置了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同时此时期把全国分为十个经济协

作区。后期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我国对外关系

开始改善，1972年，国家提出加快沿海地区发展的

原则，沿海地区建设与“三线”建设处于并重的地

位，1973年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大部分项目布局

在沿海和长江地带，到1975年沿海地区在全国基本

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上升到 41.5%，投资重点开始

逐步向沿海转移。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取得的主要成就：该时

期建设成了几条铁路干线、几座新型工业化城市，

改变了我国经济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全国

经济网络的形成，同时也改善了落后地区的面貌，

加强了民族团结，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但是均

衡发展战略没有考虑现实状况，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和自然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

不顾东西的客观差异而人为的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但是影响了当时我国整体的发展速度。

（二）1979—1991年：非均衡发展阶段

该时期的生产力总体布局演变的重要特征是，

国家纠正了过去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东部地区的比

较优势的错误，在战略上转为一方面发挥东部沿海

地区的经济、自然地理优势，一方面有步骤地开发

中西部资源。邓小平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

出了“先富”与“共富”的理论，这一对区域发展战略

内涵的重新概括，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

平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的转变。

该时期在“先富”“共富”“两个大局”理论的指

导下，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

特区，在总结其经验的基础上又把海南开辟为我国

最大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

“试验田”，充分发挥了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

“四个窗口”的作用，为我国的沿海开放构建了先行

开放的发展模式。在经济特区成功实践的基础上，

1984年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开放大连、天津、上海、

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并且在一些城市设立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等。1985年又设

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沿海开发

区，1990年开放了浦东新区。在此时期区域的划分

从内陆和沿海的划分到首次划分为东部、中部、西

部，并且在开发次序上遵循先东部再中部后西部的

开发顺序，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

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了中部，积极做好进一

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

关于“先富”带动“后富”，邓小平也作了很多的

设想，1978年他就指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

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该

从各个方面予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

支持。”在他的推动下，国家加快了扶贫工作，切实

支援落后地区的发展，并且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支撑力度，实行财政补贴制度，从1979年起，

国家组织部分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

区，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示范

作用。

总体上来讲，以经济效率为前提，根据各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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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比较优势而提出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非均

衡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增长极和经济核心区加

速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东

部地区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实现了快速发

展，并且通过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

西部地区的发展，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我

国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

济开放区—沿江经济开放区—内地中心城市—铁

路沿线和沿江地带”的全方位开放格局。非均衡区

域发展战略容易使中西部地区陷入“比较利益陷

阱”，并且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1984年东部地区

的人均GDP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4.5倍和9.7
倍，到1994年上升到18.7倍和22.7倍。

（三）1992—1995年：非均衡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

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又进入新的阶段。国家相继

提出了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

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的发

展，国家在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

础上，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相继

开放了一批沿边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内陆省会城

市，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省市相继开放的

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国家在这一时期实行的非均衡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

（四）1996年至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东部地

区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利用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

会，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中

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的劣势，对外开放程度较

低，经济发展滞后，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差距，1995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之比为 2.3∶1，为了改变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

我国开始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按照四大板块的划分，根据各个板块的定位与

发展重点，实施相应政策，“十五”时期明确提出“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东北地区发展、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

协调发展”，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取得了相应的成

绩。为了实现更加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我

国实行了主体功能区战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

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

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

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

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

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

间开发格局。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逐渐缩

小，从 2000 年至 2009 年，西部地区 GDP 年均增长

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

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

建成，完成了送电到乡、油路到县等建设任务。特

别是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西部闭塞

的状况，使物流更为通畅，人员出行更为便捷。

2006年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成为产业

转移的一片热土，国家在中部地区相继批准了安徽

皖江城市带、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等四个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部地区发展速度加

快，一改以往“不东不西”的局面，在全国的经济版

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13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

到 12.73 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比重达到 22.38%。

2003年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东部的区域差距逐渐缩

小，东北地区率先实行了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粮食生产连年创新高，以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的体

制机制创新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有企业逐渐转

亏为盈，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稳步推进，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2013年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秉承“十二五”以

来的发展轨迹，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向服务业为主体

的经济结构转化，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已经跨越工

业化中期阶段，西部地区在总体上也已经跨入工业

化中期阶段。然而，在区域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区

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制造业低端化和产

能过剩依然严重，各区域的现代服务业依然发展不

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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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重要任务。在工业活动扩散化趋势的影响

下，我国整体经济活动从 2006年开始，打破以往经

济活动不断集聚的趋势，呈现出空间扩散的特征。

（一）总体趋势：多个支点

我国区域经济从聚集到扩散，在区域空间上逐

步均衡。相对均衡的区域空间结构需要多个战略

支点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战略支点主要

有：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中部崛

起促成了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包括长江中游地区

和中原经济区；西部大开发也促成了若干新的战略

支点，主要有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随

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均衡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而形成大面积的城市地区，更多的战略支点可能会

出现。包括北部湾经济区、天山北坡地区，东北中

部地区、海峡西岸地区，都可以形成新的战略支点。

为什么会涌现出一系列的支点地区？主要是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

和东部率先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经济的“全

国化”，各地区的普遍发展，使国家的经济不仅仅需

要北京和上海等少数的增长极，而且需要更能支撑

本地发展的增长极。多支点的出现，使新发展的区

域有机会进入国家发展的核心区域，获得更好的发

展条件和环境，拥有更多的发展资源，同时也在国

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城市群实力

的增强，使得城市群所在地区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

支点。

（二）产业转移加速，制造业空间格局从集中到

逐步分散

影响我国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变化，主要是产

业的转移。确切地讲，是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工业

由东部地区向东北和中西部转移，受到了国家相关

政策的支持，国家工信部专门出台过《产业转移指

导目录》。我们需要看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

未结束，我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受到工业的分布的影

响，呈现出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相一致的方向

性变化。就是说，我国的整体经济布局正在由过去

各种经济要素和工业活动高度在东部地区集聚的

趋势，逐步转变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转移扩散的趋势。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多种多

样，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主要城市群和非城市群的

广域城市②。

发展现代产业，是打造新的战略支点的核心和

关键。产业转移的加速使新的战略支点产业体系

加快形成。未来的新战略支点主要在中西部。而

在东部地区，随着国家层面各类规划的作用开始逐

步显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过去过多依赖

外部环境的支撑，向内生性、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

变。虽然近几年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低于其他地区，而且其投资占全国比重也呈现出

下降的趋势，但是其依然获得了大量的政策资源、

劳动力资源和强劲的消费支撑。

（三）四大板块、三大支撑带的区域格局逐渐形成

把以往的“四轮驱动”与三大支撑带相结合，构

建我国区域发展新棋局，这一新棋局涵盖我国所有

区域，并且从以往的单独区域到现在的支撑带连

接，这意味着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走向整

体性和全局性，通过三大支撑带的支撑，我国的各

个板块的对外开放将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带一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

路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全面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

格局；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遥相呼应的长江经济带贯

通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中央明确提

出，“有序开工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

项目，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目

的不仅仅是为了流通货物，更在于“引导产业由东

向西梯度转移”，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按照“提升

优化一批、梯度转移一批、关停淘汰一批”的思路，

优化存量，化解过剩、实现转型。京津冀地区则需

要打破行政分割，改变“分灶吃饭”的现象，以协同

创新为先导，构建京津冀区域分工新格局。通过构

建产业分工格局，实现三地融合，联动发展，打造协

同创新共同体。

三大支撑带与四大板块统筹发展，通过四通八

达的陆路、铁路交通连接起来，构建全面的区域发

展大棋局，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支撑起

我国经济发展的愿景。

（四）自贸区建设，构建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

自由贸易区，他们不仅要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并且还要与三大支撑带

相呼应，构建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版图。从地

理位置上来看，上海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

江经济带的交汇处，将来可能会聚集更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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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未来的金融创新也是其重点；天津位于

京津冀区域，未来其发展的重点也是高端金融服务

业；广东主打“港澳牌”，将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

点，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加快

经贸规则与国际对接；福建作为大陆与台湾距离最

近的省份，未来将重点突出对接台湾自由经济区。

三、对未来的展望

目前我国逐渐形成了多支点、全方位的开放新

格局，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统筹发展，构建全面的

区域发展棋局，那么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在此我们对其进行展望。

（一）未来还会形成多个经济带

——东南沿海经济带。随着沪深高铁的全线

贯通，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福建

自贸区助其提速，一个新的经济带或将出现。

——东北中部经济带。从黑龙江北部一直到

辽东半岛，形成一个综贯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带。

——黄河经济带。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

海，黄河经济带东到黄海，西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中国的经济脊梁。

——长城经济带。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

宁夏，在我国的内陆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地带。

（二）城市群支撑我国区域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

依靠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等少数地区支撑

的。这些地区继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之后成了

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代主导地区。从未

来的发展格局看，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

东北哈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

城市群、成渝都市圈、关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

群、乌大张（乌兰察布—大同—张家口）城市群等，

都有可能成为支撑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

地区和增长极，由此将形成“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

域竞争格局。

（三）我国区域发展格局进入一个“转折”时期，

从不平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发展

随着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一系列国家级规划

的深入实施，在投资驱动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

会获得极大的增长动力；东部沿海地区也会在国家

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居

民消费和服务业是其获得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我国区域经济的整体分散、区域集中的区域空间结

构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四）区域合作形式将更加多样化，合作程度将

更加深入

经济带和大经济区的区域合作是我国未来区

域合作重要的形式。当前，我国的区域合作主要是

几大经济区的区域内合作，比如东、中、西、东北四

大经济区的合作、三大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合作，这

些合作奠定了我国区域合作的基本格局。“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等经济带的建设使我国的区域

经济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由以往的四大板块内部

的区域合作到现在的四大板块之间的合作，合作范

围不断扩大，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四大区域板块

通过经济带、经济区进行衔接合作，可以加速产业

向中西部转移，优化区域分工，实现东部加速转型

升级，中部形成大的制造业中心，西部能源产业更

加优化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7大经

济协作区（1961 年将华中和华南合并为中南区，改

为六大经济协作区）。②广域城市，指地级市及其

附近的一体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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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边开放滞后的原因与模式演进研究综述*

胡 超 张 莹

摘 要：边界的经济属性表明，开放是提升沿边经济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国沿边开放滞后表现为宏观层面的边

界效应高企、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缺乏和微观层面的自生能力不足，且有共同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和演化。沿边开

放模式经历了从口岸建设1.0版、岸城互动2.0版到腹地支撑3.0版的演进，但与境外沿边地区经济融合不够。中国

沿边开放的研究亟待对其开放模式（类型、功能、绩效）的归纳和比较，采用非均衡的动态研究方法，从路径依赖、共

同演化和外部冲击等方面对其开放演进机理的探析，结合中国众多沿边口岸展开实证检验，为沿边开放的4.0版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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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Retrospect，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Yao Peng Sun Jiuwen Ju Xiaoying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balanced development stage，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age，unbalance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age，the
overal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age.Since “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the overal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have come into a period of relatively balanced，effective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chieved a remarkable success and regional gap is gradually
reduced.As the“big four plates，the three major support belt”is put forward，the regional economy pattern of our country
will present a new pattern: the three major support belts link up four plates and play the role of balancing the north and
the south.By the support of three major support belts，the eastern region can implement to accelera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middle integrated transport hub and manufacturing center; the western infrastructure will be improved，the
energy industry will be more optimization; the northeast will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 Big Four Plates; Three Major Support Bel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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