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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

安 晓 明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跨区域协调

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将增强，区域经济总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外向性将进一步增强，区

域经济空间格局趋于优化。要形成这种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在未来的政策方向中，要构建跨区域协调的长效

机制，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转变，防范区域经济开放过程中的内部冲突和外部风险，关注边缘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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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结构性问题突出，对区域经济发展和

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国和平崛起，更加积

极、主动地走向世界，不仅加快了中国区域经济合

作的步伐，也使得区域经济展现出更加开放的态

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

升为国家战略，它们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

带，与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

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格局。交通运输系统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

在2020年即将编织完成的全国高铁网，将大大加强

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

局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一个区域经济

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相应地，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未来政策方向和思路也需要进行新

的调整。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

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新的特点。总的来

说，表现为：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经济

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

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等四个特点。

（一）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推进跨区域的协调与协同

发展，以及其他一些跨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均表

明中国跨区域协调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出已有多年，但由于京津

冀在行政管理权限上错综复杂，长期缺乏有效的利

益协调机制，市场自发合作的模式又难以壮大，从

而使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所幸的是，在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倒逼下，京

津冀协同发展获得多方高度共识，并得到中央层面

的强力推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4年 8月，

部委官员证实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

组以及相应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

长。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中央审

议。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产业、生态等方面积极对

接合作。交通方面，除原有的城际交通外，北京七

环（又称首都环线通道，或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项

目）有望年底全线建成，全长约940公里，途经廊坊、

涿州、张家口、承德、平谷等地，约850公里在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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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北京地铁平谷线拟穿过河北燕郊延伸至天

津，建成后，平谷线将成为三地首条一体化轨道交

通线。产业方面，北京产业转移的大方向是转移工

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渐次将区域性批发、

物流等传统服务业按照市场规律转移出去，大红

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已和河北展开对接。中

关村已率先到河北开创新的创业园区，包括中关村

产业的转移和资金、人才的跟进，被誉为两地产业

对接的典范。生态方面，京津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联防联控、区域环保一体化。2014年 5月，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召开，提出

要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2.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提上日程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谋划加快了中国沿长江经

济带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和跨区域协调步

伐。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上日程，并加快推

进。2014年 9月 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随《意见》还一并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在 2014年 12月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长江经济带被上升到

国家重点战略的高度。而长江经济带的顶层设计

也在积极筹划，有望2015年出台。《长江中游城市群

发展规划》于2015年4月获得国务院批复。长江黄

金水道建设、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建设和全域综

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等都在加快推进。九省二市

之间的生态环保、通关、水利设施、旅游等合作也在

陆续展开。为加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由长三角三省一市和国家八部委组成的长三角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顺利启动。2014年12月

1日起，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从长三角地区扩展到

整个长江经济带海关，长江流域九省二市实现“十

二关如一关”。2015年6月27日，湖北省、上海市两

地政府在武汉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依托交

通优势，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为保证下

游生态环境用水，实施长江三峡、丹江口等控制性

水利水电工程及跨流域调水工程科学调度。湘赣

签署《共建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探索在湖南长株潭地区和江西赣西地区共建

开放合作试验区，打造跨省区域合作示范区、开放

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区。川滇黔三省八市州联合

签署共建合作共识，共建长江上游航运物流中心。

3.其他跨区域协调与合作稳步推进

除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

外，《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

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多个跨区域规划

得到批复，正在积极稳妥地实施推进，区域分工协

作、产业转移、生态共建共享等跨区域合作协调进

程加快。广东省在珠三角地区建成了目前世界上

第三个（继欧盟、美国南加州之后）区域大气联防联

控技术示范区，取得了多项标志性技术成果，不仅

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还为中国

其他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

经验。此外，中国西南地区合作加强。广西云南签

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在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特色

优势产业、港口、对外开放、跨区域旅游、生态环境

保护、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编制等七个方面进

一步加强合作。广西与贵州省签署进一步深化合

作会议纪要，合作共建西南出海大通道、推动能源

合作升级和产业紧密合作、打造贵广高铁黄金旅游

线加强旅游合作、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左右江

革命老区规划的对接合作等。

（二）区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

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既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推

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为促进

地方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国家已批准设立了安徽皖

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

州、黄河金三角（跨山西、陕西、河南 3省）等 6个国

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了中国的产业转移

进程，示范效应与带动效应明显。为引导长江经济

带产业转型升级和分工协作，促进产业转移和生产

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2015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文要求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开

展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建设工作。与此同时，

中国创新智造加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创

新氛围日渐浓厚，中国制造2025也为中国区域经济

转型提供了动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经济新常态

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正在压缩。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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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效果究竟如何，本文基于

数据可得性和时间跨度原因，采用以非参数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对转型效果进行评价①。模型以 2000—2013
年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及

GDP产出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或根据其进行计算整理得到）为基础，利用

DEAP2.1 软件测算出全国及与西部地区、东北地

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四大区域的TFP及其分解

情况，结果表明：

2000—2013年间，中国TFP年均增长8.67%，实

际 GDP 年均增长 11.94% ，从业人员年均增长

2.09%，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长3.02%，31个省级行

政区的TFP年均增长都在6.9%（北京水平）以上，实

际 GDP 年均增长均高于 10.45%（上海水平），表明

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由粗放型增长转

向集约型增长，经济转型初见成效。从全国和四大

区域的TFP及其分解来看，2000—2013年全国技术

进步年均增长 10.53%，技术效率年均增长-1.66%，

由技术进步引起的 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非常大。四大区域的 TFP 变化率较为平均，都在

8%以上，其中东北地区的 TFP 变化率最高，为

8.9%。四大区域的 TFP增长率主要是由于技术进

步引起的，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达到

年均 10.63%，处于技术追赶态势，四大区域的技术

效率均有所下降，主要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

双重下降，所幸下降幅度并不大，但也应加以重视

（见表1）。
表1 2000—2013年全国及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及其分解

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全国

纯技术效率

pech
0.9898
0.9950
0.9903
0.9945
0.9919

规模效率

sech
0.9936
0.9920
0.9882
0.9905
0.9914

技术效率

effch=pech*sech
0.9835
0.9870
0.9787
0.9849
0.9834

技术进步

techch
1.1063
1.1037
1.1055
1.1044
1.1053

TFP变化率

tfpch=effch*techch
1.0878
1.0890
1.0815
1.0879
1.0867

从表 2 和表 3 中 2012 年和 2013 年的 TFP 及其

分解情况发现，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出现了一

些有意思的变化：

一是 TFP 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均下降较

快。无论是全国还是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和技术

进步增长率均下降较快，2012年和2013年的TFP值

拉低了2000—2013年间的TFP增长率，特别是2013
年东北地区的TFP增长率已降至 4.57%，这也正好

印证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的事实。

二是引起 TFP 增长率的因素由技术进步独领

风骚转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从全国

来看，2012年与2013年的TFP增长率仍主要由技术

进步所引起，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增长率下降

较快，可喜的是，2013年技术效率变化率已开始由

负值变为正值，这表明，技术进步带来的 TFP增长

率增长空间正在压缩，而技术效率带来的TFP增长

率开始成长。

三是四大区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差异较

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所改善。从

四大区域来看，虽然 2012年和 2013年四大区域的

技术进步率都有所下降，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率

是最高的，技术效率最高的区域则是西部地区，特

别是2013年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1.86%，

其纯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 1.31%，规模效率增长率

达到 0.55%，表明西部地区的技术和规模都产生了

表2 2012年全国及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及其分解

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全国

纯技术效率

pech
1.0101
1.0003
1.0018
0.9961
1.0030

规模效率

sech
0.9977
0.9840
0.9932
0.9842
0.9911

技术效率

effch=pech*sech
1.0076
0.9843
0.9950
0.9803
0.9940

技术进步

techch
1.0808
1.0880
1.0780
1.0919
1.0845

TFP变化率

tfpch=effch*techch
1.0891
1.0716
1.0725
1.0702
1.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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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效应。2013年，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增长率

为 0.37%，规模效率增长率也由负转正，为 0.43%，

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 0.8%。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

区的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率贡献较大，其技术效率

增长率仍然为负值。

（三）区域经济开放性明显增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走出去的步伐更

加积极、主动和快速，对外开放成就喜人。2011—
2013年的对外经济合作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371.43亿美元，比上年高出

17.62%，2011年和2012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2.21%、

12.74%，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自贸

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等，均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性

明显增强。

1.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跨境次区域合作持续

推进

“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跨越边境的次区域合作，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云南的桥头堡

等都属于此类跨境次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在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联系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地缘政治、维护国家安全、大国和平崛起的角度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转移过剩产能，推

动形成新的增长引擎，促进沿线区域合作等。

2013 年 11 月，“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开始落地，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提出。2015年3月28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的推出，

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推进阶段。2015 年 4
月 15日，57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全部确

定。《愿景与行动》发布后，各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根据《愿景与行动》中的定位与方向，实行更加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积极对接、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中。除了《愿景与行动》中直接提到的 18 个省

份，其他省市也通过构建内陆开放高地、国际通道

建设等，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各地的经济开放环

境明显改善，东中西互动合作明显加强，经济开放

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

走廊、大湄公河流域等跨境次区域合作也在稳步推

进，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自贸区经验复制和推广进展迅速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上海自贸区

的建设和经验推广复制提升了上海及其他相关区

域的经济开放程度。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建设将迈上

一个新台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的

改革试点正在稳步推进。四大自贸区各有侧重

点。广东自贸区主打“港澳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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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区的战略定位

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发展融资租赁业、高端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福建自贸区则重点突出与台

湾深度合作，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扩容后的上

海自贸区将承载更多改革空间，在更大的领域进行

制度创新。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

设，在全国推广成熟经验，将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

开放高地。此外，第三批的自贸区申报也已掀起热

潮，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申报主体数量

多。目前申报建立自贸区的省市已有20多个，有9
个省市在 2015年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将申报建立自贸区，包括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吉

林、辽宁、山东、广西和重庆。二是申报主体由沿海

地区转向内陆地区。第一批、第二批的四大自贸区

皆在沿海，第三批自贸区申报省份中则出现了不少

内陆地区，如河南提出要以郑州为主体建设内陆型

表3 2013年全国及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及其分解

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全国

纯技术效率

pech
1.0131
0.9937
1.0037
0.9995
1.0050

规模效率

sech
1.0055
0.9907
1.0043
0.9943
1.0002

技术效率

effch=pech*sech
1.0186
0.9847
1.0080
0.9937
1.0052

技术进步

techch
1.0504
1.0620
1.0460
1.0699
1.0569

TFP变化率

tfpch=effch*techch
1.0698
1.0457
1.0540
1.0632
1.0622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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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三是申报形式出现了创新，长沙拟联合武

汉、南昌、合肥，向国家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

贸区。

3.内陆地区开放进程加快

内陆地区解放思想，紧抓机遇，扬长避短，通过

深化改革，优化开放环境，以各类开发区为主要载

体加强区域合作和招商引资，积极打造和完善各类

口岸、保税物流区、中欧班列开放平台和通道，实施

多区域通关联动改革，积极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

地，加快了内陆地区的开放进程。而近年来中国四

大区域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也表明，内陆地

区的开放程度明显增强（见表4）。
表4 2010—2013年中国四大区域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比重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东部地区

绝对数

（亿美元）

26056.5
31386.7
32710.8
34826.9

占全国比重

（%）

87.6
86.2
84.6
83.7

中部地区

绝对数

（亿美元）

1168.9
1626.7
1933.9
2195.7

占全国比重

（%）

3.9
4.5
5

5.3

西部地区

绝对数

（亿美元）

1283.9
1839
2364

2775.5

占全国比重

（%）

4.3
5

6.1
6.7

东北地区

绝对数

（亿美元）

1230.7
1566.2
1662.4
1791.9

占全国比重

（%）

4.1
4.3
4.3
4.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3》。

从表 4可以看出，2010—2013年东部地区的货

物进出口总额占到了全国的80%以上，居于绝对主

导地位，这与东部地区的地理区位、国家沿海战略

等有很大关系。但是，近年来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也节节攀升，中部六省的货

物进出口总额全国占比从 2010 年的 3.9%上升到

5.3%，西部十二省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全国占比从

2010年的4.3%上升到6.7%，除广西外，其余17省份

皆位于内陆地区，表明内陆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明

显增强。

（四）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

调整，大交通大物流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区域间的

经济联系，改变了区位条件，特别是高铁网络的编

织使得中国区域可达性格局逐步由航空主导型向

高速铁路主导型转变，这对于原有的区域经济空间

格局产生了冲击。此外，区域战略、区域规划和区

域政策的密集出台和实施对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的优化也有积极影响。

1.高铁网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近年来，高铁的加快建设正在对中国区域经济

空间格局产生着深刻影响。到2020年，中国将在全

国编织完成覆盖大部分地区的高铁网。通过对无

高铁、高铁现状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的模拟，测算

高铁在区域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城

市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廊道效

应”，由此表明高铁在重塑区域空间结构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一方面，高铁网的编织将大大缩短区域之间的

时间距离，提升区域通达性和区域网络化程度，极

大地促进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区际流动，对区

域旅游、区域人口流动和产业发展、区域一体化格

局等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优化中国区域经济

空间格局。对 2020年高铁网络建成后沿线城市的

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变化进行分析，其结果也显

示，在高铁的影响下，“四纵四横”高铁干线沿线城

市及高铁枢纽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随可达性的

改善而明显增大。

另一方面，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存

在区域差别。高铁的极化效应产生“虹吸现象”，通

道效应形成走廊经济，可能使得中心城市的极化作

用更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铁反而加速

其发展要素的流出而进一步被“边缘化”，也有可能

高铁使得区域向网络化发展，原有的节点城市功能

降低甚至消失。如长三角日趋完善的高铁网络增

强了整个区域的联系强度，特别是南翼和北翼直接

联系的提升使上海的节点功能降低甚至是消失，整

个区域正在由单功能中心向多功能中心转变。

2.区域战略和政策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也由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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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

板块向“四大板块+三大支撑带”转变，这对于优化

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味着把

中国区域经济总体战略的“四大板块”和客观发展

中形成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有机联系起来，标

志着板块经济与带状经济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格局。除《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正待批

复）》《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外，各种跨区域规划为优化

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规划指导。《赣闽粤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

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珠江—西

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区域规划相继得到批复，以

及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等新区设立，纵

横交错，点线面铺开，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棋局正在

形成。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对于优化区

域经济空间格局也起到了具体性的指导作用。针

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

步伐，针对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扶持政策加快了资

源型地区的转型升级，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产生了积极

作用。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政策走向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可以预见，未来

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将增强，区域经济总效率

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外向性将进一步增强，区

域经济空间格局趋于优化。要形成这种良好的区

域经济发展态势，在政策方向和思路方面有一些值

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跨区域协调：构建长效协调机制

国家对于跨区域的协调极为重视，不仅将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

重点战略，建立了高规格的区域协调领导小组，还

出台了多个跨区域规划和指导意见，决心和力度之

大，历史罕见。地方政府也通过各种对话机制和合

作框架积极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为使区域经济

整体协调度进一步增强，在政策方向和思路方面应

当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避免“雷声大，雨点小”。跨区域的协调

发展是一项非常艰巨和长期性的工作。仅仅依靠

几个战略、规划或政府文件并不能实现，还需要行

之有效的政策执行以及持续不断的具体的推进工

作。因此，构建跨区域协调的长效机制尤为重要。

在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生态环境共建共享、交通

互联互通和政策对接等当前中国跨区域协调的重

点领域，要创新跨区域协调的体制机制，包括协同

机构、财税体制、户籍制度、政绩考核联评制度、大

通关体制、生态补偿机制等，形成跨区域协调的长

效机制。

二是要注意避免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在跨

区域协调中，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责限，构建政

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长效协

调机制。政府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等方面要发挥

宏观性、指导性、监督性的作用，构建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制度环境，还要积极推动市场在跨区域协调

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方面，政

府重点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引导企业作为主体参

与。生态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生态补偿、水权交易、

流域排污权交易、碳税等等已经兴起，政府要大力

扶持并加强监管。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虽然项目建

设投资大耗时长，且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仍可采

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如采取 BOT、TOT、
BT、BOO、BOOT、PPP等模式。

（二）区域经济转型：推进结构性转变

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

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

顺利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业界专家学者见仁见

智。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推进区域经济转型

的结构性转变。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中国无论是全

国还是四大区域，TFP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均

下降较快，这也正好印证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

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现实。技术进步带来的

TFP增长率增长空间正在压缩，而技术效率带来的

TFP增长率开始成长，这是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一

个结构性转变，标志着引起TFP增长率的因素由技

术进步独领风骚转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

动。因此，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转变将在未

来的区域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后在区域

经济转型中，从全国层面来说，要在加大创新智造，

加快技术进步的同时，重点提高技术效率，真正实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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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从四大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要

通过创新企业管理模式、改进企业技术以及适度扩

大企业规模，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正效益等措施持

续而有重点地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促进技

术效率的提升，同时大力发挥技术进步的积极作

用，共同推动TFP变化率的增长。东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要抓紧时机，积极创新企业管理模式，通过提

升企业技术水平来促进纯技术效率的提高，通过技

术革新与调整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率的提高，并持

续推动技术进步，促使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

步单轮驱动向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转变，

实现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三）区域经济开放：防范区域冲突和外部风险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一带一路”和各种次区域

合作的有序进行、自贸区的建设和经验推广、内陆

开放高地的建设，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

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会进一步增强。应当注意的

是，区域经济的开放有利于区际之间的要素流动，

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

一是国内各区域竞相争夺全球人才、项目、资

金等各种资源，很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区域冲突。如

地方政府竞相主张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应的区域

战略，虽然构成了充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内

基础，却呈现了争抢项目的不良趋势，一旦形成无

序的内部竞争，将无法实现地方政府想借力中央政

府的国际战略发展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愿望。因此，

各省（区、市）要与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在服从全国大局的同时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主观

能动性，加强区域合作，积极抱团出海。

二是国际形势复杂，大国竞争态势较为突出，

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三股势力”的活跃，将增加中

国区域经济的外部风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虽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但也触动了美国、俄

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地缘战略的敏感神经。同

时，战略互信不足、颜色革命、恐怖主义、水资源争

端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也成为“一带一路”战

略的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在开放进程中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充分了解东道国国情，充

分考虑大国因素，兼容并蓄，善用恰当话语体系减

少疑虑，积极通过人文交流建立战略互信，对接现

有区域合作机制，扩大利益汇合点。

（四）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关注边缘地区发展

从前文可知，高铁网重塑了中国区域经济空间

格局，高铁的“廊道效应”和“虹吸效应”可能引起区

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

不利影响。而区域战略和区域规划等在较大尺度

上有利于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但是很可能使得

两极化效应更加明显，边缘地区更加“边缘化”。因

此，区域空间格局的优化要在优化大尺度空间的同

时特别关注边缘地区的发展。

一是要通过高铁网络向中西部适度倾斜，促进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发展。除在中西部

省会和大城市之间开通高铁外，还可以在中西部旅

游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打造一些高铁旅游专列，在高

铁站点附近形成聚集，以高铁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和人口的集聚，加快发展特色城镇。要加强中西部

地区高铁站点的配套建设，构建起以高铁站点为圆

心，辐射周边的交通、产业、城镇、公共服务体系，加

速资源的空间聚集，提高高铁站点周边的自我积累

能力，减轻高铁对当地的“虹吸效应”。

二是要选择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精准发力。

中央政府既要关心沿海控制资源能力强的地区和

双向溢出经济板块，进一步激发其空间溢出效应，

也要“温暖”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中介”作

用的地区和“经纪人”板块，进一步增强其传导功

能；同时还要“关爱”提供“管道”作用的地区以及受

益地区的经济环境，营造空间溢出的良好接收平

台，对于边缘地区，更要格外“关爱”，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等方式进行精准扶持，促

进边缘地区的自我发展，以弥补全国区域经济空间

格局的短板。

三、结论与展望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

济发展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中

国和平崛起，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使得区域

经济展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它们形成

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与原有的四大板块共

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交通

运输系统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2020年即将编

织完成的全国高铁网，将大大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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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在

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

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

势。主要表现在：跨区域协调取得实质性进展、区

域经济转型在压力中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性明

显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可以预

见，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度将增强，区域经

济总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外向性将进一步

增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趋于优化。要形成这种良

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在政策方向和思路方面有

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跨区域协调方面，要构

建长效协调机制，避免“雷声大，雨点小”以及政府

越位和市场缺位；区域经济转型方面，要着力推进

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步单轮驱动向技术进

步与技术效率双轮驱动的结构性转变；区域经济开

放方面，要注意趋利避害，防范内部区域冲突和外

部风险；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方面，要关注边缘地区

的发展，通过高铁网络向中西部适度倾斜，并利用

区域政策精准发力。

注释

①模型详细论证过程参见：安晓明：《中国区域

经济转型研究——基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研

究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参考文献

［1］安树伟，郁鹏.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战略

新棋局［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2］安晓明.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历程回顾与“十三

五”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15，（2）.
［3］安晓明.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研究——基于区域经

济发展阶段的研究视角［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2014.
［4］高国力.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走向［EB/OL］.

（2014-11-26）［2015-03-26］.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4-11/26/c_127253164.htm.

［5］孙久文.习近平区域发展观新内涵［J］.人民论

坛，2014，（15）.
［6］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主要特征

［J］.区域经济评论，2014，（4）.
［7］孙久文，年猛.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

空间差异分析——基于非参数 Malmquist 指数

方法的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1，（11）.
［8］郑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J］.湘潮

（下半月），2013，（9）.
［9］周民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走势与展望［J］.创

新，2011，（2）.
［10］张可云.论中国区域经济的新常态［J］.区域经

济评论，2015，（2）.

New Features and the Future Policy Direc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Xiaomi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presented new features. For example，inter-regional coordination is achieving substantial progress，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is being promoted under pressure，regional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open and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appears major adjustment.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the regional economy will be more
coordinated， th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extrovers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will be enhanced further， and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will be optimized in the future. To form such a goo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the future policy direc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aspects，such as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inter-regional coordination，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preventing the internal
conflict and external risk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opening process an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in marginal areas.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Coordin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Regional Economic Openess；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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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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