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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单轮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式，但是在我国

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区域经济战略也发生了转变，开始由“单轮驱动”转化为“多轮驱

动”。发展所倚靠的重心也不仅仅只是东部地区，还有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些区域经

济战略方式的转变才使得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向着更加平稳的方向进行。本文将对导致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以及发生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进行分析，探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

经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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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全国按照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划

分为东、中、西三大部分，而其中东部地区又凭借人口密

度大以及内外交通便利的优势成为了三大经济地带之

首，是以，在以前一直实行的就是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单

轮驱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迁移

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上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的比

拼越发激烈，仅仅依靠“单轮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足

以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

力，所以现在就出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单轮

驱动”向着“多轮驱动”的转变，同时也使得我国的宏观

经济发生了波动。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变的影响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单轮驱

动”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发展

的需要，所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式发生转变就成为了

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进入

深水期时，为了提高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实现

区域之间的经济统筹发展就成为了我国领导者最为关注

的重点。而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式发生转变的

因素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就东部而言，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变的主

要因素就是资源的短缺。东部地区作为三大经济带之首，

它的经济实力无疑是最雄厚的，城市化建设水平和科学

水平也远远超过其他两个地区，交通也十分便捷，但是随

着持续的开发利用，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以及淡水资

源已经不足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以我国一直

以来坚持的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单轮驱动”经济发展方式

就只能被搁置一旁。
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西区的纽带，虽然铁路运输的

能力不足，生态问题也较大，但是好在它有丰富的能源和

原材料资源，能够作为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基地，解决东部

地区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也就成为了致使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一大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西部地区虽然发展较为落后，地形复杂导

致交通不便，但是也是由于西部地区可观的能源资源和

旅游资源的发展前景最终也成为了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发生转变的一大影响因素。
所以说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有利于资源

和原材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筹调配，是适应了社会市场

发展需要的。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变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单轮驱动”向着“多轮驱动”的

转变是适应了时代的变化的。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实现了

向着“多轮驱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就意味着能

够联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再结合自身地区的高科

技水平的优势，减轻东部地区的发展压力，解决发展所必

需能源的短缺问题，实现国家地区经济的统筹发展，有利

于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发展重心从原来

仅仅依靠东部地区向着依靠全国所有地区的转变更有利

于开发出更多潜在的资源，例如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沿
边经济等。它能实现我国各个区域之间资源的统筹调配，

使每个区域的经济都得到合理发展，最终促进我国整体

经济水平的提升，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产生积极作用。

三、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宏观经济波动是无规律、不可预测的，而造成宏观经

济波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一般分为内部冲击和外部冲

击两种，其中又以外部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为主。本文就

将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说明外部冲击是如何影响我国宏

观经济波动的。
对以往文献的研究，由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着一

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所以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学术界

的高度关注。在国外也早有相关的文献对影响国家宏观

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进行了探究，在卡尔沃进行的国家

市场经济与外部冲击的关系研究中，表明了在一定程度

上 1988 年美国发生的国家汇率波动情况就是由于外部

冲击造成的。在我国以往的文献中更进一步说明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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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第二产业重化工业的

发展。这也说明了外部冲击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

济波动。
经济产物的潜在产出量与实际产出量。由于产物的实

际产出量与潜在产出量不符而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一般

分为正向波动和负向波动两种。正向波动是指实际的经济

产物的产出量大于预估的潜在产出量时所引起的国家宏

观经济波动。同理，当实际产出量小于预估的潜在产出量

时所引发的宏观经济波动就是负向波动。
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对于一般的实证分析，运用模型

构建法能够将一般的数据用更加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直

接反映出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之后相关

的专业工作人员再根据对构建的模型的分析进行外部冲

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评估，由此更加直观地证明外部

冲击的确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影响。由于外部的冲

击，我国的经济增速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国际需求

对中国市场经济增长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使得中国在

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更高，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更大，

最终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作为世界上的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还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波动。
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正向冲击就能迅速导致国际油价的

上升，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之大。
四、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趋向于平稳发展的原因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之下，

我国各个区域的经济都得到了发展，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

也越来越高，是以中国在国际上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在

我国的许多文献中都有有关言论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

之所以偏向于平稳发展就是因为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发展

战略模式，是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多轮驱动”取代

了旧时的“单轮驱动”模式。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就是为了能够充分调

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提高个人和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行，各个区域的经济水平

都有所提升。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

温饱的问题上，他们开始更在意自己在精神层面上的消

费，人均的消费水平也就开始不断增长。在探究导致我国

宏观经济波动趋于平稳发展的原因时，采用模型构建法无

疑是一种最直接最便捷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构建

模型也更便于生产部门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而实行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统筹发展就能由中西部地区作为原

材料的供给基地，解决东部地区资源短缺的问题。正所谓：

“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所以，为了提高我国的生产能力和整体经济水平，实现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就是势在必行的。
就目前而言，我国“多轮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才

开始走上正轨，三大经济带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这是我

国经济发展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化必然会经历的

一个过程。为了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避免出现由于

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不起来的

情况，于是就将以东部地区为发展重心的“单轮驱动”发展

模式转变成东中西三个区域共同成为发展重心的“多轮驱

动”模式。想借此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原材料的

统筹调配，提升国家整体经济水平。
但是，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对

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在实行了“多轮驱动”的新经济发展

战略模式之后，发展经济的时候，各个区域之间也可以相

互协作，将本区域的生态、环境、能源等问题提出来进行探

讨，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找寻出更多潜在的经济发展前景。

五、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宏观经济波

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各个区域之间是

存在一些差异的，但是这是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转变的一个必经之路。在初期实行以东部地区为发展重心

的经济策略，是因为东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基地，地

理条件占优势，交通又便利。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

部地区的生产原材料已经无法满足生产所需，仅一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起来还不足以提高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所以

就有了经济发展战略重心由东区向东中西部地区的转变。
在发展期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我国的

经济发展模式也从“一元”向着“多元”转变。东部地区对我

国整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也逐渐降低，但是我国在国

际上的地位却是逐渐增高的，只有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

增长，保证发展步伐的协调一致就能使我国的宏观经济波

动趋向于正向波动，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

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六、结束语
区域之间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起到相互帮助的作用，让

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合作发展，在合作中竞争也在竞争中

发现自己的不足，再共同进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

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改变，

会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而进一步优化，保证我国的市

场经济即使是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也可以平稳发展，还

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

竞争实力。而其中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就是我国宏观经济

波动能趋向于稳定发展的更深层次原因，所以为了能够推

动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抓住这一联系就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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