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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的最伟大论断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 ”本文通过分析人才流动和资金流动情况，说明要素流通在区域层面发挥的经济学内在动力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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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做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现
阶段经济发展的根本局面。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
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使得东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虽
然促进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但是也形成了中国
东西不平衡的局面。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失衡的
经济局面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种种不利影响，
延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区域经济中人才、资金等要素流通研究的起源和必
要性

区域协调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难题（胡鞍钢，2004）。区
域经济协调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这是新时
代的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对区域经济协调的研究，尤其是
人才、资金等要素流通的研究，成为新时代区域经济研究的
主要方向。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部地区人才、资本的优势
是东部崛起的主要原因，其根本是要素自由流通的效率。研
究人才、资本、资源等要素的流通，会促进中西部进入发展
高速期，缩小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在方法和途径上将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区域经济要素流通在新时代的体现
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形成了若干

经济区域，在东部发达经济区域内要素流通效率极高，中西
部则较为低下，这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性体现。加快
区域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区域内要素流通效率。通过中西
部要素流通能够促进区域融合。其次，城乡差距是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最广泛的体现，培育“城市增长点”可以加速城乡
融合。通过首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来加快后发区域的城市
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改变中国城乡差距
这种最为广泛的区域内差距体现。

三、区域间要素的内涵和特点
在中国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区域内以及区域

之间存的市场分割在不断演进，随着区域内市场化程度空
间差异显著，市场调节会弱化区域经济联系、进一步降低区
域之间分工、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种局面实际上也同
时降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首先、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推动区域间各项要
素，包括商品、资金、人才等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更大的空
间范围进一步优化配置，提高边际效益，进一步扩大市场规
模，也就降低了区域之间分工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区域
的合理分工。其次、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促进人才流动。人
口、劳动力、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先发区域企业会进一步
拓展市场空间，增加对政府行为的诱导，最后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的缩小。再次、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促进区域内区
域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税收和政策上形成合力。

加快要素自由流通，会改变区域要素的供求关系，进而
促使要素价格发生改变。在劣势区域内的稀缺资源，比如资
本、比如高端人才，随着劣势区域的经济增长，要素的供给
会增加，进而促进本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加快要素自由流通，会形成更大的市场，促成规模化集
约化的生产。在优势区域内的规模化生产效应会进一步加
强，边际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进一步促进优势区域内的经济
发展。使得整体经济的发展向好。

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两区域都能从中获益，否则，
两区域的利益都会受损。

四、区域要素流通在新时代的实践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而做出

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落后地区居民对高水平的生活生产
环境的诉求，它不但是经济发达地区为了巩固经济成果，形
成持续增长局面，实现新的跨越而产生的强烈意愿，也是落
后地区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区域要素流通能够在政策、企
业微观层面为区域经济的融合提供内生的动力。市场调节
要素价格，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的要素加快流通，进一步正向
推进区域融合。

五、结束语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

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急需
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本文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中要素流通
的内涵进行分析，认为推动资本、人才、商品、资源等要素流
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成区域融合，加速经济均
衡化发展，同时对本区域内部的生产效率也更加一步的提
高，进而从整体上促成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从新时代社
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区域发展，推动东中西优势互
补、强化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相信在新时代中国
经济区域协调和区域融合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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