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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既受益于区位优势的天然基础，也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时代产物。各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活力，市场与政府是一体化的推动者，而优化资源配置则是其主要内容。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尽管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合作共赢的格局，但其发展仍受瓶颈因素制约。同时，政府与市场

在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各异。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应立足于区域整体联动

与利益分配、政策一体化等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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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Houji Wang Weiquan Hu Wei 

Abstract: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been so 
fast. One is the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other is th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is region derived its vitality from distinctive modes of lo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mpetus from bo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its primary process 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pite of the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Delta,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still impeded by some bottlenec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depends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regional interactio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policy integration.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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