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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矛盾与问题 

  1、区域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前，在我国区域规划中，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规划内容交叉、

冲突较多，各类规划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织，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规划内容缺乏针对性，之间缺少

必要的衔接和协调。二是规划内容偏重物质建设规划，对如何确保人们在获得教育、医疗、就业等公

共服务机会均等方面重视不够。即使涉及，也是空泛的方向性的东西较多，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措施

较少。三是规划内容受“政绩考核”影响较大。 

  2、财政转移支付还需进一步规范 

  目前专项转移支付名目繁多，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

政策，调整经济布局，还需要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如资源和生态补偿机制就尚未形成。 

  3、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较大 

  由于公共服务需要加大政府投入，一些地方政府缺少应有的财力，从而缺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能力。这种由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

情况，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地方平均负债水平比较高，有的地方政府连正

常开支都难以为继，不可能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投入。 

  4、地区保护主义抬头，影响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各行政区域实际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单元，政府事实上承担着本地

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正因为如此，各地方政府以“我”为主，着力强化经济发展目标，着力提高自我

发展能力，着力实现比较优势最大化。在竞相加快发展的同时，必然要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各自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有可能诱发地区保护主义行为。最近，为保本地经济增长，有的地方出台“购

本地货”的优惠措施，还有的提出优先保证本地居民就业等，就是比较典型的地区保护主义。 

  四、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趋势 



 

  2009年以来，在中央政策的积极鼓舞下，多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对当地去库存、经济拉

动明显。日前，不少地区密集出台政策，积极落实中央政策。在中国区域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预计

未来几年，中国区域发展将呈现出以优化开发区为龙头、以重点开发区为主导，以限制与禁止开发区

为依托，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减轻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实现区域间统筹协调全面发展的

趋势。 

  华东与华北部分地区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的优化开发区域，将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区域，

全国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以及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地区。政策上将把提高这一区域增

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保持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率先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长三角发展路径选择是主攻附加值和产业能级高、发展空间大的高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也迸发出勃勃生机。比如，江苏省增强有效投入，加快了调结构、促转型的步伐。今年上半年，江苏

三次产业全面增长，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以上，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1个百分点。全省新医药、

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四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实现63%的增幅，光伏产业、风电

装备产业的规模、产值、销售额均居全国前列。来自江苏省科技部门的信息表明，今年以来，江苏高

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额、新开工项目、高新技术新产品增幅以及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前列。 

  在政策的指引下，预计未来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倾斜，金融、文化、软

件、信息、旅游等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将成为今后这一区域的主导产业；同时船舶制造、精密仪器制

造等高端制造业也将有一定发展；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稳定。目前，这种结构趋势已初露端倪。 

  中南、东北地区，国家在政策取向上将在实施促进中部崛起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同时，

进一步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拓展发展空间，控制开发强度，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

口转移。预计未来中南、东北地区在新区域战略的影响下，重化工业化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以及电

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比重与规模将逐渐扩大；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将呈现出双加速态势；

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仍将持续提高，在产业升级与城市化加速的带动下，其发展速度将高于全国平均增

速。 

  西北、西南地区，国家在政策取向上将在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限制大规模、高强

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活动，保护其现有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通过相应的财政补偿，使其公共

服务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通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人口自愿并有能力转移到其他区域，减轻人口

压力和就业压力。西部地区由于担负着维护生态与保护环境的使命，所以能源消耗相对较大、污染较

为明显的工业制造业将不会进一步向西部转移，可能保持现有产业格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未来

将成为西部地区主导产业。在工业进一步大规模扩张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增长速度难以有大幅提高。 

  当然，随着一系列政策安排、项目布局落实到位，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水平将

再上新台阶，将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育新的增长极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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