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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积极区域政策 培育经济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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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已初见成效 

  自5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

见》后，《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及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于近日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复。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呈现出全面开花态

势。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促进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为把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落到实处，近年来，国家在区域政策方面着力采取了两方

面的措施。一方面，努力增强区域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各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加强对地方发展的具体

指导。通过组织制定省级或跨行政区的经济区规划或政策文件，细化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求，指

导各地方明确发展定位。 

  另一方面，努力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注重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分类管理，对于发展条件比较好

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城市群、都市圈，鼓励其继续加快开发开放步伐；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地

区和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坚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

进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在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2008年，东部地区以占全国9.6%的土地和37%的人口，实现了约占全国

的54.3%的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地位。中部和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

动性明显提高，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经济发展明显提速。2008年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19.3%和

17.8%，比2005年提高0.5和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跃居四大板块首位，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

距趋于缩小。 

  二是区域优势进一步发挥。各个区域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发展方向，发展重心更加凸显，经济协

调发展和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逐步形成。 

  三是重点地区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继续加快发展，更好的发挥了辐射和带动周边的功能，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又涌现出了一批经济

增长活力强、潜力大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逐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的增长极。 



 

  二、区域经济轮动在政策引领下将成现实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辐射作用日益增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

市、成都市、深圳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加快建

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提速等，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将更趋协调、互补和可持

续，区域经济在政策引领下，将出现轮动高潮，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 

  1、区域发展理念变化为区域经济轮动创造条件 

  进入2009年，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入。京津冀共同签署交通一体化合作备忘录，推进一批具体项目

有效对接；上海与武汉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沪汉全面战略合作的协议》，深入开展七个方面的合

作；浙沪经济合作洽谈会举行，会上签约了76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193.7亿元，协议引资额191.3亿

元；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取得进展，长三角地区已成为跨省、市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已进入到以环环相扣的细节推动区域合作竞争力形成的阶段，形成了多方面、多

层次、多形式的区域合作新局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基本建立。区域合作的稳步推进，将为区域

经济的轮动创造体制、机制环境。 

  2、经济圈逐步形成使得区域轮动成为可能 

  随着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网建设，扩大内需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加深，核心经济圈带进入多元化

调整重组过程。一方面，沿海核心经济圈提升和拓展。即：以首都圈为核心，以山东半岛、辽中南地

区为两翼，提升和拓展环渤海经济圈；以两岸交流合作的深化、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改革发

展意见的实施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契机，加速形成东海经济圈；以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引擎，加速形成南海经济圈；另一

方面，依托产业、人力资源、市场转移升级，内地将形成新的三个极化核心经济带，即：以武汉城市

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区、昌九地区为依托的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国

家能源基地为依托的黄河中游经济带。 

  未来，经济圈的合理布局与综合开发，将成为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

现代信息技术、快速交通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的交互作用，既为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

集聚经济超越单体城市和单一都市圈，在大城市群的空间尺度上实现更多、更高层级的发展红利提供

了可能。 

  3、经济发展现实也促发区域经济轮动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点”向“面”的发展和提升，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板块，到西部大

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东、中、西、东北等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呈现全面隆

起之势。 

  沿海地区具有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水平高的特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但是遭遇到

市场需求缩减、要素价格上升等方面的压力。迫切需要加快结构转型和升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

高新技术产业。 

  东北地区具有城镇化水平高、城镇熟练劳动力比重高、商品粮基地面积大的优势，但是也存在老

 



工业基地的体制转换与资源型转型等现实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技术改造、市场化重组等

形式，尽可能盘活存量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向国内外扩大开放，引入新的投资主体，扶持新兴产

业，加强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在体制机制创新中形成一批带动性强、影响力大的主导产业群。 

  中部地区整体距离沿海发达地区较近，又有一定的矿产与土地资源优势，但是中部地区具有城镇

化水平较低和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并或多或少具有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及贫困区域脱贫

等问题。中部崛起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中部产业的专业化与价值增值水平；另一方面，要利用沿

海地区与国外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中部与沿海的一体化发展。 

  西部地区虽然地域面积大、资源相对丰富，但面临的不仅有整体不发达的问题，还有防范生态环

境恶化的现实问题。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供求矛盾得到缓和的基础上，构筑起西部稳定的生态屏障，

发展以资源开发与加工、特色农副产品产业化等特色产业是其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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