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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规划编制缺陷制约和谐发展

[ 作者 ] 王君 

[ 单位 ] 中华工商时报 

[ 摘要 ] 区域规划编制工作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公共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前，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区域规划编制理论和方法已无法适应新环境和新理念的

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家把区域规划的编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并先期启动了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

作。因此，研究新时期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实

际区域规划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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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规划编制工作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公共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区域规划编制理论和方法已无法适应新环境和新理念的要

求。“十一五”期间，国家把区域规划的编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并先期启动了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

作。因此，研究新时期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实

际区域规划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纵观我国区域规划编制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发现，现行的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存在着许多缺陷，主要表现如

下： 1、区域规划编制理念存在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建国以来我国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的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

区域规划在本质上围绕着国家指令性计划和重大项目的区域布局来实施的，体现了对经济资源的计划配置；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

中，区域规划编制所隐含的支配经济资源的控制力正逐渐削弱。目前，区域规划编制工作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区域规划自上而下的强制

性思维，难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和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 2、区域规划编制方法单一我国传统的区域规划编制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和方法

创新。当其他领域的专项规划都已经大量运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和定量分析模型时，区域规划编制仍然主要依靠静态的定性分析方法，这直

接导致了规划内容缺少前瞻性和科学性。 3、区域规划编制内容雷同，脱离地区发展实际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区域规划主要是围绕国

家指令性计划对重大项目和地区的布局进行安排和调整，各地区的区域规划之间体现了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由于

受地方政府短期利益驱动，区域规划同质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区域规划不仅没有反映出地区发展的特色和优势，甚至助长了个别地区的

非理性行为，造成了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趋同。 4、区域规划编制的管理呈现无序状态我国目前的城镇体系规划、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

分别隶属于三个不同的主管部门，规划之间衔接较差，存在着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情况，没有统一、整体和系统的区域规划体系，严重

削弱了规划体系的整体功能。区域规划编制理论、现状及区际关系新动态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区

域规划将成为今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尽管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市场的作用还很不完善。

政府为解决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缺陷和问题，采取了多种的手段和措施。但近年来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显示，政府调控力度虽然有所

强化，但调控的手段和方法仍然不够多样，调控效果在一些领域差强人意。同时，宏观管理体制构建的过程中，长官意志、现场决策等非

规范性的政策供给已暴露出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编制区域规划，增加规范性的政策供给来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与作用就显

得尤为重要。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区域规划在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重

视。区域规划编制已成为履行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实现政府发展思路，改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二）区域规划的编制

和实施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主体的动机，采取阶段性的规划方法，对规划方案进行动态调整。编制规划时要考虑多种方案。首先，要在相

关利益主体存在各自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考虑目标能否实现，目标的确定不能一厢情愿；其次，在目标和各方偏好既定的情况下，要预测

各方的选择和结果，选择最优的实施方式。从规划编制方法上考虑，要采取阶段性的规划方法，对规划方案进行动态调整。目前，许多区

域规划的编制都是静态的，规划制定完成后，交由有关部门落实，这就相当于一次性博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与中央政



府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而且还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取向上的差异决定了相关利益主体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即考虑到

自己的投机行为不会受到惩罚而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整体利益最小化的行为。结果既损害了整体利益，也使得地方利益达不到最优。所

以，今后的规划应该采取多阶段规划方式。即，根据前一阶段规划的落实情况决定后一阶段的规划，也就是改一次博弈为重复博弈，各利

益主体顾及到其机会主义行为有可能遭到惩罚，会采取合作的态度，这样可以杜绝投机行为，保证规划结果的最优。（三）减少区际交易

成本，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在某种意义上说，区域规划的制定或编制是为达成一种区域有序竞争，和谐发展的契约，是一种减少交易成

本，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规划的引导和治理，逐步建立不同区域之间公共资源合理共享的机制；推动形成公

共财政在地区间合理转移支付的有效机制；通过区域规划突破行政隶属关系限制，由“各自为政”到“整体统一”，实现各个区域之间经

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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