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是近年来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划分的四大区域，其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我国经

济整体的发展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加深，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持续变化及我国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形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要求应

有新的区域经济划分方式与之相适应。本文认为，“两带

一路”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新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满足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自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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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经济是整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直接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区域经济的划
分一般以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侧重点
和经济发展的环境为依据，顶层设计对区域经济的划分也
有显著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
了不同的划分阶段，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之后，“东部率先发展、
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成为促使我国
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这些针对性强、目标明确的区域经
济发展措施，丰富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手段，提升了我国经
济发展的成效。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
深加快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急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出现及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对经济发展模式的
再思考，促使探索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的区域经济
发展模式显得重要。本文尝试运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
结构、空间结构、开放水平等指标，对现有区域经济发展的
状况进行对比，试图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划分方法
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概括

分析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地区
老工业基地振兴表明了我国区域经济划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4个区域。东部指的是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
省和海南省 10省市的行政区域；中部指的是包括河南省、
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和山西省 6 省的行政区
域；西部指的是包括西部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即重
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
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青海和
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东北地区指的是包括辽宁省、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3省的行政区域。

近年来，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各区域的经济社
会发展为我国经济整体上台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区域
经济结构调整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东部的工业发展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亦即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

构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进一步发

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区域的划分为我国
整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各区域内部为各区域经济发
展所进行的沟通与互动也时常进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
评价仍以区域内部对各省经济发展成效的评价为主，区域
内部各省为发展经济进行的竞争不可避免。各省（市、区）
为了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行政资源和自身的自然资源禀
赋，促进本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各省（市、区）都制定了与
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战略规划。如开发开放
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分布在全国各省

（市、区）的 21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这些战略规
划对促进各省（市、区）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成效明显，而且每个战略规划都不同程度承担了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先行先试的功能，这也是导致在大的经济区域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内部过度竞争的主要诱因。
内部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如何在全国整体经
济发展层面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资源浪费是整体经
济平稳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动研究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区域的划分对推
动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实现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生产要素的功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减少
行政区隔对资源使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原 4 经济区域
划分的基础上，“两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
带、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步成为实现经济转
型发展的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共识。

1.“两带一路”
（1）丝绸之路经济带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公布的相关消息，丝绸之路经

济带涵盖的行政区域包括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5 省区，西南的重庆、四川、云南、广西 4 省市，共 9 省
市。可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夯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升级版。从区域空间结构分析，优良的区域空间结构
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的最大的优势，经济带涵盖近
全国 70%的国土面积而人口却只有全国的将近 30%，发展
空间广阔。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和现代科技优势、悠久的
古丝绸之路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渊源和背靠中亚、西亚诸
国在产业结构上能与沿途国内省份可以互补的巨大市场，
有欧亚大陆桥联通欧洲腹地的的便利条件，便于经济带内
企业从市场角度沿桥布局生产要素和生产要素功能的正
常发挥，降低经济带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竞
争力。在发展战略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了国家统筹城
乡发展综合配套实验区 2个、国家级新区 4个、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 42个（见表 1），分别为全国的 20%、36%、20%，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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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提供了条件。
（2）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从行政区域上涵盖了江苏、浙江、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贵州、云南、四川省和上海、重庆两直辖市，
共 11省市。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年的统计显示，长江经济
带 11 省市 GDP 总量为 25.95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31
省份总量之和）的 41.2%。从区域经济结构上看，长江经济
带既包含了产业结构先进的江苏、浙江省和上海市，也有
产业结构亟需改善调整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云南等
省，产业结构在经济带内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明显，利
于经济带内的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从区域空间结
构、区域开放水平、区域创新能力来看都具有类似的特征。
从发展战略上，长江经济带所涵盖的由国务院批复的区域
发展战略有长三角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皖江城市带、江苏沿海地区等，还有浦东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成都和重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
汉和长株潭的“两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利于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
资源和经济带内各行政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从区域竞争
力来看，长江经济带除原有的铁路、公路外，内河航道为
88964公里，占全国总内河航道里程的 71.2%，为经济带内
客货流动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可促使经济带内企业从市场
的角度沿江布局生产要素，便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强企业
的沿江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区域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3）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涵盖的行政区域包括江苏、浙江、广东、

福建、海南 5省，是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经济对外开放
历史最长、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对外经济交往经验最
为丰富的 5 省。截至 2012 年年底，5 省的外商投资企业个
数为 36257 个，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 63.7%；5 省的
私营工业企业 74377个，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数的 39.3%；是
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
的海洋经济基础、悠久的海上丝路贸易史，有利于 5 省及
其周边区域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对外贸易经济、优化产
业结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区域经
济的综合竞争力。

2.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经济区域涵盖的行政区域显然指的是北京、天

津两直辖市和河北省。得天独厚的行政资源、雄霸全国的
科技资源、冠盖云集的总部经济资源和历史悠久的文化旅
游资源，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雄厚基础。截至 2012年，京
津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57348.29亿元，占全国的 11 %；普
通本专科学校 257所，占全国的 10.5%，在校生 2233153人，
占全国的在校生总数的 9%；国内 3 种专利申请受理数
156555 件，占全国的 8%，技术市场成交额 550.68 亿元，占
全国的 35.5%；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2073 个，占全国
的 11.6%，中国前 500家大企业集团 136个，占全国的 27%；
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3505个，占全国6%，科
技创新能力、经济竞争能力优势明显。在发展战略上，京

津冀地区拥有国家级新区 1 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个；京津冀的产业机构显示，北京的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
3、2、1分布，天津和河北的产业结构是 2、3、1分布，但河北
的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高，三地产业结构的互补特征利于
京津冀实现协同发展①。

（四）结论

1.“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区域的划分，是
我国经济建设在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
的产物，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有贡献。

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调结构转方式的深
化、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这样
的区域经济发展划分方式的局限性也得以显现。东部经
济发达地区大城市病、环境污染加剧的表象，其实质是区
域内部经济过度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
阻、经济的发展空间受限、经济结构没有实现充分调整的
结果。因此，采用新的区域经济划分方式、实现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功能，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升
级版尤为重要。

2.建立在“4经济区域”划分基础之上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体现
区域经济内在的资源共性为纽带，打破区域划分的行政概
念，推动生产要素在经济区域内的加速流动，有助于实现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依托古丝路的贸易文化底蕴，充分发
挥欧亚大陆桥贯通东西、链接国内外的优势，以市场为导
向实现资源的国内外充分流动，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内产
业转移和结构调整升级。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充分发挥临
海优势，在原有对外贸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
展海洋产业、做强海洋经济，实现相关省份经济发展、产业
结构升级。长江经济带能够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实现
东西贯通，利于生产要素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
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便于经济带内各地凭借长江水道
的便利条件整合布局产业，有助于经济带内各地的产业转
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带内产业升级换代和发展方
式转变。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够真正发挥北京、天津经济
发展的溢出效应，凭借河北的资源优势、空间优势和吸纳
能力，在填补河北经济发展洼地的同时，实现北京和天津
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

3.需要重视的是，要实现“两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等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各经济区域内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非常关键。
政府不仅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让度权利，在跨
区域的经济发展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避免经济发展过
程中政府的过多干预而导致的产业定位不清晰、产业分工
不明确、产业同质化、产业同构、无序竞争等现象；而且在
破解区域内行政壁垒、规划区域产业链分工、改善区域经
济发展所需基础设施、完善促使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措
施、避免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等方面都应
更好发挥作用；如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才可能实现，整体经济的发展才会更协调。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编：《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3版的第163、174页计算得出。

表 1 我国经济开发区在各省的分布（个数）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江苏 25
湖北 7
天津 6

内蒙古 3

浙江 20
湖南 8
河北6
贵州 2

山东 15
辽宁 7
甘肃 5
青海 2

安徽 11
黑龙江8
云南 5
宁夏 2

福建 10
四川8
山西 4
北京 1

江西 10
广东 6
上海 6
海南 1

河南 9
陕西 5
广西 4
西藏 1

新疆 8
吉林 5
重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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