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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在整体效率和空间平等间进行权衡，经由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
展—相对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战略重点和区域政策，因而积累了大量
的区域问题。新经济地理学从聚集与分散的角度重塑未来区域发展总体格局，本文结合区域发展
现实和区域发展阶段，提出“整体分散，优势集中”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构建了“四大板块并重，五
条轴线共举，七个经济圈，若干城市群”四个层次的国土开发空间模式，以提高分散力为核心，促进
空间平等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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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自以杜能（Ｊ．Ｈ．ｖｏｎ　Ｔｈüｎｅｎ）、韦伯（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廖什（Ａｕｇｕｓｔ　Ｌｏｓｃｈ）等为代表的区位经济
学家研究公司、企业等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以来，
空间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涌现出不少理论
研究成果。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６）根据区域内各组成部
分的相互关系，将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独立地方
中心阶段、单一强中心阶段、惟一强中心和边缘次级
中心阶段、区域空间一体化阶段，从而提示了区域经
济空间结构深化的一般规律。自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
以来，包括Ｆｕｊｉｔａ、Ｂａｌｄｗｉｎ、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Ｔｈｉｓｓｅ等为
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做出了将空间问题纳入主
流经济学的努力，从聚集力和分散力的角度对区域
经济发展格局进行了探讨，在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框架内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研究中，魏后
凯（２００８）分析了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
的增长形式和区域差异的变迁，从产业集聚和企业
迁移的角度，探讨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活动的地理集
中与扩散趋势，认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
入到从过去的不平稳发展进入到相对均衡发展的

“转折”时期。刘乃全，刘学华，赵丽岗（２００８）也从类
似的视角分析我国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演变路径和
作用机制，认为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目标
应该是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
结构的相对均衡，并通过空间集聚及加强区域经济
联运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肖金成、高
国力（２００８），刘洋（２０１１），袁朱（２０１１）也分别对未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结构进行了具体的设
计。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经济地理
学聚集和分散的角度对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进行分析和构建。

二、我国区域发展现状分析

１．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演变。针对区域
发展的实践，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６）将空间均衡和总体
效率的冲突解析为一条选择（ｔｒａｄｅ　ｏｆｆ）曲线，在这
一曲线上的任意光滑连接的一点都代表了区域经济
发展中空间平等与总体经济效率的组合。中国几十
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也一直在空间平等与经济效
率之间进行平衡。

张可云（２００５）认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区
域战略的变化明显地分为五个阶段，即内地建设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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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４年）、三线建设阶段（１９６５～１９７２
年）、战略调整阶段（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沿海发展战略
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阶段（１９９２
年至今）。各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战略重点和区域
经济政策，并由此导致空间平等和经济效率的交互
变化。

总的来说，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明显地经由了
建国初期由沿海向内地、以内地为重点的“均衡发展
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初期以“两个大局”思想为指导
的以沿海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布局，以及９０代
初期开始的相对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三个时期。相
应地，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
了由公平为主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
重公平的发展过程，逐渐注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２．我国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１）区域发展差
距长期存在。改革开放３０年，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
发展，尤其是２０１０年我国ＧＤＰ达到３９．８万亿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凸显了区域发展战
略的活力。但考虑到ＧＤＰ的质量，中国经济令人堪
忧，结构问题尤其是区域结构问题，越来越引起广泛
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区域差距扩大的事实，为近来
的区域发展实践提出了严重挑战。孙久文（２０１１）分
别从总量差距和水平差距的角度进行考察，提出东、
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近１０年一直呈现扩大的趋
势，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的绝对差
异已经开始由不断扩大开始向稳步趋小的阶段转化
（表１）。

表１　东中西部人均ＧＤＰ与全国人均ＧＤＰ比值

　　资料来源：孙久文，夏文清，《区域差距与亟待解决的问

题》，《改革》，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２）区域比较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经济活动

和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相对不均衡使得区域优势未
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大大降低了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的绩效水平。从国内外区域战略的发展实践来
看，经济总量总是与人口集中相协调，从而能较好地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们福利改善相互促进。由于我国
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结构体制等原因，我国区域发
展在空间格局上未能协调。其中，中西部地区具有
广大的发展空间和人口总量，但经济活动相对较少，
使得广大的国内市场和自然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
挥；相反，东部地区处于极度拥挤状态，各要素的边
际收益递减，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使得东部地区的
产业升级速度放缓。

（３）“集聚”效应较强而“分散”效应相对较弱，
核心—边缘结构（ＣＰ结构）中的核心带动作用稍显
不足。现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
土地面积占全国３．１％，人口占全国的２５％，ＧＤＰ
约占全国的４０％，外商直接投资则占全国的７０％
以上，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高达７７％，经济活动
高度集中。但是三大增长极形成大量经济和人口集
聚的同时，并未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据潘文
卿（２００８）的研究，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对中
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仅仅达到１０．９％，而且
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对东北、西部地区外溢效应非
常有限。刘乃全（２００６）从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关
联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大致
相同的结论，认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西部
地区的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甚微。因而结构
的发展模式无法仅仅依靠要素的聚集从而带动周边
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要促进区域经
济总体绩效的提高，需要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进行探
讨。

三、“整体分散，优势集中”区域发展
总体格局的理论支撑

　　１．局部溢出模型（Ｌｏｃ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Ｍｏｄｅｌ）。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从研究
区域经济聚集力与分散力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空
间结构模式。Ｍａｒｔｉｎ　＆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１９９９）以及

Ｂａｌｄｗｉｎ，Ｍａｒｔｉｎ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１）分析资本存量
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新资本形成成本的影响，从而构
建了将溢出效应与空间结合起来的内生ＬＳ增长模
型（局部溢出模型）。

根据ＬＳ分析模型，经济一体化为聚集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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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输成本的减少），创新的扩散为分散力（即知识
溢出效应），图１给出了ＬＳ模型的稳定性图示：当
交易成本很高，或知识溢出成本很小（图中的左上
部）时，对称结构是稳定均衡而ＣＰ结构均衡是不稳
定的；当贸易自由度很大，或知识溢出成本很高（图
中的右下部）时，对称均衡不稳定而ＣＰ均衡稳定。

　　图１　ＬＳ模型的稳定性图示：一体化的稳定性和不

稳定性

资料来源：Ｒ．Ｂａｌｄｗｉｎ（２００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

１８３．

２．空 间 发 展 的 钟 型 曲 线 （Ｂｅｌｌ－Ｓｈａｐｅｄ
Ｃｕｒｖｅ）。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构以来，不少学者
都对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许多研究文献将
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与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提出
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程度与商品和要素流动程度之间
存在着钟型关系，即空间发展的钟型曲线（Ｂｅｌｌ－
Ｓｈａｐｅｄ　Ｃｕｒｖｅ），如图２所示。

　　 图２　空间发展的钟型曲线（Ｂｅｌｌ－Ｓｈａｐｅｄ　Ｃｕｒｖｅ）

钟型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将
会出现较高程度的城市聚集和巨大的城乡工资差
异；随着经济的发展，空间分散和工资差异缩小的趋
势将会呈现。因而，ＣＰ结构（核心—边缘结构）的产

生紧接着将会伴随着一个区域收敛的阶段。这与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５）的分析逻辑一致，即随
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空间结构将呈现“分散－聚集－
再分散”的演变轨迹。

四、未来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框架

以上ＬＳ模型的分析框架为经济一体化增加了
知识溢出政策这一额外的路径，以知识溢出为代表
的分散力的作用，使得通过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
成，并促进区域间的创新扩散成为可能；空间发展的
钟型曲线为我们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经由“分散－
聚集－再分散”的一般规律。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格局的实践，再加上区域协调发展越来越成为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调整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促
进国土开发结构优化应该更加侧重于有利于分散布
局的因素的作用，从而形成“整体分散，优势集中”的
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图３）。具体地说未来我国国土
开发就是形成“四大板块并重—五条轴线共举—七
个经济圈—若干城市群”四个层次组成的国土开发
空间组织框架。

　　图３　" 整体分散，优势集中" 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１．四大板块并重。（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是
我国发展基础最好、市场化水平最高、对外开放程度
最深的地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部地区要继续发
挥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肩负着引领全国
体制机制改革、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任。在我
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下，鼓励东部率先发展，就是要
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着力提高东部地区自主创新
能力，并积极推动科研人员流动和技术转移；加快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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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切实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拓宽经济

发展空间；继续健全完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加强在

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

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２）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位于我国内陆腹地，

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区位优势。区域内人口

众多，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科教基础较好，初步形成

了便捷通达的水陆空交通网络，是全国重要的粮食

生产基地，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产业门类齐全。未来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特别重视中部地区的发

展，以加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

农业；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巩固和提

升中部地区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地位；促进高新技

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与传统产业整合，推动传统制造

业优化升级；加快构建综合交通体系，提高综合交通

运输能力，强化其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积极承接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升级。

（３）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自

然条件的限制，长时期落后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自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各领域

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时期，尤其是国际金融危

机致使大量开发国内市场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的发

展仍然是政策支持的重点。应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改善和农民增收；继续加快基础

设施重点工程建设，培育良好的经济发展的软硬件

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

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能源、矿

业、机械、旅游、特色农业、中药材加工等特色经济和

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并发展壮大西陇海兰新线经济

带 、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昆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

域，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

移，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４）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我国早期重要的重

工业基地，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发展困

难重重，但东北地区具有雄厚的工业发展基础和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促进东北振兴战略有利于实现

“整体分散、优势集中”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未来

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发挥产业和科技基础较强的优

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装备制造、原材料、汽

车、农产品深加工等优势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金融、

物流、旅游以及软件和服务外包等服务业；并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稳固的国家粮食战略基地；注

重保护好黑土地、湿地、森林和草原，打造国家生态

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实现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２．五条轴线共举。根据我国现有城市群的分

布状况，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重点考虑构

建五条主要发展轴线，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发展

网络，积极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由主要

城市群向沿线延伸，提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

（１）沿江经济带。沿江经济带横亘我国东、中、

西三大地带，将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武汉

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

紧密相连，作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经济技术联系

的纽带和桥梁，具有广阔的腹地和国内市场。应充

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力整合

经济带沿线的自然、产业等基础资源，充分发挥长三

角对整个内陆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沿线主要

区域开发进程，形成东西互动，南北扩展的发展格

局。

（２）陇海—兰新发展轴。陇海—兰新发展轴作

为欧亚大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紧密连接了黄河

三角洲地区与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向西一直延

伸到西部陇海兰新经济带 和天山北部经济带。开

发陇海—兰新发展轴有利于加强我国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与欧

亚大陆沿线经济技术往来。而且，陇海—兰新发展

轴还承担着我国领土绿色屏障的生态功能，更加注

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的协调。

（３）沿海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一直是我国经济

发展先行区域，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较高的

对外开放水平，无论是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还是

在人才技术和国际化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未来一

段时间，沿海经济带应继续保持优势，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广度和深度，并积极促进区域合作，推动网络化

开发。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升级、发

展绿色循环经济以及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方面为全

国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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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京广—哈大发展轴。京广—哈大发展轴横

贯我国整个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两大板块，同时与

环渤海湾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相连，是我国承东启西、

南北交汇的重要枢纽。京广发展轴既包括了我国重

要的原材料工业、重化工业及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

基地，也囊括了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直接关系到

我国的粮食安全，农副产品加工业较为发达。未来

一段时期内，京广—哈大发展轴应该依托京广铁路

和哈大铁路及京港高速公路和哈大高速公路等，以

主要城市和城市群为龙头，依托沿线已有产业基础

优势，充分整合资源环境优势和综合交通运输优势，

最大限度地发挥京广—哈大发展轴对沿线地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各经济区和城市群加快开发

进程，形成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的开发框架。

（５）宝昆通道发展轴。目前，这一地带已成为西

部地区纵贯南北的增长带，连接包兰铁路、陇海铁路

西段、宝成铁路、成昆铁路等，是全国矿产和水力资

源最富集的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

该区域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为依托，因而“十二五”

期间要着重培育与建设宝昆通道发展轴，将关中—

天水地区、成渝地区连为一体，促进该地区国土网络

化开发，提高国土开发的辐射带动效应。

３．七大经济圈。以主要城市群为支点，根据其

中核心城市群对周边辐射范围的大小及其各主要城

市群之间经济联系程度，积极构造７个超越行政区

域的经济圈组织。并通过核心城市群的示范和引

领，带动其他邻近地区加快发展，提高我国区域发展

空间结构的相对均衡和区域内部的有机联系。

（１）环渤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发展

较早的地区，以京津冀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

半岛城市群为核心，包括三大城市群的腹地。具体

而言是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

海滨海地带，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

蒙古东部。环渤海地区业已形成完善的交通运输体

系，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教育优势，三个核心

城市群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并且在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存在着密切关联，具备形成更紧

密经济有机体的基础和条件。

（２）泛长三角经济圈。主要包括覆盖上海、江

苏、浙江两省一市的长三角城市群，和安徽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以及各自直接辐射的区域。该区域具

有最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和最全面的对外开放水平。泛长三角经济圈的发

展，应着重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全面探索、侧重于区域

合作和创新的初步尝试和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

互动的有效实践，从而为全国区域合作先行先试。

（３）大珠三角经济圈。以珠三角城市群为支点，

以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合作为纽带的广大辐射带动区

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融

合发展，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

市。并有效利用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优势，积极创

新国际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全面提升大珠三角经

济圈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完善内外联运、互利共赢、

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４）海峡西岸经济圈。以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主

体，包括其周边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要积极参与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分工与合作，逐步

形成整个沿海一线的完整发展布局。同时，积极发

挥海峡西岸经济圈独特的对台优势，努力构筑两岸

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圈与台湾

地区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向更大范围、更大规

模、更高层次迈进。

（５）成渝－关中经济圈。以成渝城市群和关中

城市群为主体，包括两个城市群的周边地区。尽管

就全国而言，无论是成渝城市群还是关中城市群实

力都偏弱，但在西部地区，其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也

具有一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具备集聚优势资源且

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能力。成渝—关中经济圈的发

展，需要以构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为重点，积极推动

区域分工与合作，构建冶金、能矿等优势产业和特色

产业体系。

（６）中三角经济圈。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

和昌九工业走廊为主体，包括其周边地区。中三角

经济圈囊括中部地区各个省份，具有承东启西、连接

南北的区位优势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而且具有

雄厚的工业基础，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中三

角经济圈应致力于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园区的构建，并积极打造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７）哈大齐经济圈。以哈大齐城市群为主体的，

涵盖东北三省及内蒙东部地区的广大区域。哈大经

济圈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是我国早期的重工业基地，

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该区域的发展应以机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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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重点，破除区域发展的藩篱，并积极加强国际

区域合作，打造东北亚重要经济增长极。

４．若干城市群。根据未来区域发展“整体分

散，优势集中”的总体战略，以及当前人口迁移的趋

势，可以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和产业在小

范围内流动的整体格局将进一步向主要城市群集

聚，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并综合考虑区位

分布状况及其在全国经济版图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担

负的作用，将承载人口与产业聚集的城市群划分为

三个层级：

（１）一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

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其肩负的使命主要是引领带动

区域经济，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着力提升我国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２）二级城市群。包括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

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主要作用是在更大范围内引导

区域经济发展，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并着力布局国家

基础性产业、战略性产业，并辐射周边城市的发展。

（３）三级城市群。包括哈大齐城市群、长江中游

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

天山北麓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区

域性增长中心，其主要功能是集聚国家战略产业，并

作为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充当促进全国经济社会

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五、结论

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建国初期以内地为

重点的“均衡发展战略”布局到改革开放初期以沿海

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布局，以及９０代初期开始

的相对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三个时期，从而更加注

重空间发展的平等性，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变化对应着区域

政策和区域调控手段的改变，同时也导致了区域问

题的产生，表现在区域差距的长期存在，但存在着缩

小的趋势；区域比较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降

低了区域战略总体绩效；“集中”效应较强而“分散”

效应相对较弱，核心—边缘结构中的核心带动作用

尚待加强。新经济地理学从聚集和分散的角度描述

了空间发展的变化，空间发展的“钟型理论”和局部

溢出模型为区域分散化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

此本文认为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呈现出“整

体分散，优势集中”的态势，并构建了“四大板块并

重，五条轴线共举，七个经济圈，若干城市群”的国土

开发空间模式，以提高分散力为核心，促进空间平等

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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