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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陈栋生 魏后凯

一
、

我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区域经济 是大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

问题
。

年代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的年代
,

也是区际摩擦
、

宏观发展 与地区

利益等众多矛盾充分显露的年代
。

年代也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 蓬 勃 发

展
,

取得 长足进步和不时陷 入困惑的年代
。

地区经济自组织能力和发展 活力的增强
,

吸

弓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者以及众多的地理学

宗
、

生态学家
、

系统工程学家与工程枝术专家

投人到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

地区发 展规划
、

地区产业政策和 国土规划等等的研究大潮之

中 而新旧两种体制 的胶着并存
、

新体制分

娩中的阵痛导致的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趋

同
一

与个国性结构失衡
,

地区间争夺稀缺资源

的种种 “ 大战 ” 和区际经济秩序的紊乱
、

区

际发展 毛距的加速拉大
、

⋯⋯等区域经济现

实中一个又一 个怪圈
,

不时使理论思维由清

限陷 人迷恻
。

马年新春拉开了 年代的帷幕
,

年代
, “国区域经济研究朝什么方向发展 她如何

为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服务
,

如何为本世纪

最后十年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

步战略 目标 报务
。

这些都是摆在眼前巫待回

答的问题
。

为了使回答具有充分的根据
,

需

要对建国 年来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历程作

一简要回顾
。

以 年为界
,

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发

展大体经历 了两个时期
。

了 年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性经

济下
, 店太上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

,

与大一统的体制相适 应
,

当时研究的重 点集

中在 “ 全国一众棋 ” 的生产力布 局 方 面
。

年以后
,

随着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

的转轨
,

经济运行机制 的变化
,

特别是宏观

经济二级调控体系的建立
,

区域经济发生 了

一系列新变化
,

传统生产布局理论
,

已 日益

不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

在 新 形 势

下
,

理论界开始探
一

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

济下的经济布局理论问题 同时
,

针对区域

经济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

新现象
,

逐渐拓展区域经济研究的领 域
,

包括区域经

济结构
、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

区域 经 济 增

长
、

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
、

区域政策
、

区域

经济体制与管理等等
。

至今
,

区域经济学已

成为一门内容十分丰富的崭新学科
。

年以来
,

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 断 深

入
,

我国区域经济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
,

区域

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也蓬勃开展
,

区域经济

学发展翻开 了新的一页
。

首先
,

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
,

理论界对 年以

前我国生产布局的经验教训进行 了 理 论 总

结
。

通过对沿海与内地 问 题
、 “ 三 线 ” 问

题
、

集中与分散问题以及均衡布局问题等重

点进行广泛深人的讨论
,

重构 了我国社会主

义生产布局 原则体系
。

在讨论中
,

逐步认识

到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区域经济都是一个由不

平衡到平衡波浪式地 向前发展的漫长历史过

程
,

平衡只是相对的
,

不平衡 是绝对的
,

而

且平衡 目标只有通过不平衡的途径 才 能 实

现
。

但是
,

我国是一个地区差异甚大的社会

主义发展中大国
。

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

内地之间的协调 发展是一个十分重 要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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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晰
,

这种非均衡发展必须以协调为前

提
,

地区倾斜必须适度
。

共次
,

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任务和 当前我

国区域经 济中出现的新问题
,

不断拓展了区

域经济研究的领域
。

一 年国民经济

调整时期
,

为适应调整的需要
,

国家组织开

展 了经济结构的国际比较和 中国经 济结构问

题 与对策研究
。

一些地区也相应开展 了对本
地区经济结构尚题与对策的研究

。

, 年

月中央 书记处提 出开展国土整治工作
,

随后

国土整治 与规划研究迅速在介国各地展开
。

国家计委国土局组织各方面 力量
,

研究编制

了“ 京津唐地区 围土规划纲要 》和 《 全国国

土总体规划纲要 》,

同时还选择 了 豫 西 地

区
、

湖北宜 昌地区
、

渐江宁波滨海地区
、

吉

林松花湖地区
、

新获 巴音郭楞蒙古族 自治州

等不同类型地区作为区域性国土规
一

划试点
。

上海经 济区
、

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
、

东北能

溉 交通规划
、

洞庭湖地区
、

郡阳湖地区和太

湖地区等国土规划研究也
一

先后开展
。

此外
,

一些经济工作者还组织或参加 了长江流域
、

湘江流域
、

新疆和大西南等地区的综合考察

工作
。

年 月党的十二大提 出了我国到

本世纪末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想
,

此后
,

研究发展战略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
。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

是对我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或生产布局战略

的探索
。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我国宏观

区域发展 勿咯提 出了各种理论模式
,

如梯度

推移模式
、

点轴开发模式
、

一个半 重 点 模

式
、

优区位开发模式
、

东西结合模式
、

梯度

推移和发展极一一增长 点模式
、

西部跳跃模

式等
,

尽管其中的一些理论并非十分成熟
,

但这种探索无疑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
,

对学

科发展和经 济买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对国内某一类型或某一具体区域发展战

略的研究
。

根据十二大提 出的宏伟 战 略 构

想
,

几乎所有的省
、

市以至有些县
、

乡锁都

相继开展 了发展战略研究
,

制定了地区发展

战略
。

目前 , 发展战略研究已由地带
、

大区

级
、

省
、

地
、

市级
,

发展到县
、

乡镇级
。

各

个地区在研究木地的发展人又略过程中
,

逐步

形成了自已的理论特色
,

其研究方法也有较

大的创新
。

如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 济发展方

面
,

中部地区在内陆腹地发 展方面 西部地

区在不发达地区经 济的启动方面 边境地区

在边境贸易发展方向的研究
,

都别 兵一 格
,

各有特色
。

在广泛
,

实践的基础上
,

区域经济理论与

方法的学科建设近 年来也有较大进展
。

阳年

代 出版的区域经济研究和理论 方法方面的专

著
,

远远超过前 年的总和
。

《 深圳发展战

略 》和 召 海南经 济发展战略 》这两本由著名

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亲自率领中国社科院一

批资深学者深入现场研究撰写的专著
,

对我

国特区建设模式的探讨
,

作 出了重要贡献

孙尚清教授 在两次组织中国社科院和交通部

的
一

专家对 长江和汉江
、

湘江考察的雄础 上
,

主编 了《 论长江经 济 》的 专著
。

其它 如《 经

济布局 的理论
一

与实践
、

《 中国产业布局研

究 》
、

《 生产布局学 原理 》
、

《 中 国 地 区

经济结构研究 、、

《 中国地区产业 政 策 研

究 》
、

《 论地区发 碳战略 》和 《区 域 经 济

学 》
、 《区域 合作与经 济 网 络 》

、
《经 济

区 理 论与应用 》 价等
。

结 合我国实际
,

介

绍国外区域经 济理论与区域经 济实践的著述

也逐渐增 多
,

较有影响 的如 《西方珍产布局

学 原理 》 、 《区位论 原理 》
、

《工业区位理

论 》
、《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 》

、《苏联区域

经 济 》和 《西欧的区域发展 》 等
。

二
、

我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前瞻

区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家族 中 的 一

员
,

今 后欲有扎实地发展
,

当需明确其研究

范围
,

特别是 明确其研究解决的主要矛盾何

在
。

对区域经济学的定 义与研究对象
,

国内

外学者众说纷纭 , 我们无意一一予以考证 ,

而且认为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
,

一门学

科的定义 与研究对象 友达上的变化 实 属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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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但根据国内外区域经 济研究实践
,

对其

研究领 域和宗 旨
,

作一轮括界定确属必须
。

兑们初步 认为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学
,

是以马

列主义为指导
,

对资源不均匀布分和不完全

能 自山流动的现实社会经 济空 间中多种 区域

经 济现象进行描述
、

分析并揭示其 内 在 规

律
,

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 国家布

局政策和区域政策服务 的学科
。

其主要内容

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经济布局 或空 间经济 全国总

体布局
,

主要产业的总体布 局
,

全国主要 产

业带
、

经 济墓地和城镇网络的布局
。

区域经 济的成长和发展
。

如不发达

地区的经 济启动 与成长 成长型地区的发展

壮大 成热型地区经济结构的改组和衰退的

预防等等
。

二

区际经济和区域政策
。

理 地区经 济管理
。

药 区 或经 济分析和规划方法
。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上看
,

区域经济学

要想更迅速的发展
,

关键在 于对推进 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作 出扎扎实 实 的 贡

献
。

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
,

最重要
、

最直接的任务是 在本 世纪最后十年我国经 济

建设第二步战略 目标和随后第三步 目标的实

现中作出应有贡献
,

对今后十年和更长一些

时间里我国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战 略 的 选

择
,

为布局政策和区域政策的设计
,

提 出有

充分科学根据的意 见
。

为此
,

既需要对新中国

建立切年特别是 卯 年以来
,

我国经济布局

和区域经 济的演变
,

布局政策和区域政策的

实际效应作 出翔实分析
,

从理 论的高度对历

史的经验教训作 出概括
,

弄清当前经济布局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

从解决 回答

中国区域经 济现实中最迫切 的问题入手
,

逐

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 济学的完整体

系
。

以下从十个方面展开论述
。

。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经 济布局

间题
。

传统 的布局理论 是以高度集 权的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产品经 济模式为背景的
,

其研究

重 点是布局 的一 般原则和中央投资的地区分

配
。

改革以来
,

由于体制 的变化
,

这种传统

的理论正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
。

首先
,

中央掌

管的资源和计划分配的投资所 占比重显著降

低
,

因而
,

如何充分有效地配置这一有限资

源
,

通过其产生 的强大聚集力
,

来 诱 导 地

方
、

企 业
、

私 人和外 商等投资主体的资源配

置方向
,

就成为当前经 济布局研究 中的新课

题
。

其次
,

在新的体制 下
,

应建立 怎样的布

局调整机制
,

采取何种布局政策
,

以通过增

量 的配置带动 存量的调整
,

促进区域产业结

构的优化
。

再次
,

随着配置主体多元化
,

对

不同配置主体的决策 目标
、

动机和过程 的研

究
,

已成为不 可忽 视的问题
。

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问题
。

一个 国家在其经 济现代化的过程 中如何

消除区域经济的二元结构
,

是各 国学者极为

关注又争论不休 的问题
。

我国多数区域经济

学 者现在倾向于区域经 济要
‘·

适度非均衡协

调发展 ” ,

但具 体到各种宏 观区域发展战略

模式的选择时
,

政 义仍然很多
。

看来
,

这一

问题还需在现有华础上继续深 入研究
。

区域利益与区际分工 问题
。

传统 的理论认为
,

由于各 区域的要素秉

赋存在差异
,

因而
, 只要按照比较 利 益 原

则
,

发挥区域优势
,

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
。

从近 几年的经济实

践来看
,

事情并非如此 简单
。

随着体制 的变

化
,

旧的地域分工体系正经受一浪又一浪的

冲击
,

而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 应的新地域

分工体系并没有同时形成
,

二者之 间存在着
“ 断 层 ” 。

原因何在 此 中的关键在于正当

的区域利益缺乏保障
。

使有的地区按照比较

利益参与区际分工 中实现的利益发生空 间转

移 这又进一步导致某些地方政府 决 策 的
“ 偏轨 ” 。

因此
,

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

应该建立何种地域分工体系
,

更要着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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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构建的机制 问题
。

区际贸易与要素流动问题
。

商帮经济是开放性经 济
,

商品经 济必然

伴随着区际贸易与要素流动的扩大
,

在商品

经 济条件下
,

区际贸易与要素流动都遵循原

则
,

即要素从低效益区流向高效益区
。

我们

既要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

促进宏

观总体效益提高
,

消除妨碍要素合理流动的

地 区封锁 与市场分割 , 又要看到单凭市场机

制
,

势必加 剧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

在

追求效率的同时
,

为防止区域差距扩大到引

起社会震荡
,

尚要按 “ 补偿原贝, ” 设计
、

实

施 区域政策
,

以弥补市场机制 的缺陷
。

这 是

一 个尚要 长期持续努力研究解决的课题
。

区域经济玫策的设 计

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
,

不仅

要为区域政策设计的总原则提供理论依据
,

还需要深 入到 与区域经济有关的各项政策研

究中
,

如 ①中央政府的布局政策
,

即中央政

府对 国民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总体部署
、

安

翻以及所采 取的相应措施 ②中央政喻的区

域政策
,

即中央政府 出于政治
、

民族
、

国防

和生 态等方面的考虑
,

对边远少数民族地

区
、

经济不发达地区
、

贫困地区
、

生态遭到

严重破坏等地 区提供援助
、

津贴和政策优惠

等
。

③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
,

即地方政府在

其职 权范围内实施的各项经济政策 ④各项

宏观经济政策的 区域实施问题
。

如全国产业

政策要点颁布后
,

不同类型地 区的产业政策

实施办法如何制订等等
。

“ 经 济区划 问题
。

按照经 济区域组织和管理国民 经 济 是

社会主 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 观 要 求
。

然

而
,

经济区域的自然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过程
。

因而
,

如何在经济区域的

形成过程 中
,

根据经 济区域形成演变的一般

规律性
,

自觉地有计划地建立和划分各种类

型的经济区域
,

从而有效地组织 国民经济地

域体系
,

探索部门管理和区域管理有机结合

的新路子
,

具有
一 一

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

义
。

区 或经 济一体化 问题
。

建立 区域联合市场
,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

化
,

是 当前 我围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

目

前
,

我国已
‘

建立 了区域性紧密
、

半紧密或松

散的经 济联合组织 多个
。

总的说来
,

这些

区域经济联合组织还处 二初级阶段
,

距 区域

经济一体化 目标相健咎远
,

但某些地区已 出

现向区域联合市场和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的

趋势
,

这对 克服区域摩擦有重要意 义
,

履须

从理论上进行超前研究
。

宏观经济分级调控问题
。

建国以来的历次经验教训已经证 明
,

象

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甚大的发展中大国
,

单有中央政府一级调 控 准不够的
。

现在需要

研究的已不再 是要不要实行分级调控
,

而是

如何建立分级 周控体系的问题
。

是 建 立 两

级 中央
、

地方 调控体系
,

还是建立三级

中央
、

经济区
、

地方少 调控体系 在分级

调控体系中
,

地 方调控层包括哪些 调 控 主

体 , 中央与地 方的责
、

权
、

利范围 如 何 划

分 中央如何建立强有力的约束系统来规范

地方政府行为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理沦

上作深入探祠
一

。

改革与开放的区域推进 问题
。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

人 口 多
,

底子

薄
,

而且面 临着区域经 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

问题
。

这一 国情特征决定 了我国的对外开放

和体制改革
,

不得不采取分 区推进的办法
,

但这种方式本身又会形成 “ 人
、

为梯 度 ” ,

带

来新的区际矛盾
。

实践中这个
‘、

两难 ” 问题

的解次
·

。

亚需理论研究的支持
。

区域经济理论方法问题
。

区域经 济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开放

性的子系挤
。

某种意义 上说
,

区域经 济是国

民经济的缩影
,

就这 一侧面 看
,

国民经济分

析的不少理论与方祛
,

在区域经 济 分 析 中

也完全适用
。

但 “ 区城经济 ” 的特 点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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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针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特殊性
,

在理

论方法进 行创新
,

这方面研究的进展如何
,

将成为衡量 区域经 济学成熟与否的 重 要 标

任户

企业技术进步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又东 俊 茂

企业的技术进步问题 是当前科技界
、

经

济界谈论并潜心研究 的热 点之 一 企 业 缺

乏技术进步的内在需求
,

又 是长期 困 扰 国

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点
。

而随着企 业 改 革

的深化
,

市场引导企业的局而 逐步形成
,

在

竞争与利润 的双驱动
一

下
,

在通货膨胀和宏观

经济急刹 乍的威胁下
,

企业要 寻求发展
,

就

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枝术进步
。

因此
,

弄清企

企枝术进 少的制约因素
,

采 取恰当的对策
,

来推动 企
、

山为技术迸步
,

就有着特别重要的

意义
。

当前
,

制约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是

什么 据笔者调查分析和 向企业家
、

工程技

术人 员及 工 人群众请教
,

人致 是以下几点

一 是认识没有到位
。

党的十三大提 出必

须把科技摆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
。

但不少

企业缺乏科技进步意识和依靠科技 的 紧 迫

感
。

中小企业
,

特别是 日子能过得 去 的 企

业
,

认为科技 是 “远水不解近 渴 ” ,

对科研

和技术开发的规律缺乏深圳认识
,

要求科技

的投 入 “ 立竿 见影 ” ,

马上 见效
,

反 之则认

为科技作用 不大
。

因此
,

有钱舍不得在科技

进步上投 搞技术改造热衷于依靠外延
,

不

注意内涵 对科技 人员作用 的发挥和工作
、

生 活条件 的改善不够关心
。

二是运行机制不健全
。

企业承包经营责

任制有其积极的一面
,

但由于缺乏科技进步

考核指标
, “ 短期行为 ” 严重

。

目前
,

企业

承包主要是包产值
、

包 税
,

使实现产值和

利税成为企业的主要经营 目标
。

这就使承包

人一心抓产值和利润
,

追求经济指 标 的 元

成
,

严重地影响 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 展后

劲
。

同时
,

承包制并未 使产权关系清晰化
,

影响 了国家与企业的利 益约束关系的进一步

划清
,

大多数承包又是只包收 人
、

不 包 资

产
,

加之
,

只包盈不包 亏
,

事实 上国家资产

大锅饭并没有打破
,

因而企业经营者往往首

先考虑企业和职工的近 期利益
,

较少或很少

考虑 企业资产增值和技术进步
。

三是求大于供的矛盾突 出
。

尽管十年来

我 国经济高速发展
,

但商品短缺状态依然存

在
。

社会购买力与商品货源的矛盾 相 当 尖

锐
,

而 且求大于供的矛盾仍有扩
‘

戈的趋势
。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近 期经营利益在于顺势

扩产
,

增加销售份额
,

甚至可以牺牲利率来

扩大利润颇
。

另一方面
,

有些质量低
、

技术

含量 不高的产品
,

也由于短缺而畅销或勉强

维持下去
,

所谓 “ 萝 卜快了 不 洗 泥 ” 。

这

些
,

都无形中减弱了企业对远期获利的技术

开发的兴趣和推动力
。

四是缺乏资金支撑
。

一方面是国家能够

拿 出卡安排新产品
、

新材料等开发研究的经

费远远满足不 了需要
,

因而企业生产中的许

多关键技术问题的攻关和产 品更新换代所需

资金解决不 了
,

项 目难于安排
,

制约着企业

技术进步的提高
。

另一方面
,

企 业留利水平

低
,

企业资金短缺
,

很难安引。技术 开 发 资

金
。

就吉林省来说
,

企业留利水 平在 一

之间
。

如长春市人民制药厂
,

年 获 利

万元
,

留给企业的只有 万元
,

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