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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祖共 】 本文分析 了当前我国区城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及其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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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区域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由于 自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
,

我国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严重不平衡
。

就三大地带而言
,

我

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
。

建国以后
,

尽管我们努力调整
,

但至今为止
,

这种格

局仍未有根本改观
。

特别是 年以来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转轨
,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
,

过去被禁锢的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
,

各地区生产力迅速发展
。

然而
,

由于各地区生产力发展

的起点不一
,

自我发展能力也有较大差异
,

加上国家从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
,

在投资

分配和对外开放方面
,

对沿海一些地区实行倾斜政策
,

从而使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区域生产力不

平衡发展格局进一步加剧
。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区域生 产力
‘

发展趋于不平衡
。

建国后
,

随着内地工业化的迅速推进
,

内地生产力特别

是工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
。

然而
,

自 年代以来
,

由于国家投资布局重点的转移
,

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

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

以区域工业生产力发展为例
。 “

七

五
”

时期
,

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

内地只有
,

其中中部地区为
,

西

部地区为
,

沿海地区比内地高 写
,

比中部地区高
,

比西部地区高
。

而在
“

五五 ”和
“

六五 ”

时期
,

沿海地区工业增长速度仅比内地高
’

和
。

在沿海地区内部
,

工

业生产力发展也严重不平衡
。 “ 六五

”

时期
,

沿海老工业区 包括辽宁
、

天津
、

北京
、

上海 工业总

产值年均增长
,

新兴工业区 除老工业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为 写
,

老工业区增长速

度相当于新兴工业区的
。

到
“
七五

”

时期
,

新兴工业区工业增长速度为 九 而老工

业区却只有
,

仅相当于新兴工业区的
,

下降 个百分点
。

第二
,

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不 断扩大
。

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

合性指标
。

年
,

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为 元
,

中部地区为 元
,

相当于东部地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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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国国
,

沿沿海海

内内地地
‘

注 ①增长速度均按不变价格计算 , ② 年以后为独立核算工 业企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

资料来源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工业普查资料 第

四册
,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年版
。

区的 写 西部地区为 元
,

相当于东部地区的
。

到 年
,

东部地区人均国民

收入增加到 元
,

而中部地区只有 元
,

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
,

比
‘

年下降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只有 元
,

仅相当无声部地区的
· ,

比 “。年下降 个百分点
·

如

果以人均社会总产值作为衡量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
,

那么这种差异扩大的幅度

更大
。

从 年到 年
,

中部地区人均社会总产值相当予东部地区的比例由 下降到
,

共下降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人均社会总产值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例由 另下

降到 写
,

共下降 个百分点
。

第三
,

生产力分布的不平街程度进一 步加剧
。

生产力分布的不平衡是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平

衡的结果
。

它反映了生产力相对份额在空间上的转移过程
。

如果生产力相对份额由不发达地

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

那么生产力分布的不平衡程度将趋于加剧
。

从 。年到 。年
,

东部地

区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 增加到
,

而中部地区却由 下降到
,

西部地区由
·

下降到
。

在
“

七五
”

时期
,

东部地 区工业总产值占全 国的比重 由

增加到
,

而 中部地 区却 由 下降到
,

西部地 区 由 下降到
。

这说明
,

近年来
,

我国生产力分布的不平衡程度在进一步加剧
。

第四
,

老工 业墓地生产力 日趋英缩
。

近年来
,

上海
、

辽宁等老工 业基地由于产业结构和产品

结构 日趋老化
,

已开始出现持续性增长缓慢现象
。

— 年
,

全国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

工业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

其中新兴工业 区广东为
,

浙江为
,

福建为
,

江苏为 而老工业基地上海只有
,

辽宁只有
,

写
,

天津只有 呵
,

黑龙

江只有 老工业基地工业增长速度只相当于新兴工业区的 到
。

工业经济增长持

续缓慢
,

导致老工业区工业生产力 日趋萎缩
。

一方面
,

老工业区工业在全国工业币的地位急剧

下降
。

年以来
,

上海
、

天津
、

辽宁
、

黑龙江四个老工业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

下降到
,

减少了近 个百分点
,

其中上海减少了 个百分点
。

另一方面
,

由于工业产品

严重老化
,

致使老工业区产品在国际市场甚至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日趋衰退
,

其市场分享份

额急剧下降
。

一些曾经支撑着老工业区经济增长的优势产品
,

现正失去其优势
,

有的甚至大量

积压
,

亏损严重
。

二
、

区域资源配置与不平衡发展

区域生产力的发展
,

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 区域劳动 和 资本等生 产要素投入数黄

的增加
,

二是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 出效果也即生产率的提 高
。

因此
,

可以说
,

区域生产力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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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的形成
,

是由于各地区要素投入增加和生产率提高程度不同的结果
。

据我们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

对 — 年各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

增长中各因素的贡献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
,

三大地带工业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主要是 由资金

投入增长率差异而引起的
。

— 年
,

沿海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

比中部地区高
,

比西部地区高 而全部资金投入年均增长
,

比中

部地区高
,

比西部地区高
。

其中广东
、

浙江
、

江苏
、

山东等几个新兴工业区
,

资金

投入增长率都在 以上
,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更高于 内地一些地区 如甘肃的

资金投入增长率只有
。

中西部内地
,

除安徽
、

新疆外
,

资金投入增长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

这说明
,

在 年代
,

沿海地区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通过资金的大规模投入获得

的
。

东部沿海地 区资金投入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高达
· ,

其中
“

七五
”

时期为
,

而中部地区只有
,

西部只有
,

东部比中部高 写
,

比西部高
。

考

虑到区域产出增长率存在着较大差异
,

因而由资金投入增长而引起的产出增长率差异将更大
。

实际上
,

年代东部与中部间工业产出增长率差异约有 是由资金投入增长率差异而引

起的
。

东部与西部间因资金投入增长而引起的产出增长率差异更大
,

但由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率较高
,

因而东西间产出增长率差异要相对小些
。

上海
、

辽宁等老工业基地近年来出

现的工业生产力萎缩现象
,

则主要是 由于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而引起的
。

—
年

,

上海
、

辽宁
、

黑龙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只有
、

和

写
,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
。

特别是上海
,

科技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

献为一
,

黑龙江也只有
,

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
。

同时
,

老工业基地资金产出率

普遍出现下降趋势
,

其中上海年均下降
,

天津年均下降
,

黑龙江年均下降 写
,

辽宁年均下降 写
。

其结果
,

老工业基地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
,

生

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甚小
。

例如
,

上海工业产出增长中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一
,

黑龙江也只有
,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近年来
,

沿海地区资金投入的迅速增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 国家投 资的增加
。

我们知道
,

国家所掌握的投资 包括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贷款 绝

大部分都是用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更新改造
。

从 年到 年
,

东部地区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
’

剧增到
,

年内共增加 个百

分点 同期中部地区却由 下降到 年又下降到
,

共下降 个百分

点 西部地区由 年的 肠下降到 年的
,

共下降 个百分点
。

基本建设投

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地区分配格局都基本如此
。

’

此外
,

从更新改造投资的来源看
,

国家为东部

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无偿资金
。

据统计
,

在 年国家更新改造财务拨款额中
,

东部占拨款总额

的 写
,

其中国家预算内拨款占 预算内拨改贷占 中部在财务拨款总额

中占
,

其中国家预算内拨款只占
,

预算内拨改贷却占
,

西部在财务拨

款总额中占
,

其中国家预算内拨款只占
,

预算内拨改贷却占
。

显然
,

国家投资的增加是导致近年来沿海地区资金投入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是地 区 自积 军能力增强
。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

特别是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
,

沿海地区自积累能力不断增强
。

首先
,

随着沿海地区收人水平的不断提高
,

城乡居

民 储蓄迅速增 加
。

据统计
,

在全国储蓄存款总额 中
,

沿海地 区 占 写
,

中部地 区仅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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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期期 地 区区 产出出 资金投人人劳动投人人阵, , 。 、 , 、国国全要素素 各因素贡献所占的比重重

增增增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生产率率率一一一一一一一
护一 ’

增长率率率

资资资资资资资金金 劳动动动 资金金 劳动动 全要家家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产率率

一一 全国国
。

年年 东部部

中中中部
··

二

西西西部部

一一 全国国
。 , 。

年年 东部部
。 二

中中中部部

西西西部部

一一
,

全国国
。

年年 东部部

中中中部部
。

西西西部部
。 。 。

注 ①资金为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加定额流动资金全年平均余倾 ②资金投入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

产出增长率

按 年不变价计算 ③资金弹性系数 为
,

劳动弹性系数 日为 , ④资料来源同表
。

,

西部地区占 写①
。

同时
,

由于沿海地区金融市场发育较早
,

融资渠道较为畅通
,

融

资手段 日趋多样化
,

因而能够较多地聚集社会闲散资金
。

其次
,

由于企业留利水平不断提高
,

企

业自有资金迅速增加
,

从而使沿海地区工业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得以逐步增强
。

年
,

沿

海地区工业企业留利占利税总额的比重为 写
,

略高于中部地区
,

比西部地区高 写
。

而在

肠 年
,

沿海地区工业企业留利占利税总额的比重只有
,

仅相当于中部地区的
,

相当于西部地区的
。

第三
,

实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以来
,

沿海一些地区 如海南
、

广东
、

福

建
、

浙江等 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较快
。

同时
,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

国家对沿海开放地区在财政

税收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

最近又适当减轻了沿海老工业基地的财政负担
,

因而沿海地区地方政

府可支配的财力不断增加
,

地方投资能力日益增强
。

三是 区外资金的流入
。

一方面
,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

大量外资流入沿海地区
,

特别是

南部沿海地区
。

年以来
,

沿海地区 除广西以外 实际利用外资 亿元
,

占全国实际

利用外资总额的
,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亿元
,

占全国的
。

在
“

七五
”

期间各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
,

沿海地区占
,

其中广东省占
。

另一方

面
,

在沿海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
,

内地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金融系统和横向投资

的形式流向沿海地区
,

特别是经济特区和开放港 口城市
。

由此可见
,

年以来
,

由于国家在投资和政策优惠方面对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政策
,

从而

促使沿海地区资金投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

沿海与中西部内地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进一

步加剧
。

于景元等主编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之研究 》,

商务印书馆
,

年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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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国区域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选择

面对我国区域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 我们应选择的长期发展战略要立足于 以下两个

根本 目标
,

一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率运转和适度增长
,

二要促使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共同

效荣
。

从这两个根本目标出发
,

我们认为
,

今后我国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应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

道路
,

非均衡协调发展应成为制定我国区域生产力株期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

所谓非均衡协调发展
,

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
,

由于各地 区的投入产出效果和投资经

营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
,

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

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
,

国家必须集中有

限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采取区域重点开发的形式
,

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区

域实行倾斜
。

另一方面
,

从长期的发展观点看
,

为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

不断增加
“
区域储

备
” ,

国家实行的这种地区倾斜政策必须适度
,

必须以保持地区间和产业间协调发展为前提
。

保

持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

应作为判断地区倾斜政策适度与否的重要标志
。

这里
,

地区间

协调发展是指各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相对差距应逐渐有所缩小
,

或至少应把地区间差距扩大的

幅度控制在人们社会心理所承受的范围内
。

产业间协调发展是指各地区产业的发展应该优势

互补
、

合理分工
,

逐步形成合理的地区产业结构和不同地区的产业特色
。

总之
,

适度倾斜与协调

发展相结合
,

这是称们所提出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
。

我国区域生声力发展之所以要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
,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 因 第

一
,

从建国后我国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
,

无论是采取平衡发展战略还是不平衡发展

战略
,

都不可能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根本 目标
。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

受平衡发展

思潮的影响和支配
,

我国生产力布局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地区差别
,

结果导致我国生产力布局

在 — 年
、

年代末至 年代初以及粉碎
“

四人帮
”以后在

“

洋跃进 ”思想的影响下

出现三次大分散
。

工亚布点严重脱离现实条件
,

大搞遍地开花
、

星罗棋布
,

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

都极为低下
。

色年以来
,

在不平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
,

我国生产力布局逐步转向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
,

向沿海地区倾斜
。

从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来看
,

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给予

沿海地区一定的倾斜
一

早 卜分必要的
。

然而
,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

由于过份强调沿海倾斜发展
,

沿

海倾斜的程度有些过大
,

且没有与协调发展相结合
,

从而促使我国长期形成的区域生产力不平

衡发展格局进一步加剧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要协调好效率与公平两 目标间的关系
,

就必须跳出平

衡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传统理论框架
,

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
。

第二 我国是一个地区差异

极大的发展中大国
,

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
、

资源察赋
、

社会经济特点和投资经营环境都相差

甚大
,

因而不同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地区发展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果也不尽相同
。

在

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

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

国家在资源分配和产业布局上

必须统筹安排
,

区分优区位地区和一般地区
,

重点开发地区和非重点开发地区
,

首先重点支持

那些投入产出效果和投资经营环境较好的地区重点产业发展
。

这就是说
,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

期内
,

我国区域生产力发展仍不得不走地区倾斜发展或非均衡发展的道路
。

第三
,

我国是一个

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

各民族
、

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

不单纯是
一

个经济问题
,

更是涉及到国家政局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
。

因此
,

国家在实施地区倾斜政策时
,

必须切实

把握好地区倾斜的
“

度
” ,

真正做到把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

否则
,

如果倾斜的程

度过大
,

从近年来的经验看
,

将会产生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一是导致生产 力发展不平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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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加剧
,

使地区间差距急剧拉大
,

并超越人们社会心理所承受的范围
,

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和民族团结
,

有悖于稳中求发展的方针 二是破坏长期形成的区际产业关联
,

不利于合理的区

际分工格局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
,

从而降低宏观经济效益
,

使倾斜发展的初衷落空
。

为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生产力的非均衡协调发展
,

当前我们必须着重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政

策措施

合理确定 国家重点开发 区域
。

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下段时期内
,

国家应确立三大重点

开发轴线和二类重点开发区
。

一方面
,

国家除了重点发展沿海地区
,

同时要重视开发长江流域

地区
,

陇海沿线地区
,

京包 —包兰沿线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
,

适当集中力量
,

对这三大轴线实

行重点开发
,

以逐步建成沿海出口产业地带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

长江流域产业密集带和以山

西能源基地为中心的北部能源
、

原材料产业带
。

另一方面
,

国家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

各地这的特点
,

选择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地区和智力密集地区
,

作为能源
、

原材料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重点开发区
,

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
,

对这两类重点开发区实行适度倾斜
。

统筹安排 国家投 资的地区布局
。

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

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

国家

应在进行详细的科学论证之基础上
,

合理确定地区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间的投资分配 比例
,

适

当提高国家在内地的投资比重
,

以加速内地特别是中部和近西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能

源
、

原材料基地建设
,

提高资源的有效供给
。

制定并实施老工业 区再工业化政策
。

从国外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实行再工业

化是全面振兴老工业区的重要途径之一
。

振兴老工业区
,

不应着眼于短期效益
,

而应立足于长

期的发展
。

从长期的观点出发
,

老工业区的再工业化应走经济多元化
、

结构高度化
、

市场国际化

和布局多极化的道路
,

避免进一步外延扩展能耗
、

物耗高的原材料产业和一般性传统加工工

业
,

以改变老工业区现行的单一性的畸形工业结构
,

减轻 日趋突出的资源
、

环境和基础设施方

商的压力
。

为此
,

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支持
,

并结合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
,

制定并实施老

工业区再工业化专项政策
。

这一专项政策的重点是
,

改造传统产业
,

发展新兴产业
,

通过投资增

量的布局和资产存量的调整
,

推动老工业区的结构重组和再工业化
。

实行产业倾抖和地 区倾料双 目标控喇
。

一方面
,

国家在实施产业政策重点支持某些产

业
、

产品发展时
,

对这些重点产业在地区布局上也应有所倾斜
。

另一方面
,

国家在实施区域政策

重点支持某些地区经济开发和再开发时
,

对这些重点开发区域的产业发展领域也应有所规定
。

为此
,

国家要把产业优惠和地区优惠有机结合起来
。

国家对于重点产业的支持
,

不能搞地区平

均主义
,

而应根据各地区的优势条件
,

区分优区位地区和一般地 区
,

首先重点支持那些建设条

件好
、

投资环境好的地区
。

对于重点开发区域
,

也不是对所有的产业均予优惠
,

而仅限于对国家

要求重点开发区域重点发展的产业实行优惠
。

地 区倾料必须与区域补偿相结合
。

为避免出现两极分化
,

产生
“

马太效应
” ,

国家在实

施地区倾斜政策的同时
,

对一些 比较落后的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
,

必须在资源分配

和政策投人上给予相应的补偿
,

以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
,

提高生产力水平
。

当前
,

重点是要在

现有民族政策和扶贫政策的基础上
,

逐步建立一个健全的区域补偿政策体系
。

这一政策体系大

体应包括发展规划
、

财政支持
、

经济开发
、

政策优惠和咨询服务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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