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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地位取向分析

■李京文 刘治彦

摘 要  本文认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人文社会条件是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主要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处中部地区，发展条件决定了它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取向：是江西和

中部地区崛起的带动区，构建长江中游经济区的战略支撑区，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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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知识化和信息

化、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以及城市化与生态化等

主要特征。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

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推进时期，区域发展异彩

纷呈，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一省或地区经济社会要

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审时度势，找准自身

在全国区域格局中的定位，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

长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党

白 鹤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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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七大要求，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

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

经济带”，“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

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极”，逐步使经济发展由粗放型模式转向集

约型模式，倡导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确保区域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鄱阳湖为中心，以环

鄱阳湖城市群为依托，以保护生态促进经济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作为江西省的重大发展战略，是在我国

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的进程中，在西部大

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地区加

快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形势下提出的。如何

科学准确地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定位，是关系

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成功推进和实施的重要

前提，也是江西作为中部崛起重要省份的思想保

障；同时 对于江西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

生态型省域经济具有指导价值。基于此，有必要对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进行深入分析，为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又好又

快发展和提升其在全国区域格局中的地位提供理

论基础。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

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正确认识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必须从全国区域

发展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高度来分析。

一、区域发展格局演变机理及其对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发展的启示

１． 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我国古代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军事制胜

三要素法则，就现代区域发展而言，“天时”就是指

机遇与机会，是时间维；“地利”就是指有利的自然

条件，是空间维；“人和”就是指人的和谐力量，是

事件主体。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人文社会条件是

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 徐匡迪等，

２００５：３４２ － ３５８；刘治彦，２００６ ，产业和人口的聚

集是区域发展格局的具体表征，且主要以城市群

发展的区域格局为体现。
（１）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主要通

过对人口与产业分布的影响来体现。自然条件越好

的地方，农业、工业等的发展环境越好，越适合人类

的生产生活，人口和城镇就越密集，我国人口和城

镇主要分布在东半部的平原农耕区。
（２）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影响主要体现

在优势产业份额方面。沿海地区在绝大部分工业，

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工业上具有优势。地区增加值

的大小与产业存量或密集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反映了过去的产业投资，体现了地区的技术

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环境，是影响区域经济

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３）人文社会条件

人文社会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人口总量、人力资本、人均收入、资本形成、知

识和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等几个方

面。在影响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人文社会条

件中，市场化程度体现的制度因素和科学技术创

新能力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

区域发展格局是影响区域发展的各种因素长

期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区域发

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２． 区域发展格局演变机制与趋势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偶然事件（包括

某种决策和制度安排）、产业集群（产业基础）和路

径依赖（包括产业基础、区位和自然条件）是区域

发展的三大影响要素。波特的“钻石模型”竞争理

论也强调“政府与企业行为、市场需求与竞争对

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位取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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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在经济竞争中的作用。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影响区域

发展的各种因素作用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区位与

自然环境资源是基础因素，对区域发展影响具有

长期性；产业基础是区域发展的直接因素，对区域

发展影响具有中期性；体制与人文资源是决定因

素，对区域发展影响具有随机性 图１ 。

我国沿海地区虽然原有的资源禀赋并不充

裕，但它们的区位条件都比较优越；更重要的是，

这些地区多为侨乡。改革开放后，华侨把市场信息

和资金带回来，与当地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

成各种产业集群和经济板块。产业集群一旦形成

便不断扩大规模，占据市场的份额不断上升，以至

控制世界市场价格和行业标准。这种利用外资和

技术占领国外市场、两头在外的外贸加工模式，是

这些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经过３０多年的发

展，这些地区人均收入提高，原有的低廉劳动力优

势不复存在，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一系

列问题相继出现，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转换经

济 增 长 方 式 ，实 施 产 业

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当前

的 紧 迫 任 务。目 前 外 资

在行业分布上开始出现

两 个“转 移”：一 是 由 传

统的食品、纺织、服装和

造纸等轻工业向高附加

值 的 先 进 制 造 业 转 移 ，

如 通 信 设 备、计 算 机 及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等 ；二 是 由 制 造 业 向 增

值性较大的生产服务业

转 移 ，制 造 业 所 占 份 额

正 在 减 少 ，而 服 务 业 投

资 份 额 上 升 ，如 房 地 产

业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

的外商投资热点，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

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可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制定符

合客观条件的发展政策，以达到“顺天时、用地利、

尽人心”，是区域快速发展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秘籍”。

建国 ６０ 年来，我国相继实施 １５６ 个重大项目

和“三线”建设，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

系，形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山西煤炭基地、中西

部军工企业基地等主要经济区域。改革开放后，以

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国有企业改制为代表的市场

化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形

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城市密集区

域。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

中西部地区具有后发优势和较大的发展潜力，为

此，国家相继提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这些区域

区域 Ａ１ 区域 Ｂ１

产业基础

基础性、

长期性

直接性、

中期性

图 １ 区域格局演变机制图

决定性、随机性

区位与自然

环境 资源 

区域 Ａ２ 区域 Ｂ２

体制与

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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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是与产业发展战略结合在一

起的。从近些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制造

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燃气、水利及供

水、环境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业）三大领域构

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分别占总投资额的

２５ ～ ３０％ 左右。制造业中，钢铁、化工、建材、交通

运输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五大行业又占

到近 ４０％。由于钢铁、化工、建材与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基础设施行业密切相关，目

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近 ２ ／ ３ 用于“住、行”及其相

关产业，这符合建设小康型发展阶段的特征。其

次，所占份额较大的是计算机、电子设备和通信设

备等高技术产品生产领域，这与未来产业发展趋

势相一致。因此，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

中西部地区，要瞄准市场需求，积极接纳沿海发达

地区的产业转移，在结构调整中获得发展的机

会。此外，中西部地区也可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和高

科技产业崛起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有后发优势

的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保等产业，力争实现赶

超式发展。

３． 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构建的启示

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一个地区要快速崛起，

确立其在全国区域格局中的地位，必须抢抓机遇，

利用国内外市场机遇，形成良好的创业环境与氛

围，在一大批企业家的带领下，通过大规模投资，

建立起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专业化生产体系。这

种体系无论是浙江模式的“草根经济”，还是广东和

苏南模式的“外商经济”，或是北方的“国有经济”，

都要建立起基于比较优势的规模化产业集群。无论

是纺织与服装加工、日用轻工产品生产、家电生产、

计算机组装、集成电路板生产，还是建材加工、汽车

生产、冶金化工生产、能源生产，都在形成地域集群

和专业分工。

从改革开放后的前 ３０ 年来看，沿海地区赢得

了先机，成为工业化地区。从未来 ２０ 年我国发展

阶段所决定的消费趋势来看，“住、行”及高科技产

品仍将是社会消费的主导产品，工业化与城镇化

仍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在这种消费

导向下中西部地区可建立符合区情的主导产业和

投资重点。

从总体发展格局来看，北京、上海等向国际大

都市方向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和知识产业将成为

主导产业，传统制造业在向区外转移 李京文，

２００７ 。

江西作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发展中省份，要借

鉴东部发达省份的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抢抓新

一轮外资进入和沿海制造业向内陆转移的有利机

遇，发展壮大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现有产业，同时

利用后发优势，不失时机地引进具有战略意义和

发展前景的新产业。目前，江西工业实力仍然较

弱，除冶金、建材、化工、食品、纺织、交通机械制造

业具有一定基础外，许多工业领域所占份额较小，

工业整体实力还较弱  张国治、刘治彦、朱肖理，

２００５ 。为此，必须以鄱阳湖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建

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产业体系，做强做大具有较

大市场需求弹性的新型建材与特色冶金、新能源、

电子与通信设备、高档纺织品与绿色食品、节能环

保型家电和交通设备等制造业，大力发展旅游休

闲、度假养生、会展博览、物流商贸等新型都市产

业，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为建设经济发达、

生态良好、社会文明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打下良

好基础。

二、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空间区位分析

１．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与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发展方向

从国家层面来看，以大兴安岭—横断山脉一

线为界，可将国土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半部分为

自然环境优越、人口和产业比较密集的优化开发

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位取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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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重点开发地区（当然

也包括以自然与文化保

护 区 为 主 的 禁 止 开 发

区），西半部分为以保护

脆弱生态系统为主的限

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地

区。珠三角、长三角和以

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

“三大都市区”，主要是进

一步优化发展结构，实现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

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强化

科技创新，加快国际化进程，走高、精、尖的道路，

属于全国优化开发区。三大都市密集区之外的沿

海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陕

西、重庆、四川、广西等发展条件较好的省份，降水

充沛，优质土地资源丰富，自然环境承载潜力大，

产业基础较好，聚集产业和人口的潜力大，适合城

市的进一步发展，是今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主

要承载区域，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分布在这些区

域（刘治彦，２００９：２４ － ４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

为中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

必须把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建立新型发展

模式。

２． 城市区域经济格局演化态势与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空间地位取向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依

托的经济区域，必须从全国城市区域经济格局演

化大势中来加以把握和认识。目前，我国人口正沿

着农村 － 小城镇 － 小城市 － 大中城市 － 大都市的

路径逐步加速迁移，在全国将形成若干大型城市

经济带、城市群和都市圈。根据建设部全国城镇体

系规划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

津冀“三大都市密集区”为核心的沿海发展带将成

为国家一级城市经济发展带，以国土东半部分的

主要省会为核心将组成十余个城市群和都市圈，

并通过沿海大通道和“三纵四横”的交通干线连接

起来。上述规划也称为“一带七轴”发展框架，即沿

海城镇带、哈尔滨 － 长春 － 沈阳 － 大连发展轴、京

广发展轴 （包括京九轴）、昆明 － 南宁 － 防城港发

展轴、京 － 呼 － 包 － 银 － 兰 － 西（宁）发展轴、陇海

－ 兰新发展轴、长江发展轴、上海 － 南昌 － 长沙 －
贵阳 － 昆明发展轴 （沪昆轴）。以环鄱阳湖城市群

为核心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京九轴与长江发

展轴、沪昆轴的汇合区域。

根据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可将我国东半部

分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分成南、中、北三大

经济区域，它们与东、中、西三大经济梯度带相交

叉，形成九个节点区域，即为次一级的九个城市区

域经济板块，可称之为“九州方圆”式城市区域经

济格局（图２）。在三大经济区域内的九大城市区域

经济板块中，形成２０余个都市圈（城市群）（表１）。

具体来看：

一是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核心的南方经济

区域（其大部分相当于“泛珠三角”经济区，也可以

称为“泛珠江”经济区），次一级为珠江三角洲经济

区、闽台经济区与北部湾经济区；

二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核心的长江 （流

图 ２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全国城市区域发展格局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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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城市区域经济板块的中心城市与主导产业

我
国
主
导
产
业
：
机
械
、电
子
、化
工
、汽
车
和
建
筑
业

北
方
经
济
区
域

环渤海经济区 东北经济区 西北经济区

北京、天津
沈阳、济南、大连、青岛、郑州、石
家庄、太原、唐山
鞍山、秦皇岛、邯郸、抚顺、烟台、
威海、潍坊、淄博、本溪、大同、保
定、洛阳、开封

哈尔滨、长春
吉林、齐齐哈尔、大庆
伊春、鸡西、牡丹江、四
平、通化

西安
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
西宁、包头、银川、宝鸡

微电子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新型
材料、钢铁、石化、海洋化工、机
械、家电、光学、汽车、煤化、轻纺

石化、发电设备、输电设
备、矿冶机电设备、汽车
与机 车 制 造、机 床、钢
铁、食品乳制品工业、森
工、航空制造业

石油、石化、盐化、有色金属
冶炼、乳制品工业、毛纺、纺
织、机械、电子元器件、民用
飞机

长
江
流
域
经
济
区
域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长江中游经济区 长江上游经济区

上海
南京、杭州
苏州、宁波、合肥、无锡、扬州、镇
江、常州、徐州、温州、南通、芜湖、
临沂、济宁

武汉、长沙、南昌
襄樊、株洲、荆州、湘潭、
鄂州
（九江、景德镇、鹰潭、岳
阳、衡阳）

重庆、成 都 （内 江、自 贡、宜
宾、绵阳、德阳、南充）

微电子、仪器仪表、通迅设备、激
光、汽车、造船、生物工程与制药、
海洋工程、化工、钢铁、轻纺

钢铁、新 能 源、光 导 纤
维、有色金属、汽车、轻
纺、化工、食品

水电、天然气、有色金属、钢
铁、军工、机械、食品

南
方
经
济
区
域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闽台经济区 北部湾经济区

香港、深圳、广州
佛山、东莞、汕头、珠海、惠州、江
门、揭阳、茂名

福州、厦门、泉州
漳州

南宁、昆明、贵阳、海口
北海（包括钦州、防城港）、桂
林、柳州、湛江

电子、通迅设备、家电、日用化工、
高档消费品、汽车、食品、热带经
济作物加工、轻纺

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外
部设备、石化、造纸、制
糖、轻纺

有色金属、化工和石化、磷化
工、热 带 农 副 产 品 加 工、卷
烟、制糖、造纸

资料来源：刘治彦，２００８

域）经济区域，次一级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

中游经济区 （华中经济区）及长江上游经济区 （主

体为成渝经济区）；

三是以环渤海经济区为核心的我国北方经济

区域，次一级为大环渤海经济区 （包括京津冀经济

区、辽东半岛经济区、胶东半岛经济区、中原经济

区等）、东北经济区 （以哈大齐、长吉为核心）与西

北经济区（以西安、兰州为核心）。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

中的地位取向

在未来 １０ 至 ２０ 年，全国将形成包括近百座

中心城市的 ２０ 余个都市圈，这些中心城市绝大多

数人口规模都将在 ２００ 万以上，其中各都市圈首

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将在 １ ０００ 万以上。可以看

出，在国家重点开发区内将崛起一大批中心城市、

都市圈和城市群。从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城市主要

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位取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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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江苏、山东、河北、广西，以及中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共１０余个省份。与发展水平较

高的“三大都市区”相比，这些地区可用于发展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大，人力资源充足，并具备了一定

的产业基础，是今后２０年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

的“主战场”，因此将吸纳大量生产要素在这里聚

集，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崛起区域。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载体为环鄱阳湖城市群）

是长江中游经济区三大组成区域之一 （另两个为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

和城市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这一经济区域包括：

以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为中心城市，包括新

余、抚州在内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南昌都市圈）。环

鄱阳湖城市群将成为我国长江中部三大都市圈之

一，成为支撑华中经济圈发展和中部崛起的重要

支撑区。据此，可以判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全国

区域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１． 江西和中部地区崛起的带动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江西要在全国城市化、

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背景下抢抓机

遇，经济发展空间战略要两手抓，即：一手抓对接

发达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手抓构建省内城市

集群，发展特色型经济。前者是借外力，接受产业

转移，有利于吸纳发达地区资金技术等稀缺生产

要素，建立与先进地区经济间的协作，促进发展进

程；后者是练内功，发展特色产业，有利于整合省

内生产要素，树立在全国区域分工中的地位，实现

真正崛起。因此，构建环鄱阳湖城市群和生态经济

区，有利于使产业分工由垂直型转变为水平型，实

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达地区与发展中

地区之间存在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即核心 － 边缘

关系。两者的区域分工是垂直式的分工，即发达地

区处在产业分工的上游，获取较高的产业利润，后

进地区处在产业分工的下游，只能赚取较低的产

业利润。在垂直式的分工体系下，中心与边缘之间

处于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为打破这种不合理

的经济秩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打破垂

直分工体系，建立新型的区域水平分工。但是，这

一转变的首要前提是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具备

自我增长能力，特别是在产业基础、技术研发、市

场营销网络等方面要趋于成熟。目前江西发展水

平离这一要求尚有较大距离，预计这一发展过程

大约要持续１０年左右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江西与

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联系会比较紧密一些，如目

前南京 － 合肥 － 南昌的区域合作趋于加强就是很

好的例证。然而，估计在２０２０年左右，伴随工业化

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发展，鄱阳湖经济板块形成，经

济发展层次提升，同发达地区的关系也将由垂直

分工变为水平分工。这一过程的起初阶段是南昌、

九江等优势区位城市率先发展，随着这些中心城

市崛起，将带动城市群其他城市发展，与发达地区

形成水平分工格局。

正如产业集群会促进产业发展一样，城市集

群式发展同样会有利于集群内部每个城市的发

展，国内外城市群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发达

地区和类似地区相比，江西目前缺乏以城市集群

为主体的经济增长区域。因此，从江西发展的长期

战略来看，除通过赣州、吉安、上饶等城市对接发

达地区外，还应积极构建城镇密集、空间相对集中

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和生态经济区，从而有利于培

育经济增长极，带动全省发展，促进长江中游经济

区的共同发展和中部崛起；同时与武汉都市圈、长

株潭城市群一起组建华中城市密集区，打造中国

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２． 构建长江中游经济区的战略支撑区

根据前面分析，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以及河

南南部在内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正在加速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今后１０年至２０年，围绕这一区域的

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和南昌将形成三大城市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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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大

南昌都市圈），形成华中三角形大都市密集区 简

称“（华）中三角”。构建南昌 － 武汉 － 长沙城市密

集区将极大增强区内各城市的竞争力，江西省会

城市南昌将成为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同时

带动环鄱阳湖其他城市以及宜春、萍乡等城市融

入华中城市群，形成江西北部城市密集区，提升江

西北部城市发展水平。据研究，华中都市密集区有

可能是我国第四大都市密集区，仅次于环渤海都

市密集区、长三角都市密集区和珠三角都市密集

区。

目前，随着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相继

成为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确立与建设以环

鄱阳湖城市群为核心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经提

升到全省和国家层面的议事日程上来，发展任务

十分迫切。

３． 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示范区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是中西部

地区新一轮工业化的难题。江西拥有尚未遭到严

重破坏的良好生态环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

是后发优势，因此，环鄱阳湖城市群组建与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构建贵在突出“生态”特色。生态经济

区就是用生态的理念和原理谋划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达到人与自然

和谐，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建立“两型社

会”一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构建也必须走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吸取沿海发达地

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通过新型工业化与新

型城市化，保护好未被污染的青山绿水 特别是全

国第一大淡水湖——— 鄱阳湖 ，实现环湖区域科学

发展，促进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健康崛起和可持续发

展。为此，要重点发展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光伏产

业、新能源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产业、特色冶金

和新材料产业、中成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

和现代家电产业、绿色食品工业、精细化工及新型

建材产业等支柱产业，以及现代生态农业、旅游和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以大型现代企业集团为龙头

基地，开展产品技术研发，创立知名品牌，形成营

销网络，建立生态型产业体系、产业集群和循环经

济型产业园区。通过新型产业园区吸纳就业，聚集

人口，拉动新型城市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

城市群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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