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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部关系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魏 后 凯

我国地城辽阔
,

人 口 众多
,

地 区差异极大
,

协调发展在我国是一

个重要 而又艰 巨 的任务
。

本文通过对我国地 区产业 结构差异
、

地域分

工与区 际贫易格局
、

产业 关联及产业 要素流动 等的深入 分析
,

揭示 了

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
共生 ”关 来等区城经济运行机制

,

进 而对建立 以

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新型 木中西 部关系提 出 了新见解
。

作者 魏后 凯 中 国杜会科学院工业 经 济研究所

一
、

区际 贾易格局与区域经 济运行机制

根据技术经济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
,

一

可把我国划分为东
、

中
,

西三大 地带 ①
。

这三大地带
,

无论是 自然环境
、

资源条件
,

还是技术经济水平等都相差甚大
。

从总体上看
,

土地和 自然矿产资源偏集于中西部
,

呈西多东少的态势 , 而产业
、

人 口 与城镇
、

技术偏集于

东部
,

技术经济水平呈现出东高
、

中中
、

西低的梯度分布态势
,

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
、

中部

中等发达地区
、

西部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等级的区域经济格局
。

这种资源和技术经济在空间

上的双重逆向梯度分布
,

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战略抉择的基础
。

建国以来
,

我国采取 了试图改变这种双重逆向梯度分布的区域平衡 发 展 战 略
,

并按照
“

资源互补
”

或
“

产品互补 ”的原则来组织区域经济体系
。 “

资源互补 ” 或“ 产品互补
”

是指在旧

体制下
,

以部门管理来代替区域管理
,

各个职能部门分割区域经济
,

并在其内部 开 展 地 域分

工
,

即各职能部门在中西部开发资源
,

然后把资源运往东部加工制造
,

而东部的加工产品又

再返回到中西部销售
。

这样
,

东
、

中
、

西部之间的区际贸易
,

实际上是一种在各职能部门内

部进行的
、

缺乏竞争的产品互补
,

而不是商品交换
。

这种现象
,

无疑在 我 国 东
、

中
、

西 部之
‘司

,

形成
一

个沿着产业链而进行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
,

即中西部生产初级产品及其粗加工产

品
,

而东部再对这些产品进行深加工
。

这种垂直地域分 三
,

又形成了我国东
、

中
、

西部超稳

态的地区产业结构和纵向的产业关联
,

以及在这 一产业 关联
一

的特有区际贸易格局
。

而既有

的贸易格局
,

又往往成为人们评判地域分工是否合理的经验标准
,

从而掩盖了隐藏于区域经

济休制中的深层矛盾
。

矛 学术界对东
、

中
、

西部地区的划分存在争论
。

出于取得数据的方便
, 么文用国家 “ 七五 ” 计划的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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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剖析这种
“

产品互补
”
型的区际贸易格局

,

以及建立在这种区际贸易格局之上的区域

经济运行机制
,

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东
、

中
、

西部的内部深层产业结构及其产业关联作进一步

的分析
。

与全国第三产业普遍落后相对应
,

三大地带的建筑业
、

运输业
、

商业都比较薄弱
,

而且

各地所 占比重相差无几
,

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程度甚低
。

年
,

建筑业
、

运输业
、

商
业三大产业部门在国民收人中的份额

,

全国为
,

东部为
,

中部为 , 西部

为 ①
。

东
、

中
、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轻重的差异
。

东部农轻重均较

发达
,

轻工业所占比重大
,

重工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
,

制造业又以产品深加工为基本特征
,

其产业为轻重农型结构
,

农轻重的产值比为 。
。

中西部农业和重工业所占比重

大
,

轻工业比较落后
,

重工业又以采掘
、

原材料工业为主
,

制造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为基本特

征
,

其产业为农重轻型结构
,

农轻重产值比例分别为 和 。 。

某

些省区上述特征更加突出
。

如 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沿海的广东
、

福建
、

浙江
、

江苏
、

上海分别为
、 。 、 、 、 ,

而中西部的甘肃
、

山

西
、

宁夏
、

黑龙江分别仅为
, 、

写
、 。

再从采掘工业产值与重工业

产值的比重来看
,

中西部的新疆
、

黑龙江
、

山西
、

宁夏
、

内蒙分别为
、 、 、

、 ,

而东部的浙江
、

江苏分别只有
、 。

我国东
、

中
、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这种悬殊差异
,

是与其区际地域分工格局相联系的
。

而这种地域分工格局基本上是一种以资源和技术经济的空间逆向梯度分布为基础
,

按照资源

农产品与采掘
、

能源及原材料工业 —加工制造业进行分 工 如烟 草 —制烟业
、

羊毛

及粗加工 —羊毛制品 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
。

这种垂直地域分工格局
,

对区域产业结构产

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促使地区产业结构趋向超稳态化
,

从而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化
。

因为
,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

我国区域经济的运行
,

是在价格扭曲前提条件下
,

通过中央下达指

令性计划这一行政机制即中央对各地方政府的差别约束而完成的
。

就中西部地区而言
,

中央

的严格约束主要集中在产品产量方面
,

尤其在为东部补缺的那些能源
、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增

加量方面 , 而对于东部地区
,

中央的硬约束主要集中在财政上缴额的逐年递增方面
。

这样
,

国家通过中西部能源
、

原材料产量的增加来保证东部生产的顺利进行 , 通过实现东部财政收

人的稳定增长来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 包括中央对 中西部省区的财政补贴
。

由于条块分

割
,

缺乏竟争机制
,

因而
,

无论东部地区
,

还是中西部地区
,

都缺乏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技术

结构高级化的动力机制
。

这无疑促进了一种超稳态的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
。

二是在东
、

中
、

西邵之间形成了纵向的产业关联
,

进而形成在这种产业关联下的 “
产晶

互协 ” 型的特有区际贸易格局
。

就纵向产业关联本身来说
,

它与横向产业关联一样
,

都极为

重要
。

问题是
,

这种纵向的产业关联在东
、

西部发生空间错位
,

特别是中西部某些省区的大

型原材料部属企业
,

其产业联系主要是与东部的纵向关联
,

而与当地其它行业的横向关联极为

微弱
。

以这种纵向的产业关联为基础
,

又在我国东
、

中
、

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
产品互补

”

型

的区际贸易格局
。

中西部各省区每年向东部调人大最的木材
、

煤炭
、

原油
、

电能
、

建筑材料
、

① 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

均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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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工原料
、

原毛
、

皮革和烟叶等 东部则把大量的机械设备和轻纺工业产品 运 往 中 西

部
。

据统计
,

年东部从中部调人煤炭 万吨
,

片东部消费量的 , 从中部调人原油

。万吨
,

占东部原油消费量的 , 调人电 亿度
,

七东部电力消费量的 调人木材

万立方米
,

占东部木材消费量的
。

而据有关部门测算
,

东部轻纺产品产量的 调出

给西部
,

调出给中部甄
可见

,

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国内区域经济循环基础之上的
“

产品互补
”
型区际贸易格局

,

导致了我国原材料销售市场与加工品销售市场发生东西向的双重逆向倾斜
,

即原材料由西向

东流动
,

而机械
、

轻纺等加工产品由东向西流动
。

建国初期
,

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

的限制
,

这种区际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
,

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曾经起过相

当大的作用
。

但是
,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

特别是 年实行双重模式转换以来
,

它又

逐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
。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

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一般比中西部内地雄厚
,

制成品出口 创汇能力也

相对较强
。

实行开放政策以后
,

在利用外贸
、

引进技术
、

出口 创汇留成
、

财政税收以及投资

审批权限等方面
,

国家都给予了沿海地区较大的政策优惠
。

然而
,

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迅

速增长的消费需求
,

以及国内高档消费品定价过高而导致的巴口 与内销利润的较大差异的牵

引下
,

沿海地区发展出口 产业
、

参与国际分工的动力不足
,

其结果
,

东
、

中
、

西部企业在极

不公平的条件下相互开展争夺市场
、

原料的竞争
,

将导致东部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

而中西部的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萎缩
。

东部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

在上梅
、

浙江表现得

缓明显
。 “
六五 ” 期间

,

上海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
,

国民生产总值年平递增
,

而这种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大推动的 ②
。

斜纽上海市外贸出曰 额 为

亿美元
,

而 年则下降到 亿美元
。

中西部地区生产 勺的萎缩现象在某些省区也开始出

现
。

一 年
,

四川
、

云南
、

陕西
、

甘肃
、

山西
、

湖北六省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都出现下降趋势
,

其中山西下降比重最大 见表
。

表 中西部某些省区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四

⋯
云 ,

⋯
陕 西 、 , ‘ 山 西

⋯
湖

’

。

八曰亡」口
心

冉匕︸八

蛇
。

‘、

‘

第二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
、

地区权限的扩大
、

以及财政
“

分灶吃饭
” 、

地区承

包
、

分税制等的实施
,

蕴藏于这种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内部的东
、

中
、

西部各省区间的利益

冲突和贸易摩擦日趋突出
。

这主要表现在
,

各地方政府都有使其区内产业结构自我体系的完

整
、

独立化倾向
。

为了保护本地区非优势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

各地方政府不惜用行政和其他

① 数据来源干国家计委地区计划局
、

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 《 亡。。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预测和定且分析报告

初稿 》 , 年
。

② 陈郁
、

杨雄 《从结构非对称到结构推动 》,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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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外堵内卡
,

筑成种种
“

非关税贸易壁垒
” ,

强制本地商业部门优先收购
、

销售本地产商品
,

抵制外地价廉质优产品流人
,

限制本地原材料流出
。

据调查
,

从石狮到深圳竟有 处关卡
。

二
、

东
、

中
、

西 部关 系的模式转换与区域经济发展

传统计划体制下
,

我国东
、

中
、

西部的关系
,

实际上是在价格扭曲前提条件下 , 通过中

央财政
“

中介 ”而形成的一种单一纵向的价值转移 —收人分配关系
。

一方面
,

通过扭曲的价

格机制
,

形成商品价值由西向东转移 , 另一方面
,

又通过中央财政再分配机制
,

形成国民收

人由东向西转移
。

我国现行价格体系极不合理
,

大多数轻工业产品价格偏高
,

重工业产品价格偏低
,

矿产

品和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明显偏低
。

价格的严重扭曲
,

加剧了各产业部门资金利税率的差异
。

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 元
,

轻工业为 元
,

重工业为 元 ,

其中煤炭采选业为 一 元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元
,

烟草工业为 元
。

这样
,

在

东部的轻纺产品
、

制造业产品与中西部的能源
、

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相交换的区际贸易格

局下
,

将形成双重利润机制
,

促使转移价值从西向东流动
。

一方面
,

中西部在向东部输出能

源
、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过程中
,

每年都有大量价值因价格不合理而转 移 到 东 部
,

另一方

面
,

东部高价返回的制成品还要把一部分中西部的价值带人东部
。

价格扭曲以及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差异
,

又导致我国自解放以来就已形成东部国民收

人出超
、

财政收支盈余
,

而西部国民收人人超
、

财政收支亏损的全国支援西部的格局
。

年
,

西部地区国民收人生产与使用差额和财政收支逆差分别为 一 亿元和 一 亿元
,

到

年则分别上升到 一 亿元和 一 亿元 表
。

从实物形态看
,

东部实现的国民收 人 出

超部分
,

通过物资调拨或商品出售形式
,

调出给西部
,

调出给中部 ① , 从价值形态

看
,

则通过上缴财政和横向投资等方式流人中部和西部
。

而东部财政收支的盈余部分
,

通过

上缴给中央财政
,

再由中央财政用补贴的形式来弥补中西部的财政亏损部分
。

这样
,

通过财

政渠道
, 就形成国民收人由东向西转移

。

东
、

中
、

西部之间的这种单一纵向分配关系
,

具有许多弊病
。

我们知道
,

我国财政收人

表 东
、

中
、

西部国民收人生产与使用差颊和财政收支状况 亿元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国民收人生产与使用差额

财政收支差额
。

。

。

一 。

一 。

国民收人生产与使用差额

财政收支差额

一 一

一 一

① 国家计委地区计划局
、

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侧部 , ‘ 。。。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预侧和定 分析报告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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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来源于工商税收
,

因而
, 一个地区的工业实力及 亡业结构直接影响着地区财收 人状

况
。

对西部地区来说
,

价格扭曲和结构羌异而形成的价值转移 较低的资金利税率
,

加 址原

来基础就较薄弱
,

致使各省区的财政收支大多数人
一

不数脸
,

毖域经济缺乏 自我发展能力
一

如

果我们剔除中央财政再分配的影响
,

以区内国民收 人生产额私消费额的差值与国民收 人的比

值即实际积累率来表示区域自我增长能力
,

就能充分地说明这 一点
。

年
,

东部地区的实

际积累率为落 了 , 中部为
,

而西部只有 。 其吟青海
、

西藏
、

宁夏
、

广西
、

内

蒙
、

贵州均小于
,

云南
、

陕西
、

新疆
、

江西小 于 。 。

在这种情况下
,

为了保证 “ 互补

型 ” 区域经济得以运转
,

国家只有通过财政渠道进行国民收 入再分配
,

即利用东部的财政上

缴额来弥补西部的财政亏损额
。

这就意味着中央对各地六政户进行差别约束
,

而这种差别约

束又导致各地方政府有着极为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特征
。

东部各省区为了保证财政上缴任务的

完成
,

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延扩大价高利大的加 工业方面
,

以尽量获取双重利润来最大

限度地增加自身的利税
。

中西部某些 省区
,

由于中央对其财政约束较松
,

导致地 方 政 府 经

济核算概念甚差
,

对自身的财政收人增长缺乏足够的关心 而国家的连年财政补贴
,

又滋生

了严重的依赖思想
,

并形成一种 “ 输血 ” 机制
,

从而致使地区经济发展陷人恶 性 循 环 的境

地
。

改革以来
,

随着市场机制的引人
,

横向经济联合的失展
,

以及地区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

实施
,

东
、

中
、

西部的关系
,

正在由单一纵向的统配模式向纵横向结合的双重模式转换
。

区

域横向经济联合的迅猛发展
,

冲破了原有僵化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
,

一

大大推动了产业要素的

空间流动
,

从而有利于各要素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

据统计
, 飞 年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物

资协作金额为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而 年的物资协车金额为 。多亿元
,

比 年又

增长 了 倍 ①
。

从东西横向投资来看
,

自 年以来
,

东部的上海
、

北京
、

天津
、

辽宁
、

山东
、

江苏
、

浙江
、

广东等省市与西部的新疆
、

甘肃
、

宁夏
、

陕西
、

青海
、

四 川
、

贵州
、

西

藏等省区达成并落实了 万多个经济技术协作项 国
。

西部从东部引进开发资金近 亿元
,

引进人才 万多人 ②
。

这样
,

东部从西部得到了 天 量的原材料
,

而西部得到了 大 量 的 资

金
。

但是
,

在中西部原材料东向流动和东部资金
、 、 才城 向汪动豹总趋势背后

,

也有相 当一

部分中西部人 不
、

资金发生东向回流 这 主要是 由 于午六场丈量作用下所产生的区域累积效

应的结果
。

区域累积效应是指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
,

产业要素向经济增长迅速和资金利润率

高的地区集聚的趋势
。

这种集聚趋势
,

是不以人犷了的意决
、

为转移的
,

它能获得较高的效率和

集聚规模经济 同时
,

它也会导致各地这之间差异的犷大 纪
。

近几年来出现的西部资金东向画流
,

主要是以金融系统笼中介
,

以信贷资金存差的方式

流向东部
。

据对我国西北甘肃
、

青海
、

新疆
、

宁夏四 省区的统计
,

银行系统长期以来形成巨

额存差
。

年底
,

四 省区银行存款余额累计达 亿元 贷款余 额 仅 亿元
,

形成 亿 元

的巨额上存资金
,

占其存款余额的 邸
,

相当于同年中央财政补贴的 倍 ③
。

其原因

主要是西部地区对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
‘

卯

功

心人民 日报 》海外版 了年 月 日
。

‘经济参考 , , 年 月 了 卜 。

彭纯等 ,

我国经济发展中东西部资金流动间题初探 》, ‘开发研究 , 轰 筑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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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投资姗求不足
。

西部地区的银行存款
,

绝大部分是区外流人资金形成的
。

中央对

地方财政的补贴加上中央在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
,

每年流人西部地区的资金数量很大
,

这些

资金流人后存人银行增加了财政性存款
,

分配给企业
,

又增加了企业存款
,

其中有相当大的

一部分是工资
,

最后储蓄存款也增加了
。

同时
,

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低
,

有些地区甚至低于

银行利率
。

如 年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
,

西藏为。 元
,

青海为 元
,

宁夏为 元
,

陕西为 元
,

新疆为 元
。

改革以来
,

由于我国平均利润率机制初步形成
,

这无疑导

致了西部地区对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
。

除非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贴息贷款
,

否则
,

贷款的需

求低于存款的增加
,

信贷资金以存差的形式流回东部是很难避免的
。

第二
,

消费燕求不足
。

尽管中西部某些省区人均全年生活费收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但

由于轻工业产品长期供应不足
,

人均全年生活费支出占生活费收人的比重相对较低
, 因而居

民储蓄率较高
。

据抽样调查
,

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全年生活费收人为 元
,

相当

于全国平均水乎的 , 而人均全年生活费支出占生活费收人的比重为
,

低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
,

其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为 元
,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

农民

人均储蓄余额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

与旧体制下形成的单一纵向的统配模式一样
,

这种纵横向结合的双重模式也是建立在国

内区域循环的基础之上
。

因而
,

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处理好我国东
、

中
、

西部之间的

关系问题
。

较为突出的是
,

国家实行财政 “ 分灶吃饭 ” 以来
,

大大增强了各级地方政府对利

润的追求和增加财政收人的关心
。

增加财政收人动机和 “ 双重利润 ” 机制的双重推动
,

在要

素市场和竞争机制发育仍不完善以及缺乏推动产业结构重组的产业政策措施的情况下
,

地区

产业结构趋同化实难避免
。

东部地区尽管因能源
、

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使 的企业开工不足
,

但近几年铁合金
、

电石
、

毛纺等高耗能
、

高耗原材料工业
,

不但得不到压缩
,

反而继续外延

扩展
,

其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
。

而中西部尽管技术水平较低
,

彩电
、

电冰箱
、

洗衣

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却遍地开花
,

其区内产业结构的完整
、

独立化过程正在加速
。

由于

财政收人增长指标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
,

因而
,

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各自的财政

收人增长
,

往往不惜手段 ,

树立各种各样的 “ 非关税贸易壁垒
” ,

对地区资源
、

技术和 人 才

进行封锁和垄断
,

从而阻碍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和要素的流动
。

三
、

建立新型的东
、

中
、

西部关 系和 区域经 济格局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我国东
、

中
、

西部之间的关系
,

是一种既相互依赖
、

相

互促进 , 又相互制约的 “ 共生 ” 关系
。

要建立新型的东
、

中
、

西部关系和区域经济格局
,

既

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
,

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开发
,

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
,

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
,

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

经济结构
。

要实现这一目标
,

我们必须协调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区城目标与战略选择

均衡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双重目标
。

这双重 目标
,

就开发投资来说
,

追求均

衡目标
,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
、

合理均衡地布置经济生产
,

逐步缩小各地区在社会
、

经

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区域差异 , 而追求效率目标 ,

就是求得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最佳

投资效益
。

因而
,

是优先均衡目标
,

还是注重效率目标
,

或者追求保证效率前提下的均衡目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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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则意味着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
。

建国 多年来
,

我国在选择国家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时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都没有处

理好效率
一

与均衡的关系
。 工 压 一工 了 牟

,

我国投资趁地区分配主要是根据地区平衡发展么 一

原则来安排的
。

这一 时期
,

尽管国家对中西部的开发投 人了大量的资金
,

但从所获得的区域

发展 目标来看
,

既牺牲了效率目标
,

又没有实现均衡目标
一

实际上采取的是 一种以
“
双牺牲 ”

为代价的平衡发展战略
。

年以来
、

国家的投资重点
一

始戮向洽海地达
,

然而
,

又 从一个

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
,

我们注重了效率
,

却放弃了均衡
。

从效率目标来看
, “

一五 ”
时期

,

国家重点抓了以鞍钢为中 心的东北工业基地
、

以武钢为

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
一

工业基地的建设
,

注意了集聚经济效益 但在从

沿海向内地推进的速度上
,

步子迈得过快
。

在这 年内动工的易 个大型工业项 目中
,

有 沁

个 建在内地
,

只有 个 建在沿海
。

这一时期的资金产出率为
。“
三五

”

提出要发挥沿海的作用
,

但土 年的 “ 大跃进 ” 打乱 了原有部署
,

各地追求建立独立完整的

地方工业体系
,

大中小项目遍地开花
,

致使宏观效益很差
,

资金产出率 为 负
。

, 年

又提出备战
,

在
“ 三 五 ” 、 “ 四五

”

时期搞了 “ 三线
” ,

花了
、

多亿元的投资
,

两个时期内地投

资的比重分别增大到 和
,

其效益较 “ 一五 ” 时期大幅度下降
,

资 金 产 出 率为
。 “ 五五

”

后期到 “ 六五
” ,

投资的地区重点向东转移
,

地且布局也作了新 的 调整
, 一面

发挥沿海地区的潜力
,

一面有步骤地开发中西部
,

宏观经济效益开始回升
,

资金产出率提高

到。
。

然而
,

自
“
六五

”
后期以来

,

国家的投资重点急剧向 东倾斜
,

年全民 基 建投资

的内地与沿海之比为
,

二者大致保持平衡 而 年这一比例却上升为 班 见

表
。

表 全 民 基 建 投 资 的 地 区 分 配

内地与沿海之比
逻半书甚毕干斗斗兰岑撰

工工 甘 氛
。

匕丫丫 。 日日 , ,

哎哎

再从均衡 目标来看
,

一 , 了 年
,

东部与幸部的 龙距
,

社会总 么值扩六 了
、 ,

, ,

人均

国民收入扩大了
,

而国民收 人维持不变 表 、 一 。

东邻与西部的差距
,

社会怠六债
、

国民

收人和人均国民收人分别扩大了
、

和
。

王 日年国家的投资重点转向沿海地区以来
,

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扩大化过程开始加速
。

一 只 年
,

社会总声值
、

国民收 人
、

人均

国民收人的东西部差距
,

均扩大了
,

这几乎相当于 一 年 年内扩大 的 数字
。

如

如果国家继续推行 年以来实行的过度倾斜发展战略
,

那么
,

东
、

中
、

西部地区发展的不

平衡过程将会急
‘

剧加速
。

因而
,

要全面协调效率与均衡 二目标之间的关系
,

中央政府应采取

适度倾斜政策而不是过度倾斜政策
。

动态比较利益与地城分工

一般说来
,

地域分工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个不同的侧面
。

垂直分工是指沿着产业

链进行的地域分工
,

而水平分工是指在各产业链之间所进行的地域分工
。

一个落后地区由自

给自足经济转变到发展商品经济
,

首先参与的必须是垂直地域分工
。

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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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垂直地域分工才会通过因技术引进或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实现地区产

业结构高级化
,

并逐步转变为水平地域分工
。

地域分工的这种转变
,

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

现 一是顺着产业链方向由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到资源加工品的生产和 出口 , 二是逆着产

业链方向由进 口原材料进行组装加工到整机自己生产和出口
。

表 我国东
、

中
、

西部地区不平衡的扩大 亿元

年年 份份 指 标标 东 部部 中 部部 西 部部 东中西部之比比

社会总产值值
。 。 。 。

国国国民收人人
。 。 。 。

人人人均国民收人人 , 。 。

社会总产值值
。 。 名 。 。

国国国民收人人
。 。 。 ,

人人人均国民收人人 , 。 。

社社会总产值值

国国民收人人

人人均国民收入入

注 西藏为 年数字
。

长期以来
,

我们对如何发挥地区优势和建立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问题
,

相当大程度上受

着亚当
·

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静态分析法的影响
。

时 至 今 日 ,

还有许多学者运用这种静态的比较利益观点来分析我们所处的动态的经济世界
。

从这一观点

出发
,

在我国东
、

中
、

西部之间按照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建立垂直的地域分工体系
,

似乎

是合情合理的
。

事实上
,

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

而是一个可变的因素
。

经济相对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地区
,

可以通过技术引进
、

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改变地区

之间各种商品的比较成本比率
,

并提高自己的实际收人水平
。

对沿海地区来说
,

技术力量雄

厚
,

完全有能力发展高精尖产品
,

而发展一般性产品将意味着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

但是
,

中西部地区实行资源转换战略
,

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

我国价格

体系严重扭曲
,

而最近几年价格改革停滞不前
,

这可能促使各地方政府竞相发展那些价高利

大的非优势主导产业
。

第二
,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关税
、

汇率等来保护或促进具有动态比较利

益的主导产业的发展 , 而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
,

由于要素流动相对比较自由
,

实行资源转换

战略以后
,

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不惜采取种种手段
,

进行地区封锁和垄断
。

第三
,

由于我国

目前基本上还缺乏利用资产增量来推动资产存最实现 自我改造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
,

东部地

区现有高耗能
、

高耗原材料产业的空间转移的实现也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
,

这可能加剧东
、

中
、

西部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
。

为此
,

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区域产业

政策
,

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宏观控制和协调
,

包括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
。

本文责任编料 王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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