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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均衡增 长是 区 域经 济发展 的 长期 发展 目 标
,

它 只 有通 过 非均衡增 长 阶段后 才能 实现
。

而 区 域开 发
,

从 其 空 间结构 的 演变看可 分 为 点 状 开 发
、

点 轴开 发和 网络开 发三 个阶段
。

中国的 区

域开 发
,

在 总体 上应 采取 点 轴开 发
。

而 时各个 具体 地 区 则要 因 地制 宜
。

一
、

区域发展与区域开发

区域 发展一般包括区域的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

扩 大
、

产业结构的演进 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等方面

的发展
。

而 区域开发是指为实现 区域发展 目标进 行

的一 系列经济性开发活动
,

包括开发形式和战略
、

采取的措施和 手段
、

以及 国家实行的区域政策
。

对

任何一个区域来说
,

其发展 目标主要是增长和均衡
。

它包括结构均衡 即结构合理化
、

空 间均衡和收入

分配的均衡 即福利 三方面
。

增长与均衡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
,

一个

区域要同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合理的经济均衡两

个目标是相 当困难的
,

国土厂
’

大的 国家尤其如此
。

现就有一 个发展 目标的取舍和协调问题加以分析
,

要么牺牲增长来保证均衡
,

要么牺 牲均衡来保证增

长 合理的经济均衡是指 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勿资源的充分
、

有效利用和 产业的合理配置 ③人

民福利平等的综合
。

据 国外学者研究
,

均衡与增长之 间存在着
“ ”

均衡度

⋯ 哩
增 长

均衡与增长关系示意 图

字型相关规律
。

如图所示
,

若 以 总量变化代

表一个区域经济增长过程
,

以人均 的 区域 差

异大小或经济生产在空 间 的集 中程度代表均衡度

差异越大
,

均衡度越小
。

由此可 发现 在经济发

展初期即 阶段
,

非均衡过程 即 区域 差异的扩大

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在经济 发展到一定

水平之后
,

即越过转折点
,

到达 阶段
,

均衡

过程即 区域差异的缩小同样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

条件
。

实际应用 中
,

则是如何准确确定转折点 的

问题
。

综 上分析可 以得出 任何发展中国家 也是

个 区域
,

在资金供给既 定而有限的约束条件下
,

要

达到增长与均衡两 目标之 间的协调
,

必须采取非均

衡增长的 区域开 发战略
,

我们把这种 区域开 发战略

称之 为区域重 点开 发
。

区域重 点开 发包括经济开 发

中重点开 发区域的选择和 区内重点产业的选择两 方

面内容
。

重点开 发区域的选 择
,

主要根据以 下原则

交通便利
,

从础设施较完养
,

具备经济迅速 发展的

自立条件 ②自然
、

经济资源丰富 经济发展潜 力

较大 ③目前和未来的 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作用及影响较大
。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

垂点开 发

区域是不断变化和渐进扩散的
,

即重点开 发区域具

有一定的 阶段性
。

而对 丁某一既 定的 区域
,

不管它

是重 点开 发区
,

还是非亚点开 发区
,

都必须选 择 取

点产业进 行 重点开 发或倾斜 发展
。

重点产业的选 择

依据 主要考虑以 卜方面
「

卜具有 区域 比较优势

云 目前和未来发展 中所形成 的企 业群体对 区域经济

发展的贡献度较大
,

其产业经济贡献度的人小 可用

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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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式 中 为某产业经济贡献度
「

为某产业

的区位商 为某产业经济贡献 系数
,

是指该产业经济指标综合值占区域全部

产业经济指标综合总值的比乖
,

可用加权

平均方法算出
。

逗产业的前向和后 向关联度大 ④有充分的市场容

量
。

由于 区域的比较优势是相对而变化的
,

而市场

容量总有一定的限度
。

因此
,

区域开 发中的重点产

业也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

争

二
、

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是个动态过程
,

它具有不同的发

展阶段
,

这些发展阶段所追求的增长与均衡发展 目

标又有着质和量的差别 而 区域的均衡增长只 有通

过非均衡增长阶段后才能实现
。

为 了便于分析起见
,

我们 以人平 为主要指标
,

把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 区域分为落后地 区
、

发展中地 区和较发达地区

三种类型
。

这三种类型
,

基本上相当于某些学者所

划分的经济稀疏区
、

经济密集区和经济重 心区
。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 区域
,

其区域开

发方式与空间组织形式也 各不相同
。

落后地区
,

采

取的是增长极点开发 发展中地区
,

采取的是点轴

开发 而较发达地区
,

采取的却是网络开发
。

这三

种开发方式
,

确切说是 区域开发空间组织形式 在演

变过程 中的三个不同阶段
。

它们均能使处于不同发

展水平的三类区域
,

在增长与均衡两发展 目标上取

得协调
。

从 区域开发动态过程看
,

任何一个区域的开发
,

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
,

然后 沿着一定轴线在空间

上延伸
。

这些点既 可以是一个城镇
,

也可 以是 由多

个城镇所组成的群体
。

每个点都通过投入和 产出方

面的联系
,

对周 围广大地区产生极化和扩散效应
,

从而形成一个力场经济空 间
。

点与点之 间的经济联

系及相互作用
,

其结果往往在空间上沿着交通线联

结成轴线
,

轴线的经纬交织形成经济网络
。

要促使

一个地区的经济迅速 发展
,

必须首先选择好重 点开

发轴线
,

并沿这些轴线配置一些增长极点
。

、

增长极点开发 落后地区或经济稀疏 区一

般采用该开发形式
,

如苏联的生产地域综合体
、

西

方的增长极
。

这类地区
,

往往具有较广阔的地域与

较丰富的 自然资源
,

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
,

交通不

便
,

自然地理条件较差
,

开发程度较低
。

区内经济

生产主要是第一 产业和 国内规模的制造业
。

中心城

市数 址少且规模不大
,

分 布零散
,

多为地方级小城

镇
,

缺乏能带动全 区发展的 中心城市
。

城市功 能 主

要是作为行政 中心
,

其次才是加工 中心
。

在建设 资

金十分有限
,

而基础设施建设又需要巨 额社会资本

投资的情况 下
,

要促进这类地区的经济开发
,

关键

之 点是 配置 一
、

二个规模 较大
、

增长迅速且具有较

大地 区乘数作用的 区域增长极
,

实行重 点开 发
。

这

些增长极能否发挥作用
,

既需要主导工业和推进 型

企业
,

又需要适 当的周 围环境
。

一般说来
,

在增长极中心
,

都有一种占统治地

位的大型推进型企业
,

它隶属 于主导工业
。

这种企

业可能是一个工厂
,

也可能是 各个企业所组成的群

体
。

主导工业和推进型企业
,

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

征 ①与其它部门有很强的工业内部联 系 前 向联

系和后 向联系
,

联系的力量 和重要性决定了其地区

乘数作用的大小
。

②通过大规模的供给投入和购买

产出来对其它企业的 生 产形成控制
,

导致企业群的

出现
。 ·

③企业规模大
,

增长迅速
,

对周 围环境 产生

巨 大的增长推动力
。

④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

并

具有动态的性质
。

适当的周 围环境是指那些有利于增长极 发展的

地理位置
、

交通条件
、

地区资源及其空间组合
、

经

济结构及经济活力
、

技术水平
、

社会生活习惯以及

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等等
。

增长极对周围落后地区的推动作用及经济影响
,

主 要 反 映在通 过极化效 应 和扩散效应形成的 力场

经济空间上
。

极化效应是指工业的推进 性增长引起

其它经济活动趋 向于增长极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首先出现经济上的极化
,

然后不可避免的导致地理

上的极化
,

从而获得各种集 聚经济 内部和外部规

模经济
。

扩散效应是指在一段时间内
,

增长极的

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 如对当地的购买
、

工

业联 系 而不断向周‘围地 区的发散
,

这些发散最终

将以收入增加的形浏对周围地区 产生较大的地 区乘

数作用
。

利用增长极来开发落后 地区或实施 国家工业分

散化计划
,

尽管有不少失败的例子
,

如 年代末
,

巴西政府在东北部沿海选择的萨尔瓦多
,

累西膝
、

福塔雷萨 但 由于它在下述几个方面已在西方世界

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而越来越被人们所注意
。

意大利

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 法国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
,

将工业活动从城市中心扩散到落后 地区方面 比利

时的西弗兰德
,

在鼓励经济发展的地理极化方 弧

巴西的马瑙斯
,

在引进外资开 发亚马逊 流 域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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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取得 了 显著的成就
。

、

点轴开发 发展 中地 区或经济密集区一般

采取这种 开发形式
,

如南朝鲜
、

台湾省
、

马来西亚

所 采取的沿海工业地带开 发
,

日本 年代采取的重

化 「业在太平洋沿岸地带的集 中开 发
。

经过第一 阶段的点状开 发后
,

形成 发展 中地 区

或 中等 发达地区
,

区内一般具有雄厚的物质技术 基

础 和 丰富的 自然 资源
,

自然条件较好
,

交通便利

人 口
、 一

业及 中小城镇往往围绕某个中心城市与水

陆交通干 线
,

形成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区域
。

要促使这类地 区 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

关键是选择好

重点开 发轴线
,

采取轴线延伸
、

逐步积累的渐进式

开 发形式
,

即 是沿若 玉点开发轴线
,

配置一些新的

增 长极 点
,

或对轴线地带的原有增长 中心
、

城 市中

心进行重点开 发
,

使其逐步形成 产业密集地带
。

重点开发轴线的数量不 宜太 多
,

一 般以一
、

二

条为宜
,

如南朝鲜的南部沿海地 区
、

台湾省的西海

岸
、

马来西亚的 马来半岛西海岸
、

日本的太平洋沿

岸 币点开 发轴线的选择
,

主要根据 以下原则 ①

以水陆交通 卜线 为依托
,

实现 产业布局与交通 运输

的空 间最 佳组 合 ②工业
、

城 市发展 已具有一定从

础
,

有较 大的 经济发展潜 力 任 自然 条件优越
,

农

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这是 工 业
、

城镇集 中发展的

从础
厂

资源特 别是水 资源丰富
,

或者 可供给性良

女

从世 界各国 区域开 发的经验来看
,

重点开发轴

线 一 般选择在沿江
、

沿海地区
,

这与世 界工业布局

的临江靠海趋势是相一致的
。

例如
,

美国 的冶

金 厂
‘ ,

新建的焦化 厂
,

甚至原子能
、

导弹工厂
‘

都建

在河边 从 川 一 年底
,

沿河建厂 的
一

厂己 超

过 万 个
。

西欧的莱菌河
,

近 年 已新建工厂

家
,

其 中西德钢铁垄断集团 个企业 中
,

就有 个

建在该河沿岸

严格 地说
, 』·

从轴开 发是一种地带开 发
,

它对区

域 经 济增 长的推 动作用要大 丁单纯的点状开 发
。

因

为点轴开 发在空 间结构 上是点与面的结 合
,

基本上

键现出
一

种立体结构和 网络态势
。

它 一 方面可 以转

化城乡二元结构
,

另方面又可促使整个区域逐步 向

经济网络系统发展
。

、

网络开发 较发达地 区或经济重 心区一般

采取这种开 发形式
。

这类地区一般是 由若干个工业

枢纽 和若干 个工 业城镇所组成
,

其物质技术基础雄

厚
,

资金
、

技木
、

劳动力密集
,

经济地位 在全 国举

足轻 乘
,

如我 国的沪宁杭地区
、

京津唐地 区
、 ·

辽沈

地区
、

菲律宾的 人 马尼 拉 区
、

巴西的
“

金 三 角
”

地

区

严格地说
,

这类地 区属 整治开 发区
,

它
一

方而

要对老 区进行整治
,

对部分传统产业进行扩散
、

转

移
,

或 国家采取工业分散化政策
,

以配合落后 地区

的增长极 点开发 另 方面又要全 面开 发新 区
,

以 达

到经济的空 间均衡
。

新 区的开 发
,

一般也是采取点

轴开 发形式
,

而不是分散投资
、

全 面铺开
。

这种新
、

旧点轴的不断渐进扩散和经纬交织
,

将逐渐在空间
口

上形成一个经济网络体 系
。

较发达地区之所以采取网络开 发形式
,

主要有

以 卜两个原因

第一
,

由于 区域整体经济已达到高度 发展 阶段
,

即越过 了转折点
,

这时经济的空间均衡即 地区差

异的缩小 就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同时
,

资金供给对 区域开 发的约 束已不象前两个阶段那么

明显
,

区域经济力已 允许或能够全 面开 发新区
,

进

行大幅度的 区域空 间结构调整
, 以便促 使区域经济

逐步趋 向均衡
。

第二
,

极化效应所 产生的集 聚规模 经济是有其

限度的
,

当区域经济在少数点
、

地带上过度集 聚
,

将导致一 系列
“

膨
一

胀病
” ,

如交通紧张
,

能源
、

电力

短缺
,

用地
、

用水困难
,

环境质量下降
,

公 共服务

成本及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迅速增加等等
,

这 又将使

集 聚产生的规模不经济超过集 聚带来的 利益
。

同时
,

在国外
,

企业为了分摊风险
,

正在向多产品
、

多工

厂
、

分散化的方向发展
。

对企业家说
,

集 中带来的

外部经济重要性 正在逐步下降
。

如果说 点状开 发
、

点轴开发是 以集 中化为特征的话
,

则网络开 发是 以

分散化 为特征的
。

三
、

关于我 国的 区域开发问题

在我 国的 区域开 发问题上
,

学术 界对沿海与内

地问题
、 “

三线
”

问题
、

集 中与分散问题 以及均衡

布局 问题等进行 了长期的 争论
。

由于对均衡布局有

不同理解
,

国家又 没有制订一个完整切合实际 的全

国 区域规划
,

也没有 比较科学完善的 区域开 发理 论

指 分生 产实践
, 以致使在区域开 发中出现 许多大人

小小的失误
,

走 了一些弯路
。 一 年

、

以 年

代末到 年代初
,

以及粉碎四 人邦后在
“

洋跃进
”

的思想影响下
,

我 国工业布局出现的三次
·

人 分

散
” ,

布局 上严 重脱离现实条件
,

大搞
‘’

遍地开花
” 、

“

星 罗棋布
” ,

。多年来
,

我 国 从 建 投资在沿海和

内地的分 配关系上
“

三进 三出
”

的
“

钟摆运 动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魏后凯 伏域开 发理 论研 究 川

区域开发
‘ 、

的这些例 了
·

,

值得深思 依托 烈增 长极 以原有城 市为从础
,

调整产业结构
,

我 是 个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的大国
,

其 自 然 爪点发展 卜汁 ,化 业和推进 型企
、比 定向发展

,

把儿

地理环境
、

技 术经济条件
、

资源及 其区域组 合的 区 建成 为国家某种工业恭地和 地仄经济的 起动 中心
域旅异极 大

厂

既 有
‘

东西部的沿海和内地问题
,

又 有 资源综合开发型增长极
。

以地 区优势 资源的综 合

城 乡之 间的 二元结构问题
,

这是我 国区域开 发中必 开 发利用为从砒 建立矿 业
、

水电
、

农林牧 业 生产

须 泞先考虑和 而对的 客观现实
。

在 日前我 国建没纂 中心及加 工 制造 中心
,

如攀西地 区
、

三峡地 区
、

黄

金既 定而 又 卜分有限的条件 下
,

是选择高速 度经济 河上游地 区
。

洲出口 它睁型增长极
。

引进外资和 国

增长和投资效益的最优化
,

把有限的资金投 放在具 内外先进技术设 备
,

发展 出口 导向型农业及 业
,

备经济迅速 发展 自立条件的少数 地 区重点开 发呢 建 立外 向型增长极
。

这种增长极是把对外开放和 地

还 是漠视 区域 差异这一 客观现实
,

采取
“

撒 胡 椒 区开 发有机地结合于一体
,

通过引进外 资弥补落后

面
”

的分 配 方式
,

以牺牲投资经济效 益为代价来在 地 区开 发的资金不足
,

通过技术创新和 出口 促进落

低水 平上维持全 国 各地 区 的 平衡经 济增 长昵 运 用 后 地 区的经 济迅速增长
。

沿海沪 宁杭地区
、

渤海湾

前面的区域 开发理 论
,

我们只 能作出第一种 币
卜

点开 经济圈
,

经济发达
,

交通 便利
,

工 业
、

城镇
、

人

发的选择
。

从全国看
,

应把沿海地 区
、

长江流域 地 密集
,

原材料供应紧张
,

用地
、

用水困难
,

已开始

区
、

陇海铁路干线地区作为我 国 目前的三大 国家级 出现大城市
“

膨胀病
” ,

可采取网络开发形式
。

这要

重点开 发轴线
,

并对轴线的某些城镇中心
、

工业 中 对原有大城市集 聚区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
,

扩散
、

转

心予 以重 点发展
。

这三大 轴线的重点开 发和不断 向 移部分传统产业
,

重点开 发新技术
,

发展新兴 产业

纵深 方向的扩散
,

一方面它 能实现我 国经济的高速 要在全 区范围内进行地域结构调整
,

即在周围 地 仄

增长和资金的有效 利用 另
一

方面
,

它又 有利 东西 全面开 发新区
,

选择新的重 点开 发轴线
,

进行点轴

向的横 向经济运 动
,

有利 于大西南
、

大西北的未来 式开发
,

以便使新 旧点轴联结成完 整的 区域经济网络

大规模开 发
,

也有利 于全 国统一 市场和 整体经济网 体 系
。

处 于 中等发展水 平的其它 地 区
,

如闽粤沿海

络系统的形成 对 于各个省的 区域开 发模式
,

应根 纳区
、

中部地区
、

川 中地区
、

关中地区
,

可选 择一
、

据 各 自 的 具体情况加 以选择 西部落后 及边远地 二 条区级重 点开 发轴线
,

进行 点轴开 发
。

区级重点

区 中地 区
、

关中地 区除外
,

经济落后
,

交通 开 发轴线
,

既可 以处于全 国重点开 发轴线以内
,

如

不便
,

但地域辽阔
、

资源丰富
,

可通过增 长极 点的 福建的福州 —
一

泉漳厦 轴线地区
、

广东的潮山
—开 发来促进和扩大非增长极 地 区的 发展

。

在区域开 深圳
、

广州
、

珠海轴线地 区 又可 以位于全 国币点

发时
,

首先要根据当地的 自然
、

经济环境条件及 资 开 发轴线之外
,

如湖南的 岳阳

—
长潭株

—
衡阳

源优势
,

选择适 合本区 发展的增长极类型 城市 轴线地 区
,

这是 由各区的具体条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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