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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获得极大进展。
继20世纪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简称珠三角）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简称长三角）之后，在国家“十
一五”规划蓝图中，渤海区域（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在国家重点
规划指导和人们的热切关注下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初步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大引擎地区。
“十一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推进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和辐射整个“三北地区”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一系列国家政策和最新趋势表明，渤海区域将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发展“瓶
颈”，通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资源、环境、人才、科技等要素的全面整合，实现经济跨越式发
展。
　　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渤海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的天然禀赋优势，但渤海区域经济的纵深发
展却面临着资源开发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日益脆弱等“瓶颈”制约。
建设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如何处理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命题。
从发挥政府在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管理中的职能考虑，通过调整和完善政府宏观政策
法规，在国家立法层面为渤海区域合作和发展建设长效法制保障属于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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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基础以及所能提供的实践案例也十分有限，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考
验。
在研究过程中，对基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渤海环境区域立法的相关理论和具体问题进行了资料汇
总、系统归类、深层次分析和全面整合，并开展了调研和多方面的座谈工作。
研究人员倾入大量精力，从开展研究到最终成果的完成，其间经历了无数次论证和推翻，旨在对渤海
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渤海环境立法提
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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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污染越界转移　　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通，带来
经济便捷的同时，也会导致经济增长副产品的流动加速——资源输出和污染越界转移。
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区域内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促成“异质性”合作的可能，即区域
内各地区之间由于区位、资源、劳力、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而实现互补。
区域经济合作为相对落后地区带来的一大实惠是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以当地资源、劳动力优势，吸引
发达地区的充足资金、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等，拉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
本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扩大开放程度，加快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
可是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期，一体化程度还只体现在经济领域基层自觉合作的初
级阶段，受企业自身利益的驱动，或者存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寻租设租现象，有些地方
政府或企业急于求成，降低准入条件，片面以经济效益为主要指标可能会导致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
转移。
同时，由于发达地区环境保护制度日益完善，治污力度进一步加大，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大，部分制
造污染的企业可能在相对落后地区招商引资不规范的时期寻找到机会。
　　3.环境公平缺失　　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期带来新的环境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公平缺失现象。
长期以来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或忽视农村环境为代价，环渤海地区（其实这也是我国的普遍问题
）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
以北京市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为例，近五年来，北京市环保投资总量增长很快，1998年为49.3亿元
，2002年达到135.2亿元。
从1999年开始，北京市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均高于4％。
投资包括新建项目防治污染投资、老企业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三个方面
，这均不包括对农村的投入。
城区通过污水截流改善了水质，忽略了农村水质；城市通过调整工业和能源结构改善了城区空气质量
，但加重了近郊的空气污染；生活垃圾通过简单填埋，改善了城区面貌，而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
染加重了。
村镇布局不合理，村庄建设中乱占耕地、违规建房现象普遍，绿化、环卫的设施基本空白，城乡差别
在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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