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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从多年的平稳、高增长态势一下迈入了一个艰难的发展期。
是本年度区域发展历程的突出特点。
2006年以来，区域经济迈入产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型期。
世界性金融风暴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波与区域经济转型周期高度重合，从各区域实体经济的反映看
，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这场全球危机对我国、特别是对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生怎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区域如何
应对、求得发展，是2008-2009年本报告的主题。
为了能够抓住各区域应对二种力量博弈出现的真实变化，我们在编撰的着力点上和以往有所不同：一
是对于外部冲击所造成的经济下滑给予及时、准确的反映。
为此，不仅全国，就是地区的经济统计数据，也同样要尽量向2008年底逼近，以示各地区受影响的程
度差异和时滞。
二是既注意地区经济运行的整体波动，同时也注意观察行业。
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行业在产业链上与世界经济接轨是一个更深入的分析点。
可以看到，我国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链并未全部与世界经济挂钩。
显然挂钩与脱钩的行业所受影响大不一样。
三是在看到宏观数据下滑的同时，注意国家政策撬动下微观经济体行为变化。
可以观察到，在险恶的形势下，转型首先是从企业开始的。
这种具有趋势性的微观行为，虽然从统计上不能立即得到反映，但是其代表了经济运行的未来走势。
总之，本报告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透视以上变化的。
宏观统计数据反映了2008年全年各区域经济运行方方面面走势，特别是下半年震荡、下行的态势。
但是，过程面并非一片暗淡。
政府和企业合力“危”中抓“机”，在微观经济体中频频爆发出以自主创新为主轴，迅速启动转型抗
“冬寒”的耀眼亮点。
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上上下下涌动着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大规模改变发展方式的驱动力量，这种蓬勃而
出的活力预示着我国崛起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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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空前震荡的一年，也是宏观政策适时调整、出台密度最大的一年。
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从多年的平稳、高增长态势一下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发展期．这是本年度区域
发展历程的一个突出特点。
世界性金融风暴，对我国．特别是对东部、中西部区域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各区域应如何应对危
机，求得发展，是本报告今年的主题。
    本报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透视区域经济动态。
宏观方面的统计数据反映了2008年各区域经济走势，特别是下半年震荡、下行的态势；而在微观经济
体中，处处可见以自主创新为主轴．迅速启动转型抗“冬寒”的耀眼亮点。
在政府和企业合力”危”中抓“机“的努力中．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一种调整、升级产业结构，改变
发展方式的蓬勃活力，预示着我国崛起的另一次冲刺。
    我国是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受影响国，但是仔细解读各区域的应对行为和实践，我们有充分
理由相信：中国将率先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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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体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1990-1991年被聘为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
199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获市委职业道德先进个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北京经济的周期、动态趋势分析和预测
；人口与就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决策与政策仿真试验。
曾参与并主持多项大型课题研究，包括20世纪80-90年代的北京经济发展战略研究、21世纪的北京奥运
经济研究、国家和北京的人口计生战略研究、领衔北京就业与人口及空间布局、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
调发展研究等课题。
曾主编从1993-2007年的《北京年度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首都发展报告》；主编从2004年至今的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活动和成果曾多次获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除以上主编的首都和区域发展报告外，主要学术著作还有：Trend und Zyklen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in der VR China 1952 bis 1988；《北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研究》；《中国经济潮——增长与波动》；《
经济思想史话》；《现代经济数学基础》等。
魏书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首都经济、区域经济。
近年来先后参加的重要研究项目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北
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三大都市密集
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北京市发改委招标的“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
发展研究”、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委托课题“北京产业基础和结构变化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
在联系”等，主持了北京市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重大课题招标项目“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
的功能定位与作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区域蓝皮书）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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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篇中国区域经济30年的发展与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
时期，改革开放解放了旧体制下长期压抑的巨大潜力，推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近25万亿元（249530亿元），是1978年的15倍，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居
第四位。
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布局相应大跨度拓展，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等一起不断优
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的强劲动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正朝着区域发展协调性日趋增强的方向前进。
回望走过的路径，它不是径情直遂的一条直线，而是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走着一条曲线形
的“捷径”。
一、“两个大局"先富帮带后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轨道上来。
早在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医治“文革十年”遗留创伤之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个“新办法”、“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①，这就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②。
随后小平同志将先富帮带后富的理念，发展为“两个大局”的完整构想。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
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每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③。
如果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从时间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时序安排；那么，“两个大
局”，就是从空间上对疆域广袤的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宏观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关联
的战略部署。
按照“两个大局”，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的战略思想，从20世纪八十年初
开始，先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起步；继而，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上海、宁
波、广州，直至北海市的14个港口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比照执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随后又陆
续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厦（门）泉（州）漳（州）闽东南地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辟为沿
海经济开放区，海南设省建经济特区，直至九十年代初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开放；这样，通过点一
线一面的结合，在东部沿海地区，构筑起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依托区位和侨乡等优势，加快引进国
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有效地发挥了对外开放的门户与窗口作用；率先改革、率先开放
，尽快融人国际经济的大循环，抢抓住了战后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多途径、多方式
的承接，使东莞、昆山、慈溪等地一大批昔日的农村，用十余年时间，迅速成长为工业基地、经济重
镇，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内地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逐步扩大出口，从轻纺消费品起步，到机电产品
直至成套设备，换回当时国家紧缺的外汇，引进先进技术与装备。
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前行的三驾马车，带动了广大中西部地
区的发展，和沿（长）江、沿（陆地）边（境）与内陆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使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梯次推进中逐步形成。
20世纪八十年代，内地经济亦有较快发展，特别是中、西部众多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对支持东部沿
海地区加快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终因区位、自然和历史基础条件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通过经济体制转轨和差别政策的双重放大，到
九十年代初期，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所扩大。
面对寻求加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捷径伴生的国内社会成本显现之时，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
方谈话”中，着重论述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由第一个大局过渡到第二个大局，对前一
个问题他明确指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可以设想，在本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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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①；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到（第二大
局）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②。
熟悉我国经济布局演变史的都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时，由于占用老
工业基地积累过多，甚至将企业的基本折旧误作“财政收入”投入新区建设，曾给沿海和东北老工业
基地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小平同志的叮嘱，正是提醒以后两个大局转换时要充分吸取的历史教益。
根据小平同志上述深邃思想，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1995年9月）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中，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指导方针之一，并制订了相应举措①。
到世纪之交，当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相继提前实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及时地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为新世纪我
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从多方面拓展了新的空间。
西部大开发从2000年起全面启动，标志着“第二个大局”拉开了帷幕。
二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走向协调发展之路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了“支
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决策。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随后还
编制、公布了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三市二盟②145万平方公里广袤地域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自世纪之交以来，在整
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陆续推出的重大战略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成为
在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指针。
党的十七大，除重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还将“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
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纳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重要内容。
以下试以“14484”方式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内涵和主要要求概述如下。
一个目标。
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与标志，首先是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义务教育、卫生防疫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均等化，既反映了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的
普惠度，又从源头上决定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不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多方面差距中需优
先着力缩小的根源性差距，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
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
从“七五计划”开始，我国经济区域划分就采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三分法”一直沿用到“
十五”计划，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改按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即西部地区12省（市，区）（重
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东北3省（辽宁
、吉林、黑龙江），中部地区6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东部地区10省（市）（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
依托“四大板块”的空间架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
从国家全局需要和不同区情出发，提出不同区域各自的定位与发展重点，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
四类主体功能区。
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
不同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不同主体功能的区域，分别承
担经济开发、集聚人口或生态维护等不同功能；后两类主体功能区承担、完成生态功能，将得到规范
的经济补偿。
八类重点支持区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就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从财政政策等方面予以
支持；从“十一五”规划期开始，将三峡库区、资源枯竭型城市、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亦纳入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点支持地区。
为落实十七大报告关于“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决策，将设立针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财力
性转移支付，调整资源税负水平，增加资源开采地的财政收入；建立规范的资源开发补偿和衰退产业
援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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