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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是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依托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中心拥有雄厚的研究力量，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产业布局
、区域公共政策及管理、城市群、城市经济规划、城市产业结构等。
从2003年起，该中心每年编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的主题是“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
，2004年的主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5年的主题是“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及统筹发展”
，2006年的主题是“长江经济带区域统筹发展及黄金水道。
建设”，2007年的主题是“中部塌陷与中部崛起”，2007年特辑的主题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城市
群规划”，2008年的主题是“西部大开发区域政策效应评估”，2009年的主题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
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2010年的主题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
该中心承担了大量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为地方政府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咨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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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经济上看，京津工业已经凸显以开发区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化趋势，而唐山是发展环
境和产业基础距离承接京津产业链延伸或作为生产基地条件最好的城市。
天津社科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韩士元认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信息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具
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物流中心。
唐山市是河北经济中心和新兴的大都市。
京津唐三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北京拥有知识经济优势，天津拥有加工制造
业和海运优势，唐山则拥有重化工业和资源以及港口优势。
京津唐经济区形成后，将极大地促进三方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总结起来，京津唐经济区的发展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京津唐地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密集区，
北京工业基础雄厚、门类较多、配套能力较强，支柱产业为汽车、电子，冶金、化工、纺织、机电等
行业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天津有冶金、机械、化工、电子工业构成的四大支柱产业；唐山是河北老工
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曹妃甸工业区也是国家首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
第二，综合科技实力全国第一。
京津地区是全国知识最密集的区域，拥有各类科研机构千余所，高等院校近百所，科技人员200余万，
人才优势显著。
第三，是中国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地带。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和通信枢纽，以北京为中心的陆空交通和通信干线可以
连接到世界各地；天津拥有国际性港口，开发区、保税区都起步较早；另外，秦皇岛输煤港对我国南
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大型企业相对集中，基础工业实力雄厚。
京津唐地区集中了最重要的全国大中型企业。
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公司、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渤海化工集团及天津无缝钢
管公司等大中型工业企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骨干企业。
尽管优势明显，但京津唐经济区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人口资源过度集中。
据2003年统计资料，京津唐城市密集地区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有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
唐山、秦皇岛和廊坊三个地级市，其中北京和天津的城镇人口约占京津唐地区城镇总人口的86％，造
成周边小城镇的经济实力、城镇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明显不足。
这一点与长三角和珠三角还存在不小差距。
第二，水资源不足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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