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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 

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为代表的旧式区域发展战略，本质上

是利用行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践行区域均衡主义。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

但从区域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与

此同时，旧式区域发展战略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

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

配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看，“集聚性”和“非均衡”更为主流。联合国 2009 年世界发

展报告中也指出，不平衡增长与区域和谐发展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关键就

在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近年也开始调整区域政策，逐步突破了原有的四大板块和省级行政区

划，进行了跨区域的新型空间形态重构，着重推进经济带协同、城市群协同两

个方向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重塑了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 

从战略思路上看，新的区域战略不再过度使用行政手段来促成四大区域间

的均衡发展，而是重新审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鼓励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和提高

配置效率。先撬动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再通

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同，让各大城市群在市场力量带动下共同发展。 

从落实方式上看，新型区域发展布局突破了原有的四大板块和省际行政区

划，通过缩小区域政策单元提高了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同时明确地区和城市的

战略定位，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 

尽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仍长路漫漫，但这或许是一条更科学、更尊重经济

规律的发展道路。 

 

 

 风险提示：政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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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为代表的旧式区域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利用行

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践行区域均衡主义。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从区域间的实际

发展情况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与此同时，旧式区域发展战略

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

惠政策，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看，“集聚性”和“非均衡”更为主流。联合国 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

也指出，不平衡增长与区域和谐发展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 

中国近年也开始调整区域政策，逐步突破了原有的四大板块和省级行政区划，进行

了跨区域的新型空间形态重构，着重推进经济带协同、城市群协同两个方向上的区域经

济一体化，这重塑了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 

从战略思路上看，新的区域战略不再过度使用行政手段来促成四大区域间的均衡发

展，而是重新审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鼓励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和提高配置效率。先撬动

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再通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同，

让各大城市群在市场力量带动下共同发展。 

从落实方式上看，新型区域发展布局突破了原有的四大板块和省际行政区划，通过

缩小区域政策单元提高了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同时明确地区和城市的战略定位，实现差

异化竞争和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 

尽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仍长路漫漫，但这或许是一条更科学、更尊重经济规律的发

展道路。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变迁 

由于所处历史阶段和发展理念的不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多次调整。 

（一）1949-1978 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较为恶劣，前有美国包围封锁，后有中苏关系恶化，为了保障中国的国土和产业安全，

有将工业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客观需求。 

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各区

域走向了低效均等化，没有充分释放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活力。 

（二）1978-1993 年：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后，在反思均衡发展战略利弊的基础上，中国区域经济战略转向以对外开

放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要

允许一部分地区生活先好起来，带动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

展”，这一表态标志着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向。 

“六五”计划（1981-1985 年）后，政策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特别是在东部

省市设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给予其外商准入、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

引了大量外商投资，这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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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非均衡战略的引导下，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腾飞，也带动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发

展。1978-1993 年中国名义 GDP 增长了近 9 倍，其中东部地区的 GDP 占比从 43.6%提

高到 50.1%。 

与此同时，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迅速扩大。1978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约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1.7 和 1.8 倍，1993 年扩大到 2.1 倍和 2.2 倍。 

（三）1994-1999 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0 版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劳动等

生产要素自然地向东部地区集聚。因此，不再需要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反而是区域分

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决策层关注。 

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政策重心开始转向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注重调动中西

部经济活力，缩小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1994 年印发的《90 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产业布局原则为 “既要继续发

挥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并加快其发展，又要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

两者差距”。 

“九五”计划（1996-2000 年）中更是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

展差距，并制定了多方面措施，如优先在中西部地区进行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引

导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中央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 

（四）1999-2014 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2.0 版本 

进入新世纪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不断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细分的

区域性发展战略不断推出。1999 年、2003 年和 2004 年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自此中国经济版图被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

块，针对各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差异化规划，采用不同政策指导。 

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可以发现，三大区域战略的政策思路较为清晰，且一以贯之，整

体的政策框架变动不是很大。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大区域战略有一些相同的举措。首先是都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交通、能源等。其次是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倾斜，给予这些地区资金支持。

最后，三大战略中都提到了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和引进人才、提高区域开放水平、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等方面的内容。 

图表 1: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相关重要文件和政策 

类别 时间 相关政策和文件 重点任务 

西部大

开发战

略 

2000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财税金融优惠

政策、土地使用优惠政策、加强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巩固和加强农

业基础地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科技教育、增强公共服务

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

外开放水平等。 

2001 年 8 月 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2002 年 2 月 “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 

2004 年 3 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 

2006 年 12 月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2012 年 2 月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2017 年 1 月 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 

 2003 年 10 月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企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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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

兴战略 

2007 年 8 月 东北振兴规划 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工

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推进资源

型城市经济转型、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加快发展

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保护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等。 

2009 年 9 月 进一步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2 年 3 月 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 

2014 年 8 月 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 

2016 年 4 月 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11 月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

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 

2016 年 11 月 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 

中部崛

起战略 

2006 年 4 月 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 巩固粮食生产基地地位、提高能源

原材料基地发展水平、壮大现代装

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实力、加

快发展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基

础设施网络、推动重点地区加快发

展、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强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大力推进改革创

新、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2009 年 9 月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2012 年 8 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12 月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整理 

但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三大战略的政策也各自有所侧重。 

比如西部地区因地理环境复杂，导致交通状况长期以来都大大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

这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极为强调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2005 年以来西部地区的公路建设投资大多数时候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速，而且

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考虑到西部地区生态脆弱，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也出台了

非常多的诸如退耕还草、还林等生态保护措施。 

图表 2: 西部地区的公路建设投资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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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则一因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二因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三因毗邻

东部、市场广阔，因此有较好的发展制造业的区位条件，中部崛起战略对中部地区的一

个重要定位就是“先进制造业中心”。受政策支持带动，2006-2018 年间，中部地区制造

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13%提升到 25%，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占比也有较大提升。 

此外，中部地区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政策也特别强调要实现中部

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巩固其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 

东北地区有相对完备的工业基础，但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单一产业结构，以及历史

遗留下来的所有制问题，导致其转型动力不足，经济效率低下，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 

因此东北振兴战略的侧重点在两方面，一是理顺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国有企业

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同时改善营商环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在做强传统产业的同时，注重推进信息化、技术创新以及新兴产业培育。 

二、旧式区域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仍存在显著发展差距 

不可否认，旧式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确实加快了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建设步伐，

促进了其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但在战略实施的这 20 年，政策效果

并不理想，各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显著的差距。 

第一，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地区的 GDP 占比提高并不显著，东北地区的 GDP 占比

甚至在不断下滑，而东部地区 GDP 占比则长期在 50%以上。 

图表 3: 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地区的 GDP 占比提升并不显著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Wind（注：各区域的省份划分按照统计局标准） 

第二，尽管各区域的人均 GDP 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

2000 年东部与西部的人均 GDP差距约为 7000 元/人，2018 年扩大到了超过 4 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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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东部地区与东北、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绝对差距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Wind（注：各区域的省份划分按照统计局标准） 

第三，区域内部各省间的发展差距也并没有缩小。我们将人均 GDP 差率，定义为区

域内人均 GDP 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人均 GDP 之比，来衡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可

以发现，1978 年到 2018 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人均 GDP 差率都并没有明显收窄，

其中西部在 2002 年到 2009 年，还从 2.6 上升到 3.6。 

图表 5: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也并未缩小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Wind（注：人均 GDP 最大差率=区域内人均 GDP 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

的人均 GDP 比值） 

除了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外，旧式区域发展战略还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旧式区域发展战略有两大关键，一是以转移支付为核心的财政安排，二是倾斜于落后地

区的优惠政策，前者主要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问题，后者则带来了资源要素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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