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东西差距呈现缩小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差距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3

个阶段：

（一）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东西差距缓慢增加

（1978—1992年）

这一阶段为实验期，主要通过给予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特殊的经济政策，探

索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等方面

的改革。经济特区的成功改善了投资环境，引进了

外商投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开辟了中国通向世

界的通道，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

（二）三大地带间差距迅速扩大（1993—2002年）

这一阶段是中国市场经济全面建设的起步时

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拉开了新中国

全面开放的序幕，东部地区率先开展了全面的体制机

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东部地区生根开花，人

才、资金等要素进一步向东部地区转移，带动了东部

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要素流出及

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性，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发

展活力不足，造成三大地带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

（三）四大板块间差距持续缩小（2003—2018年）

这一阶段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阶段。国

家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政策以发挥

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地区开放力度为主，有效发挥了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优势、中部

地区的区位优势，促进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

地区的快速发展。

二、南北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差距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3

个阶段：

（一）南北差距缓慢增大（1978—1995年）

1978—1995年，南方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北

方地区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5

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有9个位于东南

沿海地区，引领东部地区发展与南方地区发展的区

域格局基本重合。

（二）南北差距微幅缩小（1996—2013年）

1996—2013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广，北

方地区也实现了全方位开放，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国家战略的深入

实施，南北差距保持了稳中微降。

（三）南北差距急剧扩大（2014—2018年）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体

制改革的南北差异，是导致南北方地区区域经济差

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经历了高—

低—高—低的演变过程，区域差距明显缩小。东西

差距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且出现了区域分化等新问题。南北差距虽呈现扩大

的趋势，但仍低于东西差距，属于适度范围。南北差

距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远小于东西差距，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仍将长期表现为东西差距问题。

三、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政策调整建议

区域差距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长期性，区域协

调发展是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要全面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

更高质量迈进，必须客观认识区域经济差距，及时调

整现有区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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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宏观区域政策的针对性

瞄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要求，从全国的

角度出发，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差

异化的宏观区域政策。一方面，针对四大板块的发

展实际，制定宏观区域政策。东部地区既要做好产

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以创新

推动优化发展，也要率先做好三次产业间的结构平

衡，谨防过度去工业化。西部地区要以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为基础，以破解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两大

关键问题为切入点，充分发挥西北地区的资源优势

和西南地区的产业优势，塑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中

部地区要发挥交通区位优势和粮食生产优势，进一

步构筑现代基础设施新网络，放大纵横联通优势，实

现全方位开放，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

东北地区要以有效提升发展活力、内生动力和整体

竞争力为目标，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结构调整，推动

创新创业。另一方面，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制

定宏观区域政策。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促进沿长江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发展。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沿边地区发展。

（二）加大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

策支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

国区域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这是国家对区域发展

格局的重大调整，能够优化北方地区经济结构和空

间结构，带动北方地区协调发展，有效缓解南北差

距扩大的趋势。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

生态环境脆弱等是制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国家既要加大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力度，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又要通过

发挥黄河流域创新能力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支持黄河流域各省份创建一批国家级创新平

台和综合试验区，加快提升创新能力；支持黄河流

域积极推进双向开放，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汇集

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支持黄河流域

加快资源型产业升级步伐，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构建黄河流域区域创新体系。

（三）建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构建“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

的新区域发展模式，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弱化

其虹吸效应，形成大中小城市体系合理的城市群，建

立中心城市、城市群、区域互动的新途径和新机制。

一要逐步打破行政区划封锁，弱化行政手段，突出市

场手段，促进城市群之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谋求

更高层次的融合发展，激发不同城市群的发展活

力。二要抓准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明

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构建核心城市引领、中等

城市支撑、推动其他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市群高

质量发展格局。三要支持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

呼包鄂榆城市群等北方城市群发展，加快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以“点”带“面”，加快城市网络化建设，增

强辐射带动力，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四）建立精细化区域发展政策体系

国际区域发展实践和理论表明，区域分化和区

域政策体系化是区域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建立各

个地区的特色区域发展政策体系，应充分考虑区域

发展特点，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细化区域政策尺度，

以提高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才等政策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各个地区针对各自区域发展的突出问

题，出台差别化、精细化的政策和规划意见，填补区

域发展漏洞，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另一方面，构建区

域发展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立区域发展风险识别

和预警预案制度，做到及时掌握，动态调整。将大数

据监测和信息平台用于区域发展水平测度，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均衡、人民生

活大体相当的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牛树海，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

济学博士。

（摘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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