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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谈】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指出，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减少地方政策保护，

促进公平竞争，缓解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要通过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支撑带”

区域内省市功能的明晰定位，加快形成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建议》要求在深入落实东北振兴

政策摆脱增长率垫底局面的同时，加快新疆、西藏等经济底子薄、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区域发展。《建议》在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同时，指明了“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方向。那么，在2016年——

“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区域发展如何决策，如何定位，应关注哪些问题，我刊特邀请几位学界名家围绕相关

问题谈谈他们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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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 支撑长期中高速增长

魏 后 凯

“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区域发展（四篇）

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发展阶

段的转变，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增速减缓、结构

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发

展阶段。这种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后的必然结果，它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性。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

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新常态的

首要特征，增速减缓主要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在新

常态下，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已从过去的

10%以上下降到8%以下，进入6%—8%的中高速增

长区间，2012—2014 年平均增速为 7.6%。其中，

2012年和 2013年均为 7.7%，2014年为 7.4%。2015
年前三季度累计增速又下降到6.9%。

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经济保

持中高速增长”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新的目

标要求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全国来看，

要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6.5%以

上。在“十三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

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这是当今世界高度

关注的重大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我

以为，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完全有能力也有

条件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态势。当然，要确保实现

这种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在继续抓好沿海地

区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

构建以沿海沿江沿线沿边经济带为骨架的纵向横

向经济轴带体系，激发各地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巨

大潜力，逐步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区域增长格局。

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

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沿海经济支撑的。按照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在 1979—2013年间，中国各地区

生产总值（GRP）增长有60.4%是依靠沿海经济拉动

的。沿海经济带GRP占全国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

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在不断提升，从1967年的48.4%
提高到2003年的61.4%，增加了13.0个百分点。可

以说，经过改革开放后 30多年的大规模开发建设，

目前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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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支撑带。但是，随着发展基数的增加和转型升级

压力的加大，近年来沿海经济增速已开始放缓，其

GRP占全国的比重由 2006年的 61.4%下降到 2014
年的 57.6%，减少了 3.8个百分点。很明显，在中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要保持有质量的持续

中高速增长，单纯依靠沿海地区已经远远不够，急

需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新的国家级增长极和

经济支撑带，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开发的新格局。

所谓“多中心”，就是要积极培育世界级、国家

级、区域级三级城市群体系，使之成为支撑中国经

济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成为吸纳新

增城镇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在这三

级城市群体系中，第一级为世界级城市群，包括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4个城市群，它们均

有条件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增长极。其中，珠

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在 2020年以前有条件

培育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在2030
年之前有条件、有能力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

第二级为国家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海峡西岸、

辽中南、哈长、中原、江淮、成渝、关中—天水、北部

湾、兰州—西宁 10个城市群，它们均有条件建设成

为国家级的增长极；第三级为区域级城市群，包括

冀中南、东陇海、太原、呼包鄂、黔中、滇中、宁夏—

沿黄、天山北坡、藏中南地区 9 个城市群（或密集

区），它们有条件建设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区

域级增长极。这三级城市群构成的增长极体系，预

计可以吸纳60%左右的城镇人口，从而成为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中

高速增长的核心区。

所谓“网络开发”，就是要在继续巩固提高沿海

经济带的基础上，加大沿江、沿线和沿边开发开放

的力度，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城市群和节点城市，积

极培育形成一批新的经济支撑带，构建以沿海沿江

沿线沿边经济带为骨架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体

系。沿海经济带目前已处于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

段，其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但仍然具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和潜力，今后重点是加快全面转型升级的步

伐，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其全

球影响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

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

快粤北和东西两翼、苏北、浙西、闽西、鲁西等地区

开发，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积极开辟沿海地

区新的发展空间，挖掘新的增长潜力。

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快推进沿江、沿线和沿边

经济带的规划建设。在沿江经济带中，长江经济带

是最有条件建设成为继沿海经济带之后主导中国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支撑带，其发展空间和巨

大潜力主要在中上游地区。要依托黄金水道和陆

路交通干线，以上海、武汉、重庆为极核，以长三角、

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为主体，实行上中下游

联动，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共同繁

荣。珠江—西江经济带横贯粤桂、上联云贵、下通

港澳，未来战略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巨大，也有能力

和条件建设成为主导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

要支撑带。在沿线经济带中，从国家层面看，当前

重点是加快推进南北向的京广经济带、京九经济

带，以及东西向的以陇海—兰新线为依托的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沪昆经济带的规划建设。沪昆经济带

依托沪昆铁路、沪昆高速和沪昆高铁，将长三角地

区与大西南有机地连接起来，其发展空间和潜力巨

大。此外，在“十三五”期间，还应将沿边经济带建

设纳入国家战略规划，继续推进实施兴边富民行

动，抓紧启动沿边公路规划建设，依托重要边境城

市和口岸，建立一批沿边增长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讲的中高速增长，

是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的，并不是指各地区都要保

持整齐划一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事实上，中国地域

辽阔，各地区经济特点、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

差异很大，其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

人均收入水平看，2014年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四

省市人均GRP已超过 1.3万美元，进入了高收入经

济行列；而贵州、甘肃、云南、西藏则不到5000美元，

刚刚跨过中等偏下收入经济的门槛。从工业化和

城镇化阶段看，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沿海地

区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

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有的地区还处于工业

化和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这

种“双加速”时期通常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因

此，从区域层面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多

元化的格局，一些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将

呈现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增长态势，而广大中西部落

后地区仍将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对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而言，继续保持地区经

济的高速增长态势，既是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必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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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是其缩小与沿海地区之间差距、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实现同步全面小康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

障。很明显，如果中西部落后地区不能实现更快的

经济增长，与沿海发达地区同步跌入中高速增长状

态，那么这些地区就不可能实现跨越赶超，也就难

以实现中央提出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同步全面

小康的目标。确保这些地区实现更快的增长甚至

高速增长，是实现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重要保障。当然，中西部地区的这种更快增

长，应该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更有质

量、健康地快速增长。

总之，在新常态下，多中心网络开发和多元化

增长格局，将激发各地区的内生活力和巨大潜力，

由此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中高速增长。如果这种

活力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各种潜力能够得到充分挖

掘，在未来 20年内，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持持续中高

速增长态势，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和稳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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