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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是 21 世纪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遵循区域经济增长阶段演进

规律、立足于全国发展大局所做出的科学抉择。 在此战略引领下,东部地区自 2006 年进行了一场主动和有组织的

经济发展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需因应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而作出调整。
按照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部署,建议东部地区要健全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加快

形成新型产业结构、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层次、优化空间发展格局、发挥和创新制度优势,争取到 2035 年左右在全

国率先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全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到
2050 年率先全面实现现代化,为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同

时,建议国家研究制定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编制相应的区域规划和制定配套的区域政策,并在国家层面

建立相应的领导协调机制,以确保该战略更有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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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 21 世纪国家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

划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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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冶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这是

新世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 (1)
国家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把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确立为区域发展战略导向,放弃了改革

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导向(孙久文等,
2017) [1] 。 (2)国家将全国划分为西部、东北、中
部、东部四大战略区域,放弃了自“七五冶计划以来

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经济空间组织

方案,确立了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3)针对西

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战略区域,分别提出了针

对性的发展战略,即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

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 这 4
个区域战略共同组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改变了此前仅有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其他区

域缺乏针对性战略指引的局面。
作为一项区域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自

提出以来已经有 10 年有余。 然而,与西部大开发战

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相比,东部地区率

先发展战略在学术界少有人问津。 笔者以“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冶为主题检索中文文献,发现仅 3 篇相

关的学术文献(陈耀,2006;刘惟蓝,2014;肖金成等,
2015) [2 - 4]。 由此可见,关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

的学术研究与东部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及

作用是极不相称的。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东部地区。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东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全

国的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在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的历史

性贡献。 21 世纪如何科学地认识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战略?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究竟对近 10 多年

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东部地区是

否在全国层面上实现了率先发展? 在新时代,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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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率先发展? 东部地区率先

发展战略如何完善及创新?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必要性和有效性的科学判

断,也关系到东部地区在新时代如何率先发展、如何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本文拟运用

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

分析。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中,东部地区包括的省市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这是本文东

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所覆盖的区域范围。

一、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安排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是国家在 21 世纪所做

出的一项区域发展战略安排。 如上所述,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战略是在 2006 年作为国家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而提出来的。 因此,我们首

先需要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中理解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根据国家《十一五规

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 《十三五规划纲要》等

重要文献,分析、阐释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内

容及实质。
(一)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坐标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虽然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

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国家在谋划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时则是将其始终置于如图 1 所示的战略坐标之中来

决策的。 这表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出台是由

国际和国内 2 个相互作用的战略因素共同决定的,
并随着这 2 个战略因素的变化而调整。

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
国际和国内 2 个方面的战略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看,东部地区作为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实力在四大战略区域中

最强,对外开放的程度最大,自然要代表我国参与更

高层次的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增强我国的国际竞

争力。 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

的高速发展,产业层次低、技术水平低、生产效率低、
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等对经济

增长的结构性约束日益凸显,全国经济发展内生出

了转型的需求。 与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相比,这些

结构性问题在先行发展的东部地区表现更为突出,
经济发展转型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因此,选择东部

地区,探索经济发展转型的道路,积累经验,为西部、
中部、东北的转型提供参照,就可以发挥引领全国经

济发展转型的作用。

图 1摇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坐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摇

(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概要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虽然是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相并列的区域发展战

略,但是,国家并没有为此制订专门的区域发展规划

或区域发展政策。 与之不同的是,国家关于西部大

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先后制订了

相应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见表 1)。 因此,我们

仅能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 《十二五规划纲要》
《十三五规划纲要》等重要文献中分析东部地区率

先发展战略的要点。
综观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 《十二五规划纲

要》《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

内容,可以发现,国家对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安

排聚焦于率先实现经济发展转型。 具体从经济发展

动力、产业结构调整、体制机制、开放发展、可持续发

展、空间重点与全国及其他区域关系等方面,对东部

地区率先发展提出了指导和要求(见表 2)。
摇 摇 由表 2 可知,国家对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

安排是明确的、较为系统的和连贯的,主要具有以下

4 个特征。
第一,从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

争力、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2 个方面,标
定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坐标,从而确立了东

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方向。
第二,确定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重心是

在全国率先实现经济发展转型。 (1)提高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由过去的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2)调整产业结构,实现

产业升级。 目标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新型产业结构。 (3)扩

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
(4)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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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1摇 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规划及政策

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规划 区域发展政策

西部大开

发战略

《“十五冶西部开发总体规划》(2002 年)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冶规划》(2007 年)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冶规划》(2012 年)
《西部大开发“十三五冶规划》(2017 年)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

[2000]33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 (国发

也2004页6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0]11 号)》

东北振兴

战略

《东北地区振兴规划》(2007 年)
《东北振兴“十二五冶规划》(2012 年)
《东北振兴“十三五冶规划》(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

若干意见(国发也2009页33 号)》
《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

(国发也2014页28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

干意见(中发也2016页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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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 也2016页
62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

实施方案(2016—2018 年)》

中部崛起

战略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 2009—2015
年)》(2009 年)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三五冶 规划》
(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

[2006]10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国办函也2007页
2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业 实施意见》
(2010 年)
《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国发也2012页43 号)》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政府部门网站发布的信息整理

制,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强调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 重点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建设生态环境。
第四,确定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空间重点。

在“十一五冶“十二五冶“十三五冶这 3 个不同的时期,
都明确了东部地区发展的空间重点及其发展任务。

除了上述 4 个方面之外,国家要求东部地区在

率先发展中要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带动中部、西部、
东北经济发展,促进四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引领、
支撑全国经济发展。

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理论逻辑

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伊始到 20 世纪末,东部

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全国的区域发展重

点。 在这个时期,尽管国家《九五计划》提出了促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但自“六五冶计划以来的

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直到 1999 年底,这种区域战略格局才发生了变化。
于 1999 年 11 月 15—17 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作出了“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冶部署,
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转移至西部地区。 相应地,东部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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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国家五年规划对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安排

五年规划 《十一五规划纲要》 《十二五规划纲要》 《十三五规划纲要》

战略导向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经济发展

动力
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自主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产业结构

调整

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

长方式转变

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

和服务业,着力发展精加工和高端

产品。 发展现代农业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

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着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

先进制造业

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引领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全球

先进制造业基地

体制机制 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开放发展

促进加工贸易升级,积极承接高技

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提高外

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

加快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
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可持续

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

力度,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文明程

度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等方

面走在前列

空间重点
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

海新区,海峡西岸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江苏

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
峡西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海南国际旅游岛

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泛珠

三角区域,珠江—西江经济带

与全国及

其他区域

关系

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
更好发挥对全国发展的支撑引

领作用,增强辐射带动能力

摇 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整理

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开始逐渐淡化。
为控制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日益失衡的发

展局面,响应内地对加快发展、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的强烈要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从 2000 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

战略的重大调整期。 除了在 2000 年正式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之外,2003 年国家提出和实施了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2004 年,国家又提出和

实施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到 2005 年,包括西

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在内的

新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基本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1 年发布的国家《十五计划》里,关于东部地区发

展,仅是“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冶。 到 2006 年,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则提出了鼓励东部地区率

先发展。 由此,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初步确定,东
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有了新的明确的战略

指向,即率先发展。
笔者认为,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国家遵循区域

经济增长阶段演进规律,立足于我国 21 世纪发展大

局,在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方面所做出的科学抉择。
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演进规律(Hoo鄄

ver 等,1949;陈栋生,1993) [5 - 6]。 覃成林等(2017)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把一个区域经济体的增长阶段

划分为如图 2 所示的 3 个阶段[7]。 指出,在技术水

平一定的条件下,一个区域经济体的增长过程将依

次经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

阶段。
当一个区域经济体进入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阶

段时,其经济增长将面临 2 种可能的演进趋势。 一

种趋势是,该区域经济体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建构一

种新的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或者经济结构,也包

括空间结构),从而进入新一轮类似图 2 所示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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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区域经济增长阶段变化的“典型冶形态
摇

长过程淤。 另一种趋势是,该区域经济体没有主动

地进行结构调整,则其经济增长将因结构问题而陷

入衰退。 该区域将因此而成为衰退型区域,如萧条

区。 在各区域经济体之间,之所以出现这两种前途

迥异的趋势,关键是一个区域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进

入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阶段时,能否主动、及时地进

行结构调整,实现发展转型。 如果一个区域经济体

在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阶段主动、及时地进行结构

调整,实现了发展转型,那么,其经济增长将呈现第

一种趋势;反之,就将出现第二种趋势。

淤摇 在这种情况下,该区域经济体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往往与第一轮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存在一定的重合,所
以,其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时间并不一定像第一轮第一个阶段那样长。

就东部地区而言,改革开放促成其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 到 21 世纪初,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了 20 多年。 与此同时,以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和

资源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增长动能开始衰

减。 图 3 显示了 1996—2005 年四大战略区域的劳

均 GDP 增长率变化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在 20 世

纪后期,东部地区的劳均 GDP 增长率总体上是明显

高于西部、中部和东北的。 但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
东部地区的劳均 GDP 增长率在总体上则是低于其

他 3 个战略区域的。 这表明,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

阶段在 20 世纪末基本结束,开始进入了增速减缓和

结构调整阶段。 这个变化与上述区域经济增长阶段

的演进规律是基本吻合的。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迎来

了决定未来命运的战略抉择。 如上所述,根据区域

经济增长阶段演进规律,摆在东部地区面前的选择

有 2 个:一是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努力进入新一轮的

增长周期。 作出这个选择,意味着东部地区要进行

较为艰难的结构调整,承受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
对于国家而言,东部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

撑区域。 2005 年,东部地区占全国 GDP 的比例为

55郾 6% 。 此时,东部地区进行结构调整,对全国经济

图 3摇 1996—2005 年四大战略区域劳均 GDP 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4》
及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数据

计算
摇

的持续增长也必然带来增速下降的压力。 另一个是

不进行结构调整。 其可以预见的结果是,经济增速

不会马上出现大幅下降,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

用不会在近期内减弱。 但是,这个选择必将对东部

地区长远发展产生严重危害,对全国经济长远发展

也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从长远的战略全局看,东部

地区必须选择主动进行结构调整。 这是唯一正确的

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出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冶的战略安排是科学的。
这个战略安排遵循了区域经济增长阶段演进规律,
利用这个规律,引导东部地区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目
的是使之顺利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预防其“滑
入冶衰退轨道,重蹈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覆辙。 在国

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关于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突出强调了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冶。 与之相配套的是,东部

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冶“率先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冶。 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核心是结构调整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以自主创新

为动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制度保障。 其

实质就是自觉的发展转型。
在此,有必要指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

中,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相对于西部、东北和中部地

区而言的。 纵观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到 20 世纪末,西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一

个阶段,即缓慢增长阶段。 到 21 世纪初,西部和中

部的部分地区才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覃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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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6) [8],尚未遇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所存在的

问题。 东北地区则在计划经济时期走过了快速增长

阶段,成为全国的制造业基地。 改革开放之后,东北

地区实质上进入了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阶段。 但遗

憾的是,因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东北地区未能

及时、深刻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而陷入了结

构性衰退。 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值得很好吸取的

教训。 所以,从探索发展转型的经验看,东部地区的

发展转型谓之“率先发展冶。

三、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成效

自 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东

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已有 10 余年。 尽管这个战略

只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十
三五规划纲要》里有具体的体现(见表 2),没有配套

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但毫无疑问其对近 10 多年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产生了全局性、持续性的

战略引领作用。 那么,时至今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效? 对此,笔者将重点从经济发

展动力转换、新型产业结构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
空间发展格局变化等 4 个方面,分析东部地区率先

发展的成效。 需要说明的是,率先发展是个比较概

念。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相对于西部、中部和东北

地区而言,所以,笔者主要采用与西部、中部、东北地

区进行比较的方式,分析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成效。
(一)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简单的要素驱动、资本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首要任

务。 这里,笔者选择从创新投入及产出 2 个方面,分
析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动力转变的情况。

图 4 显示,自 2006 年以来,东部地区的 R&D 经

费支出占 GDP 比例始终高于西部、东北和中部,总
体上与后者的差距持续扩大。 2016 年,东部地区的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为 2郾 6% ,分别比中部、
西部、东北高 1郾 2 个百分点、1郾 5 个百分点和 1郾 4 个

百分点。 与 2006 年相比,东部地区 R&D 经费支出

占 GDP 比例与中部、西部、东北的差距分别扩大了

61郾 7% 、106郾 9%和 252郾 3% 。
图 5 显示了四大战略区域的每亿元 GDP 的专

利申请量(件)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每

亿元 GDP 的专利申请量一直高于中部、西部和东

北地区,而且,总体上差距在不断扩大。 在 2006
年,东部地区每亿元 GDP 的专利申请量是 2郾 8 件,
分别比中部、西部、东北高 1郾 6 件、1郾 7 件、1郾 2 件。

图 4摇 2006—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 R&D 经费

支出占 GDP 比例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各省市统计年鉴。
数据均采用 2000 年不变价格的 CPI 进行平减。 下文各个

图表所用到的相关数据均以相同方法处理
摇

到 2016 年,东部地区每亿元 GDP 的专利申请量增

至 7郾 9 件,分别比中部、西部、东北高 3郾 3 件、3郾 8
件、4郾 9 件。

图 5摇 2006—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的

每亿元 GDP 专利申请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
数据计算
摇

综合上述 2 个方面分析可知,东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动力正在向创新驱动转换,而且明显走在了中

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前面。
(二)新型产业结构构建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结构,是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的首要目标。 由于各省区市在先进制造业、高技术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统计口径方面不一

致,而且就是同一个省份其统计口径也有随时间而

变化的情况,所以笔者选择从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项

目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2 个方面分析四大战略区域

新型产业结构的发展情况。
图 6 显示,东部地区新产品研发项目占全国的

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与之相反,中部、西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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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所占比例则出现下降趋势。 在数量上,东部地

区新产品研发项目占全国比例远高于中部、西部和

东北地区。 其中,2008 年东部地区所占比例已达到

61郾 4% ,分别高于中部、西部、东北 45郾 5 个百分点、
45郾 5 个百分点与 54郾 4 个百分点。 到 2016 年,东部

地区所占比例已高达 72郾 4% ,分别比中部、西部、东
北高出 57郾 4 个百分点、63 个百分点与 69郾 4 个百分

点。 与 2008 年相比,东部地区新产品研发项目数占

全国比例与中部、西部、东北的差距分别扩大了

26% 、38郾 5%与 27郾 4% 。

图 6摇 2008—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新产品

研发项目数占全国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摇

图 7 显示了四大战略区域新产品销售收入在工

业销售收入总产值中占比的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一直远高于中部、西
部和东北地区,并且与他们的差距基本呈现扩大趋

势。 其中,在 2008 年,东部地区的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工业销售收入总产值的比例达到 11郾 5% ,分别高

于中部、西部、东北 3郾 5 个百分点、2郾 5 个百分点和

3郾 0 个百分点。 到 2016 年,东部地区的新产品销售

收入占工业销售收入总产值的比例达 18郾 1% ,分别

比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高 5郾 4 个百分点、9郾 9 个百

分点与 6郾 4 个百分点,与 2008 年相比,东部地区的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工业销售收入总产值比例与中

部、西部、东北的差距分别扩大了 51郾 9% 、297郾 7%
和 112郾 4% 。

综合以上 2 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

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结构过程中走在了中部、西部

和东北地区的前面。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

开放型经济既是东部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之一。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要求东部地区提高

开放型经济水平,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图 7摇 2008—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新产品销售

收入 /工业销售收入总产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摇

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这里,笔者主

要选择从对外贸易、投资等方面分析东部地区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情况。
图 8 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6 年,东部地区进出

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由 96郾 4% 下降为 49郾 9% ,降
幅高达 46郾 5 个百分点。 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均表

现出了同样的趋势。 其中,出口总额占 GDP 比例由

53郾 1%下降为 28郾 7% ,下降了 24郾 4 个百分点;进口

总额占 GDP 比例由 43郾 3% 下降为 21郾 2% ,下降了

22郾 1 个百分点。 这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下,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

不断地弱化。

图 8摇 2006—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进出

口总额 / GDP 比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与国家外汇管理局
摇

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进出

口总额占 GDP 比例远大于这 3 个战略区域。 同时,
这个比例的降幅也远比这 3 个战略区域大。 这表

明,一方面对外贸易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远大于其他 3 个战略区域,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

机中,东部地区对外贸易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
图 9 显示了四大战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OFDI)与 GDP 的比值变化。 自 2006 年以来,东部

地区的 OFDI 占 GDP 比例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地

区,部分年份略低于东北地区,总体上高于后者并且

差距不断扩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以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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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 OFDI 占 GDP 比例快速增长。 这与国家推动

“一带一路冶 建设密切相关。 2016 年,东部地区

OFDI占 GDP 比例为 2郾 0% ,分别比中部、西部、东北

地区高 1郾 6 个百分点、1郾 5 个百分点和 1郾 6 个百分

点。 这表明,东部地区在“走出去冶中已经遥遥领先

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图 9摇 2006—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对外直接

投资总额 / GDP 比值

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摇

图 10 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6 年,东部地区实

际利用外资总额占 GDP 比例由 4郾 5% 下降为

2郾 6% ,降幅达到 1郾 9 个百分点。 相比东部地区,除
中部地区出现小幅度上升外,西部与东北地区也出

现相同的下降趋势,其中,中部地区上升约 0郾 3 个百

分点,西部与东北地区分别下降约 0郾 1 个百分点与

1郾 0 个百分点。

图 10摇 2006—2016 年四大战略区域实际

利用外资 / GDP 比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摇

总体而论,东部地区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也

是走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前的。

淤摇 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秦皇岛、唐山、廊坊、邢台、邯郸、衡水、沧州、承德,共 13 个城市。 长三角包

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常州、镇江、南通、绍兴、扬州、泰州、嘉兴、湖州、舟山、台州,共 16 个城市。 珠三角包

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共 9 个城市。 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

(四)空间发展格局变化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在“十一五冶 “十二五冶
“十三五冶3 个时期均提出了空间发展重点。 从大的

方面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淤3 个增长极是东部

地区率先发展的空间重点。 图 11 显示,长三角增长

极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大,其占东部

地区 GDP 的 比 例 由 2006 年 的 33郾 3% 上 升 为

43郾 8% ,增大了 10郾 5 个百分点。 京津冀和珠三角对

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稳定,占东部

地区 GDP 的比例分别为 18% ~ 20% 、16% ~ 17% 。
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由图 12 可以看出,2006—
2016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3 个增长极和东部

地区的增速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总体上 3 个增

长极的增速高于东部地区。 其中,长三角的经济增

速远比东部地区高。 京津冀、珠三角的增速只略高

于东部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到 2016 年,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上升,
但是,长三角的增速只比东部地区约高 2郾 6 个百分

点,京津冀和珠三角的增速则分别比东部地区低

1郾 3 个百分点和 0郾 4 个百分点。

图 11摇 2006—2016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占

东部地区 GDP 比例
摇

图 12摇 2006—2016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

东部地区 GDP 增速
摇

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变化呈现出以

下 2 个特征(见表 3)。 其一,东部地区各省市之间

经济增长的绝对差异持续扩大,表现为人均 GDP 标

准差、极差分别由 2006 年的 12 055 元、41 503 元扩

大到 2016 年的 17 481 元和 51 967 元,分别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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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和 25% ,相对差异总体上趋于缩小。 其二,东
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对差异总体上趋于

缩小,其变异系数由 2006 年的 0郾 417 7 下降为 2016
年的 0郾 302 2。 由此可见,2006—2016 年,东部地区

内部的经济增长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了良好的变化

趋势。

表 3摇 2006—2016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差异变化

年份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极差

2006 12 055 0郾 417 7 41 503

2007 13 041 0郾 408 2 45 556

2008 12 783 0郾 373 2 40 885

2009 13 082 0郾 356 1 41 736

2010 13 659 0郾 333 6 42 293

2011 13 947 0郾 313 4 43 258

2012 14 245 0郾 304 3 45 516

2013 14 792 0郾 298 9 47 021

2014 15 277 0郾 294 9 47 432

2015 16 004 0郾 296 7 47 763

2016 17 481 0郾 302 2 51 967

四、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构划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新时代,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的阶段性转变。 毫无疑问,这是继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历史开端。 与之相适

应,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需要有新的战略构划。
(一)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影响因素

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对东部地区在新时代率先

发展具有长远的趋势性影响的因素。 概括起来,这
类影响因素主要有 5 个。

1郾 建设现代化强国

建设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新时代总任务。 即到 21 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一个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
在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必然要服务于我

国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大局。 换言之,建设现代化

强国赋予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以新的内涵和新的使

命,即东部地区要率先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与东

部地区率先发展前 10 年的实践相比,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转型确立了更加明确的

方向和更加具体的目标。
2郾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实施的一个

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重大战略。 自中国共产党十八

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后,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于 2016 年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列为七大发展战略之一,
进一步强调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目前,
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新

时代一项重要的国策。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然要求东部地区率

先形成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模
式和业态创新、文化创新相互协同的经济发展新动

能,加快完成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全面形成创新发

展动力。 并且,要争取走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前列,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层次跃升,向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3郾 “一带一路冶建设

“一带一路冶倡议是我国提出和大力推进的一

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计划。 “一带

一路冶倡议自提出以来获得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

应,取得了初步成效。 尽管“一带一路冶建设才刚刚

起步,但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冶建设将引起世界经

济发展格局发生广泛、深刻的变革,重塑世界经济地

理,助推我国重回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 因此,持续

推动“一带一路冶建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从区域经济发展看,“一带一路冶建设史无前例

地把我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更紧

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经

济发展的互动机制。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一带一

路冶建设既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

空间,也对其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即东部地区要

建设成为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冶建设的战略支撑区

域,率先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通过构建联通

国际国内的多层次经济贸易网络,在“一带一路冶建
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4郾 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是我国自“九五冶计划以来持续

实施的一条国民经济发展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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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区域

协调发展上升为新时代的全局性战略。 在新时代,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东部地区一方面要继

续走在全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前列,为西部、东北、中
部提供经验和示范,发挥好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积

极探索与西部、东北、中部建立更加有效的多样化互

动协调机制,辐射带动和帮助这些区域加快发展。
除此之外,东部地区还要高度重视内地区域所呈现

的积极发展趋势,以及“一带一路冶建设、全面对外

开放所带来的内地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变化,主动与

内地开展合作,形成共同发展的合力,增强自身发展

的动力。
5郾 经济发展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
我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在战略上对经济发展安

全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国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

了防范世界经济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市场风

险上,对于国家之间因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竞争及

世界秩序主导权竞争而引起的经济发展安全威胁重

视不够。 近期,中美贸易冲突,尤其是“中兴通讯冶
事件,给我国敲响了警钟。 它迫使我国必须思考和

采取行动,防范和化解因国家间发展竞争特别是大

国之间的竞争而导致的经济发展安全威胁。 从中美

贸易冲突中,我们至少获得了以下新的认识和教训。
第一,国际贸易并不是完全自由的。 国家间竞

争有可能使得国际贸易失去自由。 全球化不仅存在

着不平等,还存在着逆全球化的可能。 这种状况告

诫我们,我国决不能仅仅以自由贸易为前提来设计

经济发展战略、谋划国际贸易布局,还必须充分重视

如何应对国际贸易失序带来的巨大冲击。
第二,对少数国家的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将致

使我国长期处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不利地位,而且

还会抑制我国依靠自主创新向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

攀升的自觉与努力,从而增大我国遭受经济发展安

全威胁的机率和程度。
第三,核心技术既不可能花钱买来,也不可能用

市场换来。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如果没有掌握核心

技术,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就没有自由,就无法

摆脱受制于人的窘境,经济发展甚至会遭遇毁灭性

的打击。
第四,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要十分重视

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以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和应对国际贸易冲突的能力。
东部地区既是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程度最大的区

域,也是国家参与国际发展竞争的主要依托区域,因
此,在新时代东部地区必须把有效应对经济发展安

全威胁纳入率先发展的战略规划之中,采取相应的

策略,大力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二)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目标

取向

谋划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需要考虑国家

总体发展战略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安排。 (1)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时间节点。 即到 2021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49 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2)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的时间节点。 即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现代化,到 2025 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在总

体上,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必须按照上述时间节点做

出相应的安排。
考虑到东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悬念,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宜以 2035 年

为主要的战略时间节点,展望至 2050 年。 初步设

想,在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取向是,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转型,率先完成经济发展转型任

务,到 2035 年左右在全国率先建成现代化经济体

系,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全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中

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到 2050 年,率先全面

实现现代化,为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发挥重要的支

撑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路径选择

依据上述战略目标取向,笔者认为,新时代东部

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以下 5 个方面。
1郾 健全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

机制

创新驱动发展是东部地区在新时代实现率先发

展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述,东部地区整体上已经走

在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前列,创新驱动发展机制正

在形成,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今后,东
部地区要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健全

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
第一,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围绕产业升级和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需要,努力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人工智能、芯片、生物医药、
现代农业等关键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重大突

破,显著增强创新发展的自主能力。
第二,高度重视原始创新。 在全国创新发展中,

东部地区要勇于担当,主动配合国家重大技术创新

计划,紧跟世界科技革命趋势,在关键核心技术、大
国重器研制等方面科学布局,努力占领世界技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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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
第三,着力改善创新要素禀赋。 依靠改革事业

单位科研管理制度,进一步激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创新潜力。 用好我国资本相对充裕、市场潜力巨大、
创新创业机会多等有利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吸

纳创新人才,与高水平研发机构开展创新合作。
第四,培育高效的创新生态。 重点是建立有利

于吸纳优质创新要素、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制

度体系;大力营造创新文化,以创新型城市和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跨企业、跨部

门、跨区域、跨国家的创新网络建设。
第五,促进创新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重点消

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各种思想认识、制度、政策、
行政管理及服务等方面的障碍,切实提高创新转化

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效率。
2郾 加快形成新型产业结构

全面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早日形成新型产业结

构,是东部地区在新时代实现率先发展的首要任务。
目前,东部地区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期。
在深圳、上海等部分发达城市,新型产业结构正在形

成,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 但总体上,东部地区离

全面建成新型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距离。 因此,东
部地区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加快形成新型产

业结构。
第一,立足于我国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的战略

需求,要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导向,把先

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

作为新型产业结构的标志。 预防产业结构调整滑向

“脱实向虚冶和片面追求服务业比例提升的歧途。
第二,主动适应现代科技革命催生新业态、新产

业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增强赶超意识和引领

意识,大力发展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规模市场为支

撑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力争在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云服务、新能源、互联网金融、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生活等新兴产业领域

形成发展新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成长,培
育出新一代主导产业。

第三,巩固和增强业已形成的以制造业为基础

的全产业链优势,积极引导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城
市和区域之间建立合理分工关系,打造高效的价值

链、产业链,形成多层次的产业联系网络,努力建成

具有世界竞争力、主导力的产业集群。
3郾 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层次

以开放促进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开放与改革、

创新、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是东部地区在新时代实现

率先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东部地区需要从以下 5
个方面,努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层次,构建高水平的全

方位开放新格局。
第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自由贸易体

系。 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浙江自由贸易区试

验区围绕创新发展、产业升级、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

等深化和拓展自由贸易试验,显著提升要素流动、贸
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水平,及时推广成功经验,全面提

升东部地区的开放水平和质量。 做好总体规划,总
结经验和教训,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逐步向自由贸易港迈进,打造国际自由贸易新高地,
辐射带动东部地区开放发展。 推动香港、澳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扩大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范

围,粤港澳共同谋划建设环珠江口自由贸易区,以促

进科技创新和建立新型产业结构为中心,创新自由

贸易模式,建设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区。
第二,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贸易

和经济合作,建立多样多元多层次的国际贸易和经

济合作网络,增大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逐步减轻对

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和分工依赖,增大开放型

经济的弹性和安全性。 特别要按照“一带一路冶六

大经济走廊的布局,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贸易和经

济合作网络,打造新的国际经贸生态系统,塑造互利

共赢的国际贸易新格局。
第三,积极探索国际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

开放型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新优势。 继续推动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积极探索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 E 国际贸易,在新一轮国

际贸易发展中占据先机。
第四,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促进“引进来冶
与“走出去冶互动发展,创新开放型经济发展机制,
进一步增强开放型经济活力。 高度重视在“引进

来冶与“走出去冶中,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重点抓住

国内市场开放和技术输出等环节,建立和推行中国

的市场标准和经贸规则,逐步改变完全被动接受国

际经贸规则的局面。
第五,预判对外开放伴随的风险,制定预防对

策,提升经济发展的安全性。 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

奉行“美国优先冶的对外战略引发了全球化的不确

定性,有可能导致既有的世界贸易及经济合作失序。
这是东部地区对外开放面临的前所未有新挑战。 一

方面,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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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这无疑将增大东部地区企业的国内市场竞争

压力。 外资获得在我国设立独资企业的权利,极有

可能引发中外合资企业的重构,引致创新资源向外

资企业流动。 特别是外资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及相应

的产业链控制策略,构建产业生态系统,极有可能对

东部地区自主创新的努力产生前所未有的抑制作

用。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贸易、对外投

资、对外技术合作等遭遇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限

制的可能性不断增大,面临的困难将会增多。 这一

系列的新变化都将深刻地影响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对此,东部地区必须未雨绸缪,
制定应对之策。 否则,将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4郾 优化空间发展格局

在新时代,东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还必须有相

应的空间组织基础作为支撑。 调整空间结构,使之

与新型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激发出巨大的发展新

能量,是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笔

者认为,东部地区应按照多极网络空间组织模式

(覃成林等,2016;Jia 等,2018) [8 - 9],优化空间发展

格局。
第一,重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

三大国家增长极,以及京沪发展轴和东南沿海发展

轴,形成东部地区多极网络空间格局的主体架构,建
立联系有序、相对平衡的空间组织秩序。 其中,要以

创新发展为核心,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之

成为比肩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世界

级城市群。 以国际视野,重新谋划和推进长三角地

区发展。 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突破发展

瓶颈,加快发展步伐。
第二,加强全球城市建设。 按照功能明确、特色

鲜明、竞争力强等原则,推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规划建设全球城市。 支持香港巩固和增强全球城市

地位,支持澳门扩大在葡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 把

这些城市建成东部地区接入全球经济网络的枢纽。
第三,发挥各类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建立区

域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形成各具特色、不同层次和规

模的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系统。 加强现代交通网络、
信息网络、公共服务网络对农村区域的覆盖,帮助乡

村接入各种经济网络。 统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因地制宜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5郾 发挥和创新制度优势

探索和建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东部地区在新时代实现率先发

展的体制保障。 在这个经济体制的建设中,政府居

于关键的地位。 这是因为,市场并不是如教科书所

言的那样先天的存在和完善。 在东部地区,发挥市

场作用的前提是必须继续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好

市场建设,而市场建设则有赖于政府对市场制度进

行改革和创新。 由此可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

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所要高度重视的一项制度

优势。
对于国家和东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发挥

和创新上述制度优势,需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尊重市场规律,建设与创新发展相适应、

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与要素跨区域跨国流动相适

应的要素市场。 重点是消除阻碍人力资源、技术和

资本自由流动的落后制度及政策,特别是消除人才

自由流动和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违背市场原则的显

性和隐性行政干预。 同时,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预
防地方政府在吸引人才、技术等方面滥用公共资源、
追求表面效果的短期行为。

第二,创新政府与资本的关系,积极建立包括中

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与国有资本、私人资本、跨国

资本在内的政府与多元资本协同体制。 在这个方

面,要敢于跳出西方理论的思维约束,以促进经济转

型发展、形成新型产业结构为总目标,紧密围绕发展

实体经济,厘清国有资本、私人资本、跨国资本在产

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定位及功能,合理引导不同类

型资本的投资方向,避免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经济虚

拟化,以及经济活动和人口空间过度集聚等问题,增
强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充分发挥中央

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扩大地方政府创新发展的自

主权,激发地方转型发展的创造力,形成中央与地方

有效动员资本、驾驭资本的合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外资在我国设立

的独资企业不断增多、外资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不

断增大,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将遇到新的挑战。 对此,如何引导外资进

入东部地区结构调整的轨道,发挥其促进产业升级

的积极作用,控制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东部地

区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第三,加快运用“互联网 + 冶、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服务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提高发展效率和降低

社会交易成本为核心,改革创新政府制定经济决策、
服务市场主体和民生的方式,简化办事程序,显著提

升政府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效率,以及服务民生

的能力和效率。
第四,进一步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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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增强执法力度和透明度,维护

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加强与国际通行贸易投资规

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环境保护规则等的对接,学
习有关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进行市场法制建设的先

进经验,积极开展市场法制建设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努力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同时,要提高运用法律

手段在对外开放中有效地保护本地产业、企业的

能力。
第五,创新政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式。

改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行简单财政补贴的做

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标准制定、市场培育、产业

链合作等方面,积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搭建产业生

态系统,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外部环

境,以弥补市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

固有缺陷。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安排、理论逻

辑、取得的成效,以及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影

响因素及路径选择等进行了分析,获得了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始终处于由全国经济发展转

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及合作 2 个因素所构成的战

略坐标之中。 这个战略坐标决定了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的战略方向、目标及重点。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

略的实质是,东部地区从经济发展动力、产业结构调

整、体制机制、开放发展、可持续发展、空间重点等方

面,探索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为西部、中部和东北

提供经验,引领全国经济发展转型。
第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是国家遵循区域

经济增长阶段演进规律,立足于我国 21 世纪发展大

局,在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方面所做出的科学抉择。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及时、主动的经济发展转型,是
一场自觉的、有组织的经济发展转型。

第三,在近 10 多年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

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转型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第四,在新时代,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需要进

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我国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

强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冶建

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维护经济发展安全等五

大因素将对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产生趋势性的影响。
按照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东
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取向是:第一步,加快推

进经济发展转型,率先完成经济发展转型任务,到
2035 年左右在全国率先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全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

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第二步,到 2050 年,率先全面

实现现代化,为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发挥重要的支

撑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五,在新时代,东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的主要

路径是:健全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机

制,加快形成新型产业结构,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层

次,优化空间发展格局,发挥和创新制度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

略、中部崛起战略相比,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没有

相应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与之配套,也没有成立

专门的政府领导协调机构或责任部门,这是其特殊

之处。 这种状况制约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实

施效果。 当前,全国经济发展转型、参与国际竞争与

合作的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笔者认为,为
了有效应对这种变化,需要积极开展新时代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的学术研究,科学分析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做

出科学的战略部署。 在此基础上,制订新时代东部

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并且编制相应的区域规划、制定

配套的区域政策,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领导协调

机制,使这个战略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不仅为

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了经验,也为区

域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事实根

据。 而且,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探索及经验还具有

世界意义。 众所周知,在一国之内,处于区域经济增

长第三阶段的发达区域经济体均面临着经济发展转

型的问题。 能否自觉、及时、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转

型,对于这类区域经济体而言意味着“新生冶与衰退

2 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经

验可以为这类区域经济体进行经济发展转型提供积

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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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Eastern Region:
Change, Effect and New Concept

QIN Chenglin, ZHANG Zhen, JIA Shanm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pioneer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overall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It is a scientific decision made by the state
to follow the evolutionary rule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tage and based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trategy, the eastern region has undergone an
active and organiz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since 2006,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es. In the new era, the strategy of taking the lea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needs
to be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major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external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overall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should improve the innovation鄄drive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eatured wit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ndustrial structure, vigorously
enhance the level of open economy, optimize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lay and innovat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order to aim to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e
whole country, take the lead in basically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leading and
demonstrat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modern country around 2035. What忆s more, eastern
region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n an all鄄round way, play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building China into a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and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study and formulat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eastern region in the new era,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regional planning and matching
regional policies, an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leadership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t the national level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Key words: eastern region; the pioneer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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