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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二五”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总体进入相对均衡时期，但是东快西慢格局仍然未变; 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和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乏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区域格局的总体态势将是东西两翼带动

中部崛起，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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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进入相

对均衡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效显著。2010 ～
2013 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

52. 1%下降到 49. 2%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比重

分别由 20. 5% 和 18. 5% 上升到 21. 6% 和 20. 3%，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态势，区域经济

发展总体进入相对均衡时期。但是，受地理区位、资
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东快西慢、海强陆弱

的格局仍未有改观; 与此同时，由于受传统增长方式

的制约和传统出口市场不景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乏力。
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并有效熨平

传统出口市场的波动，中国在深耕传统市场的同时，

积极开拓新的世界市场。2013 年，习近平在访问中

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简称“一带

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要在提升向

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在推动东部

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我国

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在实现东西互动

过程中促进中部心脏地带的崛起，进而形成海陆统

筹、东西 互 济、面 向 全 球 的 开 放 新 格 局 ( 高 虎 城，

2014) 。

一、“一带一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中国经济所处的转型升级阶段来看，“一带

一路”战略的提出恰逢其时，在短期内，“一带一路”
可以帮助中国消化过剩产能，其中 1 单位的基建投

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 1. 89 单位的生产扩张; 在较

长时期内，“一带一路”则有助于我国外储投资方向

多元化，并会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 俞平康，2014) ，

从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更趋平衡和中国在亚太地区

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为此，中国发起设立了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及国内

相关区域的基建、能源和金融合作等提供融资支持。
( 一) 东部地区体制机制将更加开放

“十二五”以来，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10. 3% ( 以当年价格计算，以下同) ，占全国的比

重下降了 1. 9 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

国的比重下降 2. 6 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

资的依赖明显下降; 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第二产业

所占比重下降 2. 5 个百分点; 在工业向其他地区转

移的同时，服务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上升了 2. 6 个百分点，成为其产业结构调整

和升级的主要原动力。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加强了与东盟的

经贸往来，并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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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在长期制度安排上，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CEP) 谈判，加强 ＲCEP 成员

国间的政治互信，优化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关

系。这为东部地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新契机，亦是东

部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机遇，启动了

东部地区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引擎。
( 二) 中部地区将真正实现崛起

“十二五”以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进一步深

化，中部地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13. 9% ; 在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基

础上，第二产业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9. 0% ; 经济的外向度进一步扩

大，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23. 4%。但相对其所处的

区位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中部地区显然应该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战

略格局不断重构，东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与

发展合作正在拉开序幕。中部地区处在向东和向西

开放的交界地带，而中国传统的产业分工，东部主要

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西部地区主要是基

础原材料产业基地，在传统上中国单一向东开放的

格局下，中部地区的枢纽地位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

原材料向东部地区的流动，而在“一带一路”背景

下，中部地区的枢纽地位将真正得到体现，并有望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带。
( 三) 西部地区将获得开放新动力

“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增加，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5. 7%，占全国的比重

上升 1. 4 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

年均增长 20. 8% ; 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

29. 4% ; 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对

经济增 长 的 推 动 作 用 不 断 上 升 ( 杨 万 平，2014 ) 。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得西部成为中国开拓新

兴市场的前沿阵地。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我

国与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日益增

多，我国与中亚国家间通过建立能源管道、铁路、公
路、电网等全方位的互通网络，将形成更加全面、紧
密的合作，成为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 四) 东北地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十二五”以来，东北地区总体而言固定资产投

资不足，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 2%，占全国比重一直保持在 8. 6% 的水平; 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5. 5%，但占全国的比重

从 11. 3% 下降到 10. 6% ; 对外贸易增长稳定，年均

增长 13. 3%，占全国的比重从 4. 1% 上升到 4. 3%。
因此，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其发展需要先从一个地方

突破，然后以点带面，最终实现东北地区的再崛起。
2009 年 11 月 18 日，国务院批复《中国图们江

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

导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成为迄今唯一一个

国家批准实施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该规划希望以

长吉图开发开放为先导，旨在培育东北地区新的增

长极。为了推进这一进程，2012 年 5 月 29 日，中国

图们江区域( 珲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创建，但由于缺

乏主要相关国家的配合，该项目的政策效应并不明

显。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中俄两国将对

俄罗斯跨欧亚铁路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对

接，把东北亚丝绸之路建成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新平台。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

战略的新棋局

“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支撑未来中国经济

持续增长的区域经济空间战略新棋局的总体框架是

“三纵四横一沿边”。其中，“三纵”指沿海轴线、京

哈—京广 轴 线、包 头—昆 明 轴 线; “四 横”指 北 部

湾—西江轴线、长江三角洲—长江轴线、淮海经济

区—新亚欧大 陆 桥 轴 线、环 渤 海—内 蒙 古 巴 彦 淖

尔—新疆塔城轴线;“一沿边”指从鸭绿江口—北仑

河口的沿边开放地区。这一总体新棋局中，沿海轴

线是优化发展的经济带，其中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

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要充分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京哈—京广轴线、长
江三角洲—长江轴线、淮海经济区—新亚欧大陆桥

轴线是支撑我国未来 15 年内 ( 现在到 2030 年) 经

济持续增长的主要经济支撑带; 包头—昆明轴线、北
部湾—西江轴线、环渤海—内蒙古巴彦淖尔—新疆

塔城轴线是支撑我国未来 10 ～ 25 年内( 2025 ～ 2040
年) 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经济支撑带; 沿边开放地

区分布了 131 个县级行政单位 ( 约 2000 万人) 、40
多个地级行政单位 ( 约 7000 万人) ，是以对外口岸

为依托的“大分散、小聚集”发展轴线，战略地位十

分突出。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国际关系的不确

定性，近期内很难成长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经济

支撑带( 安树伟，郁鹏，2015) 。
三、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全面推进我

国区域的对外开放

2



2015 年第 4 期

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一轮

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旨在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

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

的“旧边缘”转变为“新前沿”，提升沿海开放水平，

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 张

澄，2014) 。
( 一) 东部地区构建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东部地区根据自然地域空间和传统经济联系，

可分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

区(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2013) 。北部沿海地区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市，经济相对发达，资

源相对丰富，产业发展良好; 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已

经趋于饱和，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东

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经济实力

雄厚，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创新资源丰富，发展优势

明显，当前正在实施率先实现现代化、构建世界级城

市群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

竞争压力加大等挑战。南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广
东和海南三省，这一地区临近港、澳、台地区，海外社

会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

基地和生态旅游区，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显著，涵盖有

珠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经

济区域。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尤其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需要若干沿路港口经济区作为

支撑，东部地区应在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

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 港) 区，形成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着力消除现有开放

领域当中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扩大市场准入，推动

重点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在更宽领域、更高

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快在北部的河北、南部的深圳

等地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使京津冀和大珠三角协

同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与

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
( 二) 中部地区致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战略枢纽

中部地区区位条件良好、交通发达、科教资源丰

富; 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工业

化和城镇化转型发展任务重、产业结构和经济开放

度不足等。处于黄河中游的山西和河南两省，是亚

欧大陆桥上传统的枢纽地区，在产业基础和交通基

础设施方面拥有良好的发展优势; 但都面临着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短板”，主要体现在水资

源短缺、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协调

和对外开放不足等诸方面。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要想真正发挥中部地区的

国家战略支点作用，提升其交通和物流枢纽的战略

地位，建成内陆开放的国家战略枢纽，需要在长江经

济带这一国家战略轴线的基础上，适时建设陆桥经

济带。作为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的运输大通

道的陆桥通道，既是亚欧大陆桥的一部分，也是丝绸

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建设陆桥经济带和长江

经济带两条战略轴线，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连接

起来，加强合作，在向东开放上注重质量的提升，向

西开放上实现全面发展，从而支撑国家全方位开放

和区域协调发展 ( 张建，等，2014 ) 。从战略上规划

和建设一套体系化的对外开放政策平台，在现有的

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金融集聚区等对外开放平

台基础上，通过设立城市新区，进一步打造自由贸易

区、中外合作开发园区，加大陆地和航空口岸规模，

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 三) 西部地区成为沿边开放新高地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处于西北区域

的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广人稀，消费市场

狭小，物质基础薄弱，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恶劣，生

态环境比较脆弱; 但交通地位重要，自然资源丰富，

区位优势明显，与俄罗斯、蒙古、中亚五国、印度、巴
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接壤，具有向西开放的有利条

件。地处西南的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特殊

的地缘关系使得该地区成为我国对东盟国家开放的

门户，东南亚次区域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

亮点。处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内蒙古地区自然资源

丰富，战略地位重要，近年来地区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 但目前仍面临地方财力比较薄弱、科技创新能力

不强、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对外开放不足等问题。
西部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打造若

干城市群作为向西开放和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载

体，使这些城市群成为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增

长极。目前，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城市群、以成都和

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以兰州为核心的兰白西

城市群、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环北部湾

城市群等已经初具规模，这些城市群处在“一带一

路”沿线，受到利好政策的推动，未来这些城市群会

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产业、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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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人力资本

的合理、有效配置。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战略

格局下，南亚大通道和西藏边境口岸建设作为我国

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是西南地区深入开放的

依托带及边陲稳定与发展的联动区，未来应进一步

深化经贸合作，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

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此外，鉴于当前南亚局势并

未落稳，相关部门应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并反馈至企

业和商会，形成官商良性互动( 楼春豪，等，2010) 。
( 四) 东北地区建成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

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结构相近，历史

上相互联系比较紧密，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工业

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比较高，城镇化水平亦比较高，

国家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实施以来，东北

地区的发展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但是，目前面临

的共同问题仍较多，如老工业基地长期积累的体制

性、结构性难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发展内生动力

仍显不足，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不

尽合理，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成

长性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东北地区要进一步

加大开放开发力度，积极推进“东北亚海上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实现东北的再崛起。依托长春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吉林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图

们江区域( 珲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在东北亚丝绸之

路的纽带作用，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建设更加开放

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提高边境地区的开放合作水平，

大力推进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深化

已有的次区域合作，将现有次区域合作地带的物流、
商贸连接起来，推动各种层次的项目合作。在这一

过程中，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超

越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

等方面的限制，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地区性合作的开

展( 方华，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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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and Maritime Silk Ｒoad”for China’s
Ｒ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Shu － wei
( School of Urban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 Since 2011，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pped into the period of relative equilibri-
um overall. However，Chinese regional configuration remains unchanged. Du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is rela-
tively backward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ical factors，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is
background，Chinese regional configuration will be two wings drive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thus forming a sea and
land as a whole，what each other aid，open new pattern fo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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