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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测度与协调均衡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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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准把握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有利于缩小区内发展差距，实现长三角协调均衡一体化发展。基于

2010—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和收敛性计量模型，检验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的

研究发现：长三角存在显著收敛性；江苏和安徽内部城市存在俱乐部收敛，且江苏的收敛速度快于安徽，浙江内部

城市俱乐部收敛不明显；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和空间效应的存在有利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为此，基于长三角

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需要深化结对合作帮扶，创新长三角共同富裕新模式；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厚植长三角经

济发展根基；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形成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共建长三角统一制度保障体系，促进政策链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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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上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2021年12月，国家出台《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

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旨在打造区域一体化协调均衡

发展新样板，开启长三角共同富裕新模式。随着一

体化进程加快，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涓

滴效应表现出不同强度，会导致城市群内部差异扩

大或者缩小。据统计，2021年长三角土地总面积约

占全国总面积的 2.30%，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6.75%，却创造了全国GDP总量的 24.21%，一体化

成效初显。长三角在经济总量上取得巨大成效时，

其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也不容忽视。2021年长三角

各城市人均GDP排名中，无锡排名最高，为18.74万
元；阜阳排名最低，为3.76万元，无锡的人均GDP接

近阜阳的5倍，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将成为长三角实

现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障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长

三角内部各城市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如

何，直接影响长三角高质量均衡发展。为此，需要测

度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及影响因素，探寻协调均

衡发展路径。

有关欠发达地区能否追上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

展趋同，还是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日扩大的

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自Solow（1956）和Swan（1956）提出经济增长的“收敛

假说”以来，学者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研究众

多。近些年，我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研究主

要聚焦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分析方法、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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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收敛特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收敛影响因素

研究等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分析方

法。目前学者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测度主要使用

标准差（张晓昱等，2019）、变异系数（张乃丽等，

2021；兰秀娟等，2021）、泰尔指数（安景文等，2019）、
基尼系数（田凤平等；2021）、核密度估计（吕明元等，

2021）等统计方法。二是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特征研

究。葛扬等（2012）发现广东内部经济发展总体呈发

散趋势。张晓昱等（2019）发现河南总体城市和非资

源城市存在σ收敛，资源型城市存在绝对β收敛。王

晓玲等（2020）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

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收敛，江苏和安徽存在俱乐部

收敛，浙江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张乃丽等（2021）发

现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收敛趋势，但存在地区异质

性。三是区域经济发展收敛影响因素研究。董雪兵

等（2020）认为创新能力、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城市

群发展规模等的差异导致我国南北方区域经济发展

存在差距，不利于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收敛。兰秀

娟等（2021）发现空间效应促进东部经济发展收敛，

抑制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收敛。斯丽娟等

（2021）发现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显著促进

我国多数城市群经济发展收敛。李峰等（2022）发现

互联网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收敛，且对东

西部地区经济收敛促进作用更明显。

可见，我国学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

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地

区的经济发展收敛性进行分析；但是已有的研究中

仅有少数学者考察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经济发展收

敛性问题。自长三角空间范围扩至沪苏浙皖全域以

来，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可能制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步伐，阻碍长三角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文

章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第一，将研究

范围定为长三角 41个城市。目前还未有关于长三

角41个城市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究，以此为研究对

象，能较为全面地考察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现状。

第二，提出长三角经济均衡发展路径。文章在测度

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基础上，探寻影响长三角

经济发展收敛因素，提出长三角经济均衡发展路径。

二、研究模型与数据来源

在经济发展收敛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收敛模

型主要有σ收敛和 β收敛。

（一）σ收敛分析方法

σ收敛指的是不同经济体间经济水平的离散程

度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呈现出下降趋势。文章使用

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研究σ收敛变化趋势。公式

如下：

（1）

式（1）中：Vt为刻画σ收敛的变异系数；n表示长

三角城市个数；Yit为长三角第 t年第 i个城市的人均

GDP。若Vt+1<Vt，则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σ收敛；反

之，则不存在。

（二）收敛计量模型

β收敛是指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其初始的

经济水平呈反比例关系。关于β收敛，经济学者们

提出了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俱乐部收敛等概

念。如果经济水平用人均GDP表示，绝对β收敛指

的是所有经济体人均GDP将收敛于同一增长路径，

条件β收敛则认为经济增长路径由一些结构特性决

定，虽然后者认为每个经济体可以拥有不同的增长

路径，但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最终均衡状态

仍然唯一。俱乐部收敛则认为可以存在多个增长

路径和多个均衡状态，均衡状态的差异取决于初期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即不同地区内部存在着同一

收敛均衡状态（沈坤荣、马俊，2002；董雪兵、池若

楠，2020）。
考虑空间效应的存在，借鉴王晓玲等（2020）、

兰秀娟等（2021）的研究做法，文章构建β收敛空间

计量模型。

（2）

（3）
式（2）为 β收敛的传统计量模型；式（3）为 β收

敛的空间计量模型。yi，t+1和yi，t表示第 i个城市第 t+1
年和第 t年的经济水平；yi,t+1

yi,t 表示第 i个城市在 t+1
年经济水平的增长速度。β为收敛系数，若β<0，则
说明长三角经济发展速度与其初始经济水平成反

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测度与协调均衡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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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收敛，且收敛速度 v=-1n
（1+β）。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γ表示空间溢出系

数。W为权重矩阵，W=1/d2
ij，dij为城市之间地理距

离，由经纬度坐标算出。Xi，t为影响长三角经济发展

收敛性的一系列因素，δ为各影响因素变量系数。μi

为个体效应，η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根据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相关概念及学者们的

相关研究，文章在进行β收敛实证分析时选取实际

人均GDP增长率（Rrj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以

实际人均GDP（rjgdp）作为解释变量。文章在借鉴安

景文等（2019）、王晓玲等（2020）的研究基础上，从

工业化水平、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政府干

预、技术创新等 6个方面选取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

性的影响因素。其中，工业化水平（gyh）用第二产业

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物资资本（pc）用固定资产

投资占GDP比重表示；通常人力资本由人均受教育

年限或者入学率来反映衡量，但由于长三角部分城

市未能给出相关数据，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王

晓玲等（2020）、周正柱等（2022）的研究，人力资本

（hc）采用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表示；对外开放（fdi）用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表示；政府干预（gov）用财

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技术创新（inno）用三种专

利授权量表示。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获得性，文中以长三角

41个城市 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文中所使用

的数据主要来自长三角 41个城市的《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以 2010年为基期，

使用人均GDP平减指数对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进行

价格平减。在对模型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的过程

中，由于部分变量小于 1，为了不让变量取对数后

变为负数，文章借鉴潘文卿等（2003）的方法，对各

变量数据均先加 1再取对数，再将各变量数据引入

模型。

三、实证分析

在进行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实证分析过

程中，文章主要运用 stata软件测算σ收敛、β收敛的

估计结果。

（一）σ收敛分析

文章借助变异系数测算长三角整体及其内部

各省份（除上海外）经济发展的σ收敛，将长三角

41个城市的实际人均GDP值代入公式（1）得出相

关量化数值，具体计算过程略。为更直观地分析

长三角σ收敛变化趋势，将计算所得结果进行图示

（见图 1）。

图1 2010—2020年长三角整体与内部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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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可以看出，长三角整体与内部各省份实

际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即长三

角整体及其内部各省份存在σ收敛，长三角各城市

的人均产出相对差距正逐渐缩小。长三角整体变

异系数从 2010年的 0.0537降至 2020年的 0.0415，
降低幅度为 22.70%，说明长三角一体化成效初显。

江苏变异系数从 2010年的 0.0418降至 2020年的

0.0311，降低幅度为25.48%。安徽变异系数从2010
年的 0.0412 降至 2020 年的 0.0339，降低幅度为

17.81%。浙江变异系数从 2010 年的 0.0262 降至

2020年的0.0225，降低幅度为13.83%。研究期间江

苏和安徽的变异系数降低幅度较大，说明两省近些

年正在加快缩小省内发展差距；研究期间浙江变异

系数均在 0.03以下，远低于江苏和安徽，说明相比

较而言浙江内部各城市经济发展较为均衡，为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二）β收敛分析

由于β收敛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冲击，较之地区存

在σ收敛更为复杂。为此，文章为精准测度长三角经

济发展收敛性，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进行β收敛分析。

1.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考虑到空间相关性，基于公式（2）和公式（3），

利用 2010—2020年长三角 41个城市相关数据，收

敛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测度与协调均衡发展路径

表1 长三角2010—2020年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lnrjgdp
W.lnrjgdp
lngyh
lnpc
lnhc
lnfdi
lngov
lninno

ρ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R2

log-L
收敛速度 v（%）

LM-error
Robust LM-error

LM-lag
Robust LM-lag

Hausman

绝对β收敛

OLS
（1）

-0.0174***
（-13.76）

0.2952

1.76

SAR
（2）

-0.0953***
（-4.77）

0.2971***
（3.08）
YES
YES

0.3309
1526.9984

10.02
438.8800***
16.3310***
455.7710***
33.2220***
17.03***

条件β收敛

OLS
（3）

-0.0134***
（-6.31）

0.0542***
（2.67）

-0.0233***
（-4.09)
0.0038***
（3.22）
0.1502***
（3.47）

-0.0633***
（-2.80）
-0.0067***
（-6.40）

0.4479

1.35

SAR
（4）

-0.1093***
（-4.62）

0.0445
（0.75）
-0.0127
（-1.24）
-0.0044
（-0.70）
0.1291*
（1.89）
-0.0963*
（-1.93）
-0.0001
（-0.02）
0.2915***
（3.08）
YES
YES

0.3633
1537.6953

11.57
146.0290***

0.0500
203.2710***
57.2920***
53.45***

SDM
（5）

-0.0912***
（-3.13）
-0.0848*
（-1.75）
0.0145
（0.27）
-0.0161*
（-1.90）
-0.0051
（-0.74）
0.1146*
（1.80）
-0.1069**
（-2.16）
0.0010
（0.55）
0.0973
（0.84）
YES
YES

0.3656
1545.7002

9.56
146.0290***

0.0500
203.2710***
57.2920***
58.1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模型（1）、模型（3）中括号值为 t统计量，其余模型括号值为 z统计

量。囿于篇幅，模型（5）的 LR和Wald检验结果如下所示：LR-error为 15.78**，LR-lag为 21.59***；Wald-error为 22.24***，
Wald-lag为25.87***。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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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模型（2）、模

型（4）和模型（5）通过LM检验，说明空间滞后模型

（SAR）可用。为进一步考察 SDM模型是否会退化

为SAR模型，继续进行LR检验和Wald检验。经过

相关运算，模型（5）通过LR检验和Wald检验，可以

选择 SDM 模型。在绝对 β收敛中，模型（2）的

LM-lag和Robust LM-lag估计值更高，故选择空间

滞后模型（SAR）。为使β收敛回归结果进行很好的

对比分析，条件β收敛除使用 SDM模型外也使用

SAR 模型，SAR 模型回归结果见模型（4）。模型

（2）、模型（4）、模型（5）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时

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1中相关结果来看：一是存在绝对β收敛。

由模型（1）和模型（2）可知，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均

显示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长三角经济发

展存在绝对β收敛。二是存在条件β收敛。模型

（3）、模型（4）、模型（5）均显示人均GDP的系数值显

著为负，人均GDP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也为负，说明

在考虑了众多影响因素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于

稳态的趋势仍然存在。三是空间效应加速收敛。

空间面板模型中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收敛速

度（ν）快于普通面板模型。绝对β收敛下的普通面

板和空间面板收敛速度分别为1.76%、10.02%，条件

β收敛下的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收敛速度分别为

1.35%、11.57%、9.56%，可以看出将空间因素纳入绝

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模型中后，其收敛速度明显加

快。四是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权

重矩阵下，无论是绝对β收敛还是条件β收敛，ρ值的

方向均为正，亦即长三角内部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正

向空间溢出效应，能促进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上

升，最终促使各城市趋于各自的稳态。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条件β收敛的R2相比于绝

对β收敛都实现一定提升。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下，各影响因素对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影响

效应存在差异。工业化水平（gyh）和对外开放水平

（fdi）的系数为正，说明其对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具

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长三角可以通过提高工业

化水平和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趋于收敛。

物资资本（pc）和政府干预（gov）与长三角经济发展

收敛呈负相关关系。可能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的物质

资本积累已不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物质

资本投入可能挤出创新投入；二是在长三角一体化

进程中，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制约

经济发展。需要减少政府过多干预，推动有效市场

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由于长三角城市人力资本

（hc）和技术创新（inno）差异性较大，而且人力资本

和创新资源更多集中在少数城市，导致对收敛性影

响效果不明确。

2.俱乐部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根据俱乐部收敛相关概念，构建俱乐部收敛空

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由 LM检验结果可

知，LM-lag和Robust LM-lag估计值更高，模型（6）、

模型（7）、模型（8）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AR）更为合

理；由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模型（6）、模型（7）、

模型（8）均采用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

表 2结果显示：一是江苏和安徽空间回归结果

显示人均GDP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说明江苏和安徽

存在俱乐部收敛；浙江人均GDP系数为正但并不显

著，说明其俱乐部收敛不明显。二是江苏（12.91%）

的收敛速度要快于安徽（12.83%）。三是安徽经济

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安徽的空间自回归

系数为 0.1792且显著，说明安徽 16市经济发展空

间联系较为紧密，空间外溢效应明显。

lnrjgdp
ρ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R2

log-L
收敛速度 v（%）

LM-error
Robust LM-error

LM-lag
Robust LM-lag

Hausman

江苏

SAR（6）
-0.1211***
（-7.30）
0.2012
（1.25）
YES
YES

0.4823
573.1859
12.91

114.7600***
0.7130

128.757***
14.7100***

7.70**

浙江

SAR（7）
0.0405
（0.50）
0.0237
（0.20）
YES
YES

0.1775
435.7925

13.9180***
2.3110

17.578***
5.971***
25.86**

安徽

SAR（8）
-0.1204**
（-2.36）
0.1792*
（1.70）
YES
YES

0.3091
561.5525
12.83

91.7590***
0.0240

111.1340***
19.3990***
12.93***

表2 俱乐部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模

型（1）、模型（3）中括号值为 t统计量，其余模型括号值为 z统
计量。囿于篇幅，模型（5）的LR和Wald检验结果如下所示：

LR-error 为 15.78**，LR-lag 为 21.59***；Wald-error 为

22.24***，Wald-lag为25.87***。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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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与问题

从前面实证分析结果可知，长三角经济发展存

在收敛趋势，同时也揭示其经济发展在收敛过程中

存在如下特征与问题。

（一）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

第一，长三角内部存在不同收敛类型。样本期

间内，长三角及各省均呈现收敛性。江苏和安徽绝

对收敛速度较大，浙江内部差异性相对较小。但从

俱乐部收敛来看，江苏和安徽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

敛，浙江俱乐部收敛不明显。由于江苏和安徽存在

俱乐部收敛，2020年江苏人均GDP为安徽的 1.91
倍，基于一体化初期的极化效应强于涓滴效应规

律，长三角内部将导致“马太效应”出现，需要重点

关注安徽发展。

第二，长三角城市间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城市能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发达城市能带动欠发达城

市的发展，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基于俱乐部

收敛的空间回归结果可知，安徽城市之间存在正向

空间外溢更为显著。基于安徽大部分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较低，可以先重点支持部分城市发展，

通过其空间外溢性带动整体发展。

第三，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有利于长三角经济发

展收敛。基于条件β收敛分析结果，工业化水平和

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相对

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具有显

著区域协同性，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谋划工

业布局和外资引进，推进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

（二）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长三角内部发展相对差距仍然较大。从

长三角整体与各省市变异系数来看，近三年变异系

数波动都较为平缓，亦即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趋势

减慢，长三角内部经济发展相对差距维持在一定水

平上。尽管长三角大部分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皖

北等欠发达地区目前还无法跟上长三角发展步伐，

暂时未能实现与长三角协同发展，致使长三角一体

化成效有限。安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合肥的极

化效应远大于其对周边城市的扩散效应，在其内部

城市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资源要素的单向流动

更容易扩大这种差距。2020年江苏苏南五市GDP
占全省GDP总量比重接近 56.76%，与苏北发展存

在差异。这些差距的存在不仅容易造成长三角产

业承接转移的困难，更制约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步伐。

第二，长三角空间溢出效应有待增强。从俱乐

部收敛回归结果看，江苏空间溢出系数虽为正但不

显著。这说明江苏内部城市间的空间关联性有待

增强，即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在江苏内欠发

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而是依

靠其他原因实现江苏俱乐部收敛。安徽空间溢出

系数虽显著为正，但系数值较小，收敛速度也较

低。浙江空间溢出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且系数值

也较低。这些反映了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强大正向

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次级中心城市的

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得到培育提高，多中心网络化空

间格局尚未形成。

第三，长三角存在市场活力不足和资本配置

不优的问题。一方面，虽然政府干预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政府干预容易

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且政府的过度干预容易造成

市场活力不足。另一方面，投资确实为长三角经

济发展收敛提供了重要动力，投资行业和地区不

精准容易造成投入冗余，降低资本配置效率。消

除地区间行政壁垒和加快资源要素流动，激发市

场活力，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是推动长三角经济

发展收敛、实现长三角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如何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需要考虑的

一个问题。

五、长三角经济协调均衡发展路径

根据上述收敛性特征和问题，从深化结对合作

帮扶、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

场、共建长三角统一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均衡

发展路径。

（一）深化结对合作帮扶，创新长三角共同富裕

新模式

在江苏南北结对帮扶合作、浙江山海协作和安

徽南北结对合作基础上，创新省与省之间结对合作

帮扶新模式。基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

城市实施方案》，深化结对合作帮扶，实现省与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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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产业、园区、管理、环境等开展全方位合作，带

动安徽部分城市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安徽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推动长三角迈向共同富裕。一

是实现结对合作帮扶城市产业共生。皖北各城市

需要立足于自身实际，学习帮扶城市先进技术，聚

焦帮扶城市先进产业，与帮扶城市配套发展产业链

上下游产业，提高自身“持续造血”能力，推动实现

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二是实现结对合作帮扶城市

园区共建。需要探索园中园、飞地园区等合作模

式，加强结对城市园区对接合作，引导两地园区企

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实现园区创新成果转移

转化；需要探索援建、托管、股份合作等合作模式，

帮扶城市园区对受帮扶园区提供资金、人才、管理

经验等，协助受帮扶城市园区规划发展、经营管理、

招商引资等工作，前期所得利益可基本归于帮扶城

市，后期所得利益双方按比例分享。三是实现结对

合作帮扶城市管理共进。结对城市间需要定期开

展干部队伍的互派交流，进而将沪苏浙地区的先进

思想传入皖北，提升皖北各市组织管理能力，激发

培育皖北各市内生发展动力。四是实现结对合作

帮扶。受帮扶城市要消化吸收帮扶城市的先进发

展经验，仔细梳理找出自身的不足，对标修改自身

的短板，实现同帮扶城市在发展环境、政策优待方

面等的对接。

（二）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厚植长三角经济发

展根基

结合城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打造区域完整

产业链，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厚植长三角经济发展

根基，实现长三角整体协调均衡发展。一是筑牢工

业发展基础。长三角各地区和城市结合自身禀赋条

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充分发挥相对比较优势，确定各

自在产业链中的定位和主攻领域，强化产业链上下

游垂直分工，建设稳定的前后向供应链关系，打造具

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完整产业链，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二是推动工业协调发展。上海市要加大资

金投入探索未来新兴产业，引领好长三角工业发展

方向；安徽要在改善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大力吸

引和承接沪苏浙的高端要素输入，积极发展新兴产

业，深度融入长三角工业分工合作体系，实现长三角

整体协调均衡发展。三是推动工业强链补链。要通

过技术锻长补短，打造长三角创新合作平台，深入推

进产学研合作促使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长三角

工业核心技术突破，打通长三角工业增长关键堵点，

以“点”的疏通增强“链”的韧性实现“面”的升级。四

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形

成“中心城市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

区域分工格局；重点推动上海等中心城市优化生产

性服务业供给，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研发、设

计、采购分销、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专业化、高

端化发展；充分发挥其他城市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积

极推动终端产品专业化制造。

（三）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形成国际竞争合

作新优势

持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加速实现要素市场

化，努力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统一。

一是加快要素市场化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要

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区内城

市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调发展机制，有效破除

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在市场基础规则制度统一的基础上，打造

长三角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实现长三角内部要

素和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促使长三角内部

要素和资源的自主流动、互联互通，从而提高长三

角整体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性。二是依

靠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畅通内循环。要推动长三

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各省市的分工定位，在

促进区内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的基础上，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长三角内循环良好运转；要

积极与京津冀、长江中游、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

建立区域合作关系，通过产业转移、园区共建、项目

合作等方式共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助推国内大循环

良好运转。三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

进扩大外循环。要依托上海自贸区带动江苏、浙

江、安徽自贸区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国际要素有序

流入、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统一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要利用好自身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多措并举鼓励本土实力强劲企业“走出

去”，努力成为外循环的微观主体，形成国际竞争合

作新优势。

（四）共建长三角统一制度保障体系，促进政策

链协同

破除地区间的制度壁垒，弱化行政权力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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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和产业布局的影响，推动长三角均衡协调发

展。一是有效破除制度壁垒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

一体化的思维突破行政壁垒，通过简政放权、政策协

同，解决好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营造好稳定公平

透明的营商环境；破除阻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

体制机制障碍，努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结合；通过政策倾斜、资源汇聚等方式提高核心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强化核心城市经济发展整体规划引

领作用，构筑好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通道，加强长三

角各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各城市市场资源的

互通有无。二是实现长三角制度一体化保障长三角

协调均衡发展。开展干部交流任职，成立合作管理

组织，打破地区本位利益藩篱；坚持制度建设为整体

服务的思想，只有整体进步才能提升个体上升空间；

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增强大局意识，在长三角一体化

制度建设中建立起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

制度保障体系，有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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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vergence and Coordinated an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Path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ang Dachun Zeng Zhibiao
Abstract：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conducive
to narrow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and realizing the balanc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and
convergence econometric model to test the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converg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lub-convergence existed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Anhui province, 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Jiangsu province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Anhui province, while the Club-convergence
of Zhejiang province was not obvious.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opening up and spatial effect is conducive to the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Therefore, 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pairing cooperation assistance to innovate a new model of common prosperity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ptimiz the industrial layou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cultivat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ild unified marke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form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stablish joi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promote policy chain coordination.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vergence; Coordinated an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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