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经济评论 2023.01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区域协调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

的情况下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先让一部分人和一

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东部沿

海地区获得了地区优先发展的权利和经济发展的

先发优势。东部沿海地区基于有利的地理条件、自

身较好的发展基础和特殊优惠政策等因素综合叠

加，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迅速改变了贫穷落

后的面貌，并拉大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当前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外部发展环境恶化，东部

沿海地区邻近世界市场的优势衰减，与此同时，西

部地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凸显，为拓宽我国

经济发展空间，基于平衡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序幕。2020年5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

见》指出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是“顺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

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广大西部地区在新时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

遇。党中央在提出形成“双循环”经济格局之际推

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凸显了缩小东西部发

展差距在“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性。

形成“双循环”格局的重点是畅通国内经济大

循环，各个区域之间充分平衡发展是国民经济大循

环的必要条件。我国是一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

展大国，国土面积辽阔且地理条件复杂，经济活动

在国土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平衡，区域之间存在巨大

的经济发展差异，经济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区域

间的极大不平衡。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战略调控，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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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民经济也将由于过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不能持

续稳定循环运行。

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释放结构性潜能

区域发展差距过大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

因之一，西部地区较弱的消费能力和外部需求减弱

使得东部地区强大的供给能力不能有效发挥，造成

供给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提出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出口导向

发展战略的总体调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内需扩大要求提高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以提升消费能力。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新时期西部地区资源丰

富、市场潜力巨大的后发优势明显。西部地区中低

收入群体占比最高，消费升级的潜力空间巨大。通

过强化区域分工和发展区域贸易，引导产业向中西

部转移，发挥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改变我国高端

产业过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国土空间

格局。

（一）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导致内需不足

我国经济运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供需错配

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发生在

产业领域，却通过产业的空间分布不平衡造成区域

结构的不平衡。虽然总量上表现为内需不足，但从

空间结构角度看，由于区域差距发展过大，西部地

区消费能力相对东部地区明显偏弱，西部地区由于

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消费潜力没有得到有效释

放。如图 1所示，21世纪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

一直呈下降的趋势，直到 2010 年达到 48.45%的最

低值；此后随着扩大内需的政策不断出台，消费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上升，在 2019 年消费占 GDP 的比

重达 56.02%，此后又呈下降趋势，2021 年消费占

GDP 的比重降至 54.26%。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占

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与国内强大供给能力相比，

内需不足制约供给能力释放和产业升级，导致国内

经济循环动力不足，可见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

为我国重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之一。

（年份）

图1 1978—2022年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1979—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众多原因中，区域

发展差距过大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

因。我国过去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对西方

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金融依赖与核心技术依赖，资

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沿海的出口导向型的经

济部门。外贸占比过高和过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不仅

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因此，缩小区域差距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

从国民收入再次分配角度来看，偏向于东部沿海地

区集聚的出口基地，以及偏向于资本利益和金融利

益的出口导向发展体制，必然会扩大我国国民整体

层面以及不同区域间、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过去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

东部地区抓住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

的机会，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成本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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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了市场和

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发展

模式又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已经过大的区域发展差

距。面对逆全球化压力和挑战，支撑我国经济发

展的外部需求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国

民经济循环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是应对逆

全球化的必然之举，经济循环由依赖外部需求逐

步转向依赖国内需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成为畅

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消费能力

的作用，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前，西部地区消

费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在 2003年以后，

西部地区消费占全国比重开始上升，并在 2014 年

达到 21.96%的峰值。但是西部地区消费占全国的

比重长期低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这说明西部地

区消费水平处于较低水平，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

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使得国内消费受到抑制。

过大的区域发展差距抑制国民经济的整体有

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循环

体系中供给大于需求，社会再循环不能连续实现，

生产过剩，引起经济的波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

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生产与消

费是相互决定的，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是社会

总产出的实现，消费不足影响社会总产出的实现，

进而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产

的商品和服务必须经过流通进入消费领域，在价

值得到补偿才能实现再生产。如果有效需求不

足，社会生产所消耗的资本得到的价值补偿不足，

则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就会被阻碍，从而影响

经济正常的循环。我国现阶段出现生产过剩和内

需不足并存的现象，本质上就是供需错配，表现为

国内经济循环不畅通，在区域上体现为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滞后，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实施精准

扶贫，增强西部地区贫困群众的购买力，而在东部

地区则出现大量“僵尸企业”形成产能过剩的现象。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为西部地区带来重大战

略机遇

我国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近年来

东西部地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存在

拉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便利的

海洋运输条件和邻近世界市场优势，在市场机制的

作用下使得全国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向东部地区集

聚，导致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后发劣

势。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过程中需着力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带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

问题，这为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

遇。以国内市场为核心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既是

应对国际严峻复杂形势的关键之举，也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战略举措。畅

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以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内经

济一体化为前提；缩短区域发展差距，补齐西部地

区的发展短板是加快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内在要

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的鲜明特征之一

是地区间收入差距较大，各地为保护本地区的产

业，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占优策略，在体制层面

造成市场分割，导致国内经济循环遇到诸多区域层

面的障碍。

由于东中西三大地区间的差距是中国经济总

体差距的主要来源，着力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

的问题，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为建设全国统一

的市场和充分利用我国市场规模的超大优势创造

条件。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一

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在“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

内国际相互促进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方向下，经

济发展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和投资，生产要素过度向

东部地区集聚，推高东部地区土地使用成本，对东

部地区的生态承载力造成了很大挑战，而西部地区

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上述问题，国家

调整发展战略，通过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

增加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入，提高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探索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

进国内经济循环畅通的可能路径。

（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新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世

界贸易规模开始收缩，东部地区邻近世界市场，便

于参与世界价值链分工和利用世界需求带动生产

的优势逐渐减弱，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面临严

峻的外贸不确定性。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优

势减弱，在西部地区挖掘出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

拓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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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使得国家宏观经济运行

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调整能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

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取向将更加注重“安

全”和“畅通”；高质量建设安全和畅通的国民经济

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经济运行畅通

性决定经济发展态势，打造最安全和最具畅通性的

经济秩序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冲击启示我们:只有建

立安全和畅通的宏观经济运行体系，国民经济发展

才更有韧性，才能在全球化的风险环境中拥有国际

竞争力。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代表的缩小区域发

展举措彰显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面

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和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

现实背景下，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

大战略，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提升经济发展韧

性，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创造有利条件。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

提，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全

国“一盘棋”理念下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

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时，市场机制

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有限。受到市场分割

的阻碍发达地区的经济成就难以外溢到欠发达地

区。具体而言，受到市场分割因素的影响，西部地

区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始终与东部地区存

在差距，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受阻。在畅

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

下，通过发挥统一政治制度的优势，推动市场经济

体制的统一，释放市场机制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

面的作用，西部地区将加快与东部地区的市场体制

机制一体化进程，实现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融合

发展，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产

生的结果，是一个经济发展渐进的过程。东部地区

率先实施改革开放，市场化程度高，法治环境建设

好，有很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西部地区市场化相

对滞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系统的提升。根

据行政区域划分而形成的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

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协调发展，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

异巨大，国家目标与地区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存

在着隐形的贸易壁垒和地区封锁。在畅通国内经

济大循环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形成“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关键在于东西部的融合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通过打破行政区壁垒、加强相互联通，以融

合发展的方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市场化改革不仅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拉

大了区域发展差距，市场和地理因素的结合使得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在特定区域。东部

地区的崛起，市场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东部地区

通过率先开始市场化，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市场专

业化程度高，达到了经济较为发达的程度。然而

东部地区的率先改革开放，使得东部地区与世界

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上海、深圳等东部国

际化大城市与纽约、伦敦等国外大都市的联系比

与国内西部广袤的农村地区联系更密切的现象。

总体而言，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营

商环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重要的要素

和产品市场在国外而不是国内中西部地区。我国

东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发展差距严重制约

国内统一市场建设。

没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国内经济是“碎片化”小

循环，不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受

制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以市场分

割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方政

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对市场准入条件和

企业竞争进行限制。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互促双循环新格局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应该

将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先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不

仅要注重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更应注重对国内其

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开放，避免西部地区某

些地区政府以对外开放之名，行国内市场分割之

实。西部地区某些地区实行市场分割的目的在于

通过市场分割实现区域分工地位的提升，保护市场

竞争力较弱的产业，然而这种将地区利益置于国家

利益之上的做法并不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国

家的整体利益，地方利益集团阻碍推动国内统一市

场建设，担心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像经济全球化一

样，导致经济强势地区获益，而经济弱势地区受损，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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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构建全国统一市场过程中，需要以缩小区

域发展为前提，让欠发达地区收益，妥善处理好地

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

全国统一的市场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

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统一

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西部地区发展观念

较为封闭、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存在对区外流入要

素的侵蚀、漏损和排斥。打破地方条块分割的壁

垒，取消行政区准入限制，减少地方政府的对市场

运行的干预，建设一个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实现

区域条块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实施统一市场建设

政策，统一市场建设虽然没有明确的区域指向，但

是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统一市场

建设是要消除一切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

碍，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经济“碎片化”循环的

制度基础。

国内经济循环的不畅通、分割化和碎片化难

以支撑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进一步开放

需要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支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

区较大的发展差距，部分原因是地理的阻隔，使得

经济发展并没有收敛到平均水平，但更为重要的

是体制的原因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特别是我

国独特的“行政区经济”，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各自为政，对于跨行政

区的经济活动以“搁置”的形式处理，造成国内市

场的碎片化分布，区域经济发展并没有收敛到东

部地区较为发达的水平。因此，要加快要素一体

化和商品一体化市场改革，减少单个区域内经济

的自我小循环。

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也应该为地方政府发展本

地经济提供激励，保障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动力。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不能完全由中央政府

规划形成，要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分工

和产业发展，构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关键一环。地

理条件、行政区划，交通建设滞后等因素造成我国

东西部地区经济联系不够密切；同时西部地区的地

方保护主义和东部地区以面向海外市场的出口导

向型模式对西部地区的市场潜力开发也不足。未

来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对内开放，由众多小区域各自

内部的地区经济循环向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循环转

变；发挥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体

制改革，有效对接东部发达地区，逐步消除地方市

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利于我国

早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二）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后发优势促进产业由

东向西转移

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

和锁定，虽然 2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我

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空间格

局没有根本改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

趋势明显，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为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东部地

区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部分产业呈现

向中西部地区和海外转移的趋势，西部地区和国

外其他劳动力和土地廉价国家存在着争取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的竞争，通过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政

策和西部地区积极的对内开放改革，引导产业由

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是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有效途径，同时可避免东部地区产业向东南

亚和南亚国家过度转移，维持我国制造业的竞争

优势。动荡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和畅通国内经济

大循环的时代背景使得西部地区较海外地区更有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竞争优势。发挥西部地

区的后发优势，强化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促

进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在西部地区形成全国

性的产业中心。

经过西部大开发战略 20 年的持续努力，西部

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改

善，如交通、水电、能源等方面，极大地改善了西部

地区产业发展的条件，然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相比在产业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有

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也较强，以长三角

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地区已经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走上了创新发展的道路。后发优势

理论认为落后地区可通过从发达地区引进技术获

得比发达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落后地区经济最

终赶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则

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引进东部地区较为发

达和已经成熟的科学技术，实现在科学技术上的

追赶。

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是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的关键，特别是将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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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国发展多样化分工并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

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变目前制

造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状况是缩短区域

发展差距的有效举措。然而我国东部的制造业尚

未达到转移的内生临界点，产业转移还需要较多

地依赖于政府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作用。通过加

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降低国内

经济贸易过程中的“纯粹流通费用”；形成东中西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建立起相

对自给自足的和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统一

市场建设过程也应该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提

供激励，保障地方发展经济和产业的积极性。

（三）培育和壮大西部地区都市圈与城市群

在西部地区培育和壮大都市圈是构建高质量

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的现实需要，都市圈是经济活

动最为密集的地方，其经济影响力在区域层面乃至

全国层面的影响力都很大。首先，从经济循环的角

度看，都市圈是经济循环的关键枢纽，我国人口迁

移集聚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是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

入，在西部地区顺应人口流动规律和趋势，培育和

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增加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度，

有利于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其次，西部地区的

都市圈与城市群是对接东部发达地区技术扩散的

重要平台，都市圈与城市发达的信息流和物流体系

使得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最先扩

散到这些地区，而且能够做到有效承接。西部地区

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条件最好的地方，国家在西部地区

一些大城市设立了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和高新技

术开发区，增强了西部地区产业集聚能力，为西部

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把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作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

点区域，充分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在现代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增长极作用，应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大城市

在发展现代产业方面具有的优势条件，将西部地区

自然资源禀赋与现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结合

起来。在国家层面已经批复建设的重庆、成都、西

安三大国家中心城市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是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空间枢纽，

联通了全国各地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是西部地

区最重要的生产、需求和交易的地方。

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

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劳动生产率，都市圈和城

市群的发展扩大能够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提

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是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最好的地区，拥有便捷的交通

运输体系，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也接近东

部地区水平，具有人才和产业集聚的优势，可基于

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推动该地区整体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形成西部大开发格局需要

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对空间经济结构

进行调整，推动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市圈和

城市群是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市场的空

间载体，这样的空间组织形式可充分发挥我国超

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使得产业和人口集中释放出

集聚经济效应。东西部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之

间的区域分工和产业联系是东西部之间最先实现

一体化发展的先导。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意

味着不同地区都应该拥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导

产业，西部一些地区由于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竞争

力较弱，向东部地区开放市场后可能会被市场竞

争机制淘汰，不利于保护区域经济发展利益。在

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都市圈是改进西部地区产业

发展条件、增强产业吸引力的有效途径。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都市圈和城市群是

培养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最佳空间组织，在西部地

区积极培育和壮大都市圈与城市群，调整产业的空

间布局，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

业，小而分散的空间组织形式不利于未来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超大型城市支撑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密集的人力资本为发展

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考虑低水平

的城市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西部地

区应重点推进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

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大城市，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与

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最为密切，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具备产业发展的良好条件，推进东西部

地区的都市圈之间密切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可显著

增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实现东西部

地区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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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ow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and Unblocking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Zhang Ao Sun Jiuwen
Abstract: To smoo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n the new era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deal with the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The construction of a“new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provides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o speed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horten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eastern
reg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shorten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per-large-scale advantages of China's economy, and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s the key to starting the
great cycle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per-large-scale advantages of China's economy is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great cycle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which is driven by the macro strategic guidance of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double cycle”.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market economy, the transfer of industry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will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Economic Cycl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New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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