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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腾飞须破“篱笆墙”

---长三角经济带连续报道之二

竞争繁荣了长三角，但行政分割“篱笆墙”下的诸侯经济，各自为完成ＧＤＰ指标、无所不用其极的产业竞争使长三角很

受伤。

苏州新区的一位负责人员说，“开发区黄牛”在长三角地区成了一个特殊职业群体。他们出没于当地商务活动频繁的大饭

店、宾馆，专事卧底收集开发区招商信息。“常常是我们的谈判刚结束，这班卧底黄牛后脚就跟进去，他们会开出更优惠的条

件来拆台。”今年，一家从事合金材料生产的日本金属公司投资苏州新区的谈判已结束，新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快办下来了，对

方突然提出不来投资了。细问才知，原来是另一地的开发区开出了更优惠的条件。这类事常常发生，弄得大家在谈判中不得不

最大限度地体现优惠，向投资者倾斜。

为降低商务成本持续走高对招商引资的消极影响，上海决定在嘉定、青浦、松江三个郊区１７３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试建“商

务成本盆地”，在土地、用工、税收等方面试行一系列优惠政策，这被称为“１７３计划”。江浙人士认为，上海意欲重拾制

造业旧山河，“商务成本盆地”将“拦截大小资本，一网打尽”。与青浦邻接的吴江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担心，这很可能

导致区域间在产业的名义下恶性竞争。“如果江苏也来个‘１８３’计划，浙江再来个‘１９３’计划，大家都这样低成本争

下去，到头来是境外投资者有了压价的筹码。将产业竞争的导向放到商务成本上，那绝对不是上策，对大局弊多利少。”

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一体化的趋势遭遇行政分割的现实时，产业链条便成了枷锁。在长三角地区，引资与制造业

布局最有可能实现梯次转移，按照城市功能定位不同，适合建立研发中心、贸易总部的地区，发挥服务贸易之所长，做高端的

不争低端项目；做龙尾的不去揽自己无力或承接不好的项目。可事实上，各地在ＧＤＰ指标的驱使下，都想构筑自己的产业链，

“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于是，年财政收入不过６００多亿、本地没有一所大学的一个县也要去拼抢投资在１０亿美元以上、

对人才大量需求的芯片制造线。在行政区化的壁垒下，各独立区域内的产业链在相当程度上反成了阻隔区域一体化的枷锁。

在森严的行政区化面前，长三角的一体化其实还很遥远。长期从事开发区工作的昆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告诫，

当前的引资应该与２０年前的引资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年一无所有，发展经济只求“有”；现在，“有”已具相当水平，各地

考虑的应是如何做“高”、做“强”。政府要推动的是，不该拼强的不要去拼强，应该做强的地方不要去争低水平的项目；否

则，当商务成本之争沦为地价、财税等硬成本的“血本甩卖”，产业争夺只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强化经济版块概念，淡化行政区划概念”这是记者日前踏访沪、苏、浙三地时听到最多的呼声。要构筑整体竞争力强大

的长三角经济版块，长三角行政体制已到改革时。

江苏吴江市盛泽镇与浙江嘉兴的王江泾镇一水相连。今年，盛泽镇建成了直通太湖的生活水源管道，嘉兴也已建成污水排

海通道。本来，只需将盛泽镇的管道延伸到王江泾镇，嘉兴就能解决生活水源难题，直接饮用太湖水；而嘉兴只需允许盛泽接

通其污水排海通道，也就解决了盛泽的工业污水问题。这本是两全其美事，但在仅一河之隔的不同行政区划间却成了奢望。盛

泽镇党委书记姚荣林说：“由于行政分割，资源白白浪费，无法共享。”

这只是长三角地区行政分割下资源浪费的一个缩影。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世博会与长三角园区青年论坛”上，无锡新

区管委会主任周谦以交通为例说，现在长三角每个工业园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划。“长三角地图”上，城市外环线一个

地方画一个圈。结果，相邻城市的周边环线纠结不清，仿佛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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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就不能从区域整体上去打通规划呢？嘉兴市人大副主任陈德荣一语中的：长三角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特别是受行政区域限制，各城市之间经济要素的流动仍受到严重阻碍。

机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昆山开发区的一位官员说，原来，昆山到虹桥机场不过１个多小时；由于虹桥机场的国际航班东

移，现在从昆山到浦东国际机场要２到２．５个小时。这迫使江苏、浙江要建自己的机场。眼下，昆山不得不筹资修建一条高

速公路直达南京禄口机场。苏州新区的一位负责人说，将来新区进出口货物也不一定全走浦东，可能寻找新的出路，譬如远走

深圳。如此竞争，浪费的还是国家资财。

“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长三角地区缺少一个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昆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宣炳龙分析说，目前长三

角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规则缺失下比拼环境、土地等资源的经济，这不是良性竞争。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经济

和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司长杨伟民也吁请，长三角要走出春秋战国时代，打破行政区域的限

制。

旧局何以破，新局如何立？宣炳龙认为“长三角行政体制已到洗牌时”，应该考虑在长三角地区恢复历史上类似华东局那

样的强有力的行政协调机构，以革除各自为阵的弊病，推动长三角经济整体发展。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则建议，在设立一个超越于三地政府之上的行政机构有操作难度的情况下，可在长三角区域内制

定一个类似于ＷＴＯ的规则，让三省市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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