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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长三角发展的特点

杨晋荣

历史上的长江三角洲，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它表明，这里曾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方。

如今的长三角，已经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城市群。不仅农业发达，在工业和金融贸易服务等第三产业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实力。

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在我国 GDP 中占有很大比重。对西部地区来讲，研究长三角经济的发展特色，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沿海相对

发达地区的发展规律，借鉴其成功而又适用的做法，以更科学、更高效的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我看来，长三角经济发展的特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结构调整具有整体性、市场协调性。

现在，不少地方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还是以行政区划为单元来考虑的。全国是大局，省市区提要求，具体落实则不少是

在地一级甚至县一级。以农业方面为例，从理论上和导向上，我们可以说市场需要什么、农民想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然而

在现阶段，由于农民获取信息受到局限，农业生产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不够强，以及我国还有粮食调入区、调出区的总体部署等，

在结构调整时，行政区领导理所当然地对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目前为止，总体而言，在结构调整中，行政手

段用得比较多。因此，仅仅由于行政领导能力的参差不齐，就存在着要么干预较多、要么放任不管的情形。

与此不同，长三角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先进、比较成功的例子。长三角从行政区划上看，包括了 15 个大小不等的城市，涉及

两省一市，也并没有一个“总协调组”之类的机构凌架其上。迄今为止，这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在一个相对充分的市场机制

下运行。比如，苏南模式的产生，启动了苏南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步。而当浦东开发开放拉开帷幕后，一系列以浦东为龙头

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开发区，早先的苏南模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又如，

从长三角乃至更大范围的总体格局来考虑，有些地区提出了“当好上海后花园”的思路。这是一个十分切合实际的战略转变。

更有意味的是，这一切，基本上都是以市场协调方式为基本手段，而不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形成的。

第二，在辐射与接受辐射的互动中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关联性。

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在一定时期又有阻碍作用。如果仅仅囿于行政区划来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结果可能

是“削足适履”。

在这方面，长三角的发展同样有精彩之笔。以上海为辐射原点，从城市角度讲，以杭嘉湖绍甬和苏锡常宁镇扬通为两个扇

面展开；从交通角度看，以沪宁铁路和高速公路、长江通道以及沪杭甬高速公路为动脉而展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也形成

了一个多层次较协调的产业布局。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下，共同的发展目标使原本分属于不同行政区的经济体在协调中获得多赢。

这些年里，从长江航道疏浚、环太湖经济发展、上海航运中心建设以及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一小时或两小时经济圈的形成，

辐射关联都产生了良性循环。特别是中国申办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成功后，辐射关联将更显重要。

在现实中，有不少被称着“几省交界处”的地方，边界经济的无序状态时有出现。在这一点上，长三角地区大量存在省际、

地市际、县市际的发展协调问题，却极少出现无序或关系对立的现象，这个特点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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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着眼于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决策强调科学性和协调性。

长三角之所以能共同繁荣，除了它的一些独特优势之外，关键还是在区域合作上各个独立决策者或决策集体的决策的科学

性，以及各种决策之间的协调性。

如前所述，长三角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经济基础比较扎实，人才资源相对雄厚，水陆空交通便捷，等等。不足

之处在于能源等要素紧缺。有鉴于此，长三角不断地扬长避短，不断地克服不利条件创造新优势。比如，决不因为人才资源丰

富就不重视人才高地的建设，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丰富是相对的、动态的，吸引人才的政策不断得到创新，不断增加新的对人

才的吸引力。又如，充分用好发展水陆交通的天然条件，科学规划省市际和地市际的交通链接，在加强合作中共同发展。现在，

在长三角很多城市，决策者往往并不是从一城一地的角度来考虑本地决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是着眼于长三角，放眼全国乃

至全球，主动寻求与相邻和有关城市的协调发展。这是长三角更应该引人关注的一个新特点。

第四，着眼于增强后劲，发展注重国际性和整体最优。

这些年，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很时尚的说法。其实，很多人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从整体发展的意义上来思考接轨的

意义和方式，而往往从某一事或某一时的举措的角度来认识。应当说，长三角已经走过了这一阶段，与国际接轨不再是时尚的

招贴。这几年里，长三角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同时，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好几起与国际贸易争端有关的事情都发生在长三角，

其处理方式也很具有国际标准。这是长期以来注意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而且，长三角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越来越注意

发挥长三角的整体效益。如，有些外资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而将生产基地设在上海郊区和长三角

的其他城市，各得其所，无论中外双方都取得了效益最优的结果。虽然这种现象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但长三角的一些城市已

经明显意识到这种“组合拳”的好处，得到了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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