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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长三角区域国际竞争力

——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李 晔

区域经济集聚是导向

问：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了？特征是什么？

王一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三大经济区已具备了世界级规模都市连绵区的雏形。但是，相对于世界其它著

名城市群，三大经济区无论是总量还是产业结构方面都相差甚远，其基本导向不是扩散，而是集中。

2004 年，我国人均 GDP 达 1490 美元，已从解决温饱阶段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按世界银行分类，我国已走

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

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往往是区域结构大调整和地区差距扩大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的时期：

首先体现在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沿海集中。

其次体现在生产要素向城市和都市圈集中，目前长三角 GDP 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但与日本东京湾 GDP 占日本 80%相比，长

三角的集中程度还远远不够。三是市场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前所未有的增强，形成资金和劳动力要素的大规模流动。

据匡算，目前中国已有 1.6 亿人口向城市群流动，加剧了集中化的趋势，提高了效率，因为二产的劳动效率约是一产的 5

倍左右。四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吸纳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形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新的二元结构，沿海地区产业体系已

基本进入全球分工，沿海三大经济圈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 80%左右，内陆地区经济联系仍主要在国内市场。

但是，“集中”所体现的经济活动的高密度，也加剧了环境和资源压力，导致长三角等区域的电荒、水荒、地荒。

长三角不能“水泥化”

问：那么长三角与世界级都市圈相比，问题和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

王一鸣：区域发展缺乏统一规划，机场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依然存在；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竞争力不强；城市建设投资过

大，不少地方盲目建摩天楼，广场修得太漂亮；无序竞争和市场壁垒依然存在，劳动力、资金、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的壁垒

还未消除，异地就业、异地贷款、异地票据结算等，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城市就业和公共服务跟不上需求；土地、能源、交

通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堪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问题。在三大经济区域的很多产业中，农民工是主体，但他们没有市民身份，得不到系统的

培训和社会保障。而且，一些城市借“修编城市规划”之机，将大量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可持续开发利用特别是耕

地问题日趋严重。我认为，农民住高楼并不是好事，说明土地太少了，长三角绝对不能“水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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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可无往不胜

问：长三角在增强区域国际竞争力方面，重点要做哪些工作？

王一鸣：增加长三角区域国际竞争力的内核有三：一是不能老是做“组装车间”和加工厂，制造业一定要向高端发展；二

是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旦自主研发能力上来了，长三角就可“无往而不胜”。事实上，国际技术在长三角的多元组合，已

经为长三角区域的集成创新和分摊研发成本创造了条件。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现象在珠三角出现了，譬如广东的华为，可

拿出其销售收入的 10%作研发，雇佣外籍研发人员 1600 多名，用活了全球资源。但这样的企业在长三角还没出现，症结在于，

目前长三角的一些大型企业还有不少属于垄断性行业，这些企业的习惯性思维是：坐地收银就够了，要费时费力去创新干什么？

说到自主创新，我还必须强调一个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为自主创新作长远准备的。但目前，我们的

大学教育都是一个模式，像工业化流水线。我常举一个例子，说咱们中国人为外国人打工赚了血汗钱后，送小孩去国外读书，

相当于又把钱还给了老外。这个例子，是值得我们的现代教育深刻反思的。

增强区域国际竞争力的第三大关键，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的服务化。一方面，现代制造业需要设计、包装、技

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另一方面，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越发达，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问：长三角与世界著名城市群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拉近？

王一鸣：德国人均 GDP 在 1500 美元的时候，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以高投入和高消耗来维持，可见，有些阶段确实是无法逾越

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缩短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有利条件是，全球化了，全球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其次，我们

政府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入手，必然能缩短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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