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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基于经济韧性的区域高质量发展问题

探析——以京津冀沪苏浙皖粤 8 省市为例
1

魏丽华

【摘 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区域经济质量与经济韧性密切相关，经济韧性是区域在遭受外部突发事件

时所展现出来的抵御风险冲击并不断进行调整、适应、恢复进而实现创新转型的能力，它是衡量区域发展质量的重

要指标。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三大区域 8省市经济韧性的不同表现为例，结合新发展格局下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新要求，围绕补短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畅通经济循环、实现经济高水平自立自强等

目标，积极探索各省市提高经济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京津冀地区应聚焦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科创人

文与现代金融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市场化程度的更高提升；长三角地区应聚焦改革创新、

产业创新、链条创新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主题，以创新协同的核心驱动助力新旧动能转换；珠三

角地区应立足于外向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优等优势，聚焦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

这一目标，以地理意义上的融合托举起产业、科技、金融与教育等多领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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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立

足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主动调整与积极应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密

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作为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优化区域布局，释放内需潜力，

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指

标体系中，经济韧性是重要构成之一。经济韧性是区域在受到外部突发事件冲击时所展现出来的抵御风险并不断进行调整、适

应、恢复乃至实现创新转型的能力，它是衡量经济运行是否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础，是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的反映。

关于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分别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1]
增强经济体制韧性和提高制度质量、

[2]
构

建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3]
以及深化数字经济在培育新动能、新引擎和新业态中的重要作用

[4]
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这些成果丰

富了经济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着不足。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严重

冲击。在疫情冲击下，由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的不同，各地区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进而呈现的经济韧性也各有强

弱。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该如何全面衡量疫情对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影响的差异化程

度，各地区又该如何面对疫情常态化影响，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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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等 8 个省市

为样本，通过对经济韧性机理的阐述，选择多个指标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系统评估上述地区在疫情中的经济韧性表现，

并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探索补短板、育新机、增韧性以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二、经济韧性的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韧性(Resilience)一词常见于物理学和生态学等领域，多用来表示材料对受力产生形变的抵抗能力，后来逐渐被引用至社

会科学领域。Reggianietal.(2002)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用到了这一概念。将经济韧性看作是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后抵御风险

的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总和。
[5]
这一能力反映出了经济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自我修复、自我更新并适应新环境的综合水平。

韧性概念的引入丰富了区域经济研究的范式，扩充了区域经济学中的研究手段并提高了其解释力，反映出了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诉求。关于经济韧性的理解，Hassink(2010) & Edward(2012)主张从两个能力的视角来探索：一是经济系统抵御

冲击扰动并维系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抵抗能力。反映出了经济系统在特定时点上有效分配现存资源的能力；二是经济系统通过迅

速、多样化的响应措施来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反映出了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不断修复的过程与能力。
[6,7]

这一解释从静态经

济韧性与动态经济韧性的双重视角，既反映了经济体适应常规或预期压力水平的能力，又凸显了适应突发危机的能力。成为当

前经济韧性领域的主流观点之一。
[8]

关于如何从危机冲击下的抵抗能力和应对危机中的恢复能力两个维度有效测度并评估区域经济韧性，Martin(2012)提出了

两个简单的指标：采用危机冲击期地区的就业情况变化来衡量恢复力；采用该地区在冲击期的就业人数变化与国家层面就业人

数变化的比例来表示抵抗力。
[9]
用表达式来描述即为：

其中，E 代表地区的就业水平，ΔE/E 是就业水平变化的百分比。r 为地区尺度，n为全国尺度。如果β小于 1,表明该区域

经济对危机冲击的抵抗力较低。反之，则表明抵抗力较高。

当前，国内学者在普遍参照 Martin(2012)这一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现实，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就业率变化的

敏感系数来描述区域经济韧性。如：曾冰(2018)基于 GDP 的变化情况测度了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省域经济的韧性程度。
[10,11]

林耿

等(2020)基于地方生产总值的变化测算了佛山市 2008 年和 2013 年 30 个专业化镇的经济韧性。
[12]

本文借鉴 Martin 等(2012)的研究方法，从抵抗力与恢复力两个角度来评价疫情冲击下我国相关区域经济韧性的表现。但有

所不同的是：

(1)指标选择：

为全面反映各区域经济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本文从 4 个方面来测算经济韧性：选择 GDP 代表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额代表开

放度、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发展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居民福祉。另外，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

公报。

(2)时间选择：

对突发事件影响下区域经济的韧性测度通常需要考虑危机发生期、前期和后期 3个时期的情况。结合疫情集中爆发的时间

节点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 2020 年作为疫情发生的基期(t 期),选择 2019 年数值作为(t-1)期进行抵抗力的分析，选择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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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数值作为(t+1)期进行恢复力的分析。

(3)地区选择：

为了全面测算疫情下国内各地区的经济韧性，本文选取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代表京津冀地区。按照 2016 年 6 月国家发

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确定的长三角城市群的涵盖范围，
①2
选择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 4省市代表长三

角地区。选择广东省代表珠三角地区。以此为根据，按照上述方法分别计算 8 个省市的经济韧性。

综合上述说明，本文测度经济韧性的抵抗力(dkl)与恢复力(hfl)指标将按照以下公式进行：

其中，Et 是 2020 年相关指标，即危机冲击期；Et-1 为 2019 年指标值，即危机前期；Et+1 为 2021 年指标值，即危机后

期。Er 代表地区尺度指标，En 代表全国尺度指标。此外，在采用前述公式的基础上为了得出更全面的结论，论文采用赋分值法，

即在计算出相关省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基础上按照指标值高低进行赋分。因为选择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所以指标值最高

的地区赋 1 分，第二名赋 2 分……以此类推，最后进行加总，总分越低的表示抵抗力(恢复力)越强。

表 18 省市生产韧性指标表

指标

生产抵抗力 生产恢复力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0.5217 8 1.0494 2 10

天津市 0.6522 7 0.8148 7 14

河北省 1.6957 1 0.8025 8 9

上海市 0.7391 6 1.0000 5 11

江苏省 1.6087 2 1.0617 1 3

浙江省 1.5652 4 1.0494 2 6

安徽省 1.6087 2 1.0247 4 6

广东省 1.0000 5 0.9877 6 11

三、八省市的生产韧性分析

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 8 省市的生产韧性值，见表 1。

2 ①其涵盖的范围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

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和安徽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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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情下生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表 1 显示，经济总量受疫情冲击最明显的是北京、天津和上海，最弱的是河北、江苏和安徽。面对疫情冲击采取措施推动

经济社会生产恢复最好的前三名是江苏、浙江和北京，而恢复力偏低的三个地区为河北、天津和广东。

2.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分析

综合 8省市生产抵抗力与恢复力表现，按照赋分值法可以发现，生产韧性表现最好的是江苏省，其抵抗力排第二，恢复力

排第一。而生产韧性最低的是天津市。对这一现象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视角进行解释。

(1)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第三产业占比较高，韧性偏低

众所周知，京津沪三市三次产业结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三二一”结构性特征。三市 2020～2021 年第

三产业占比分别在 80%、70%和 60%以上。而疫情的爆发由于对人员聚集、流动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对第三产业的冲击更为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产业增加值指数变动中三市第三产业降幅明显大幅高于第一、二产业，尤其是上海市和北京市，

降幅分别位列第二、三位(仅次于河北省),高于全国水平。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占比明显偏高的三直辖市在疫情冲击下国民经济总

量收缩更为明显。除了第三产业降幅明显以外，北京和天津的第一、二产业也呈下降走势，进一步恶化了生产韧性。尤其是天

津市，生产抵抗力和恢复力均为 7分，直接导致了韧性水平最低。除了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外，也和其新动能培育迟缓、转

型升级压力大、经济活力不足等密切相关。唯一可圈可点的是北京的生产恢复力，虽然其生产抵抗力最低，但是恢复力中位列

第二，展示出了良好的复苏弹性。这很大程度上与其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新基建、新场景、

新消费、新开放、新服务等领域，聚焦数字经济与高精尖等新经济业态所爆发出来的恢复能量密切相关。

广东的生产抵抗力 5 分、恢复力 6 分。综合表现仅高于天津，与上海持平，居后三弱之列。从产业结构来看，其第三产业

占比同全国水平相等，虽然低于三直辖市，但高于其他四省。正是因为其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在疫情冲击下拉低了抵抗力。

此外，就 2020 年产业增加值指数环比变化来看，除了第一产业指数同 2019 年持平以外，第二、三产业均是负增长。同时，2021

年 8%的 GDP 增速也低于全国水平，仅高于河北和天津，这直接导致了其经济韧性水平的偏低。

(2)江苏、浙江和安徽：产业结构更为均衡，韧性偏高

作为 8省市中生产韧性的前三强，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省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相对均衡。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三省 2020 年第二产业占比均在 40%以上。以此为支撑，尽管受疫情冲击，三省 2020 年第二、三产业的走势均大

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了良好的生产抵抗力。同时，三省疫情期间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的推动以数字经济为引擎的新动能快速成长，强化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加快工业产能复苏，促进服务

业稳步恢复，展示出了良好的生产恢复力。

(3)河北：抵抗力与恢复力两级分化

河北省的生产抵抗力位列 8 省市第一，但恢复力却居第八。如此截然相反的表现也与其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就抵抗力而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略高于安徽省，是 8省市中的第二低。疫情期间，其第一、二产业指数不降

反增，分别与江苏和上海构成“唯二”的指数正增长省份，进而成为疫情下生产抵抗力最高的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

河北省第一、二产业的坚挺能力。但是其 2021 年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6.5%的生产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 8省市中

的最低值。这与疫情恢复期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转型升级任务艰巨、营商环境亟待改善等现状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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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省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韧性表

指标

抵抗力指标 恢复力指标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0.5269 8 0.8791 7 15

天津市 0.7276 7 0.9008 6 13

河北省 1.2195 2 0.9099 5 7

上海市 0.8548 6 0.8791 7 13

江苏省 1.0227 5 1.0404 4 9

浙江省 1.0651 4 1.0788 2 6

安徽省 1.3596 1 1.0953 1 2

广东省 1.0989 3 1.0617 3 6

四、八省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韧性

1.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居民财富、富裕程度以及获得感的风向标。它与居民

消费能力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从表 2 可以看出，疫情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抵抗力最强的三地为安徽、河北、广东，最弱的

三地则为北京、天津和上海。恢复力最强的前三名是安徽、浙江和广东，而最差的后三位依然为北京、上海和天津。

2.比较分析

综上分析可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韧性最强的是安徽省，最弱的则是北京市。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走势，则和各省市居民可

支配收入水平及构成密切相关。

(1)三个直辖市：收入水平高，韧性低

从绝对值来看，三个直辖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三个直辖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

列 8省市的第 2、4、1 位(第 3位是浙江)。呈现出了疫情下高收入水平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韧性弱于低收入水平地区的特征。

探究其收入水平背后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的共性特征下，三市的经营净收入占比为 8 省市中的后 3 位，大

幅低于全国水平；而转移净收入占比则居前 3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北京和上海的财产净收入位居前两位。转移性收

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正相关。承接前面分析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三市的弱 GDP 韧性直接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韧

性的同样弱化。从表 1、2 的分值情况也可看出，三市的 GDP 抵抗力分值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抵抗力分值相同；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韧性排序同 GDP 韧性排序一致。

(2)安徽：收入水平低，韧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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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其指标值位列 8 省市第 7 位。由于其收入水平较低，疫情带给

其收入变动的弹性值也相对较低；同时再结合前述其 GDP 韧性位居 8 省市第 2 高的特征，推动了其收入韧性在 8 省市中的遥遥

领先。同时，其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均是 8 省市中的最低值，而经营净收入占比则是最高值，也是 8省市

中高于全国水平的唯一值。这既显示出了其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优良的创业氛围和营商环境，也解释了其收入韧性高的根源

所在。

(3)浙江：高收入水平地区的亮丽风景线

浙江位列高收入水平方阵，其收入绝对值位列 8省市第 3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但不同于三直辖市的是其收入韧性良好：

其韧性值居第 2 位，仅次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安徽，成为高收入水平地区收入韧性表现优异的一道亮丽风景。究其原因，也可以

从收入结构中得到启示。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其占比最高的是经营性收入。该收入占比居第二位，仅低于安徽省，显示出了

市场活力的持续回升以及社会生产的积极稳步恢复。正是这一结构性差异，再加上其收入基数的庞大，从而提升了浙江省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韧性。

(4)广东：相对较低收入水平地区韧性较高的代表

在 8 省市中，广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其收入值位列 8 省市的第 6 位，仅高于河北省和安徽省。作为低

收入水平地区呈现出抵抗力和恢复力均衡，韧性较高的特征。就收入结构来看，其工资性收入占比在 8省市中最高，显示出了

其就业形势的稳定向好。此外，财产净收入占比也高，仅次于北京和天津，居 8省市第 3 位，显示出了居民储蓄理财以及房屋

等财产获益的能力；占比最低的是转移净收入，是 8 省市中的最低值。这一特征既是其经济运行稳定、产业发达、就业机会多、

房地产价格高的深刻反映，也解释了其居民可支配收入韧性良好的原因。

表 3 8 省市的对外开放韧性分析

指标

抵抗力指标 恢复力指标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10.0526 8 1.4299 1 9

天津市 -0.0526 6 0.7617 8 14

河北省 5.3684 2 1.0047 4 5

上海市 1.2105 5 0.7710 7 12

江苏省 1.3684 4 0.7991 5 9

浙江省 5.0526 3 1.0467 3 6

安徽省 7.1579 1 1.2570 2 3

广东省 -0.4737 7 0.7804 6 13

五、八省市的对外开放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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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开放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表 3 显示，疫情冲击下对外开放抵抗力最高的前 3 名是安徽、河北和浙江；最低的则为北京、广东和天津，其指标值均为

负值，显示出了疫情对三地对外开放的严重冲击。疫情发生后各地都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复工复产。其中恢复力最好的前 3名是

北京、安徽和浙江。而恢复力偏弱的地区则为天津、上海和广东。

2.对比分析

综合 8 省市对外开放抵抗力和恢复力的整体表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安徽、河北和浙江：韧性水平最高

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可知，安徽和河北的经济外向度偏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两省 2020～2021 年的进出口指

标值在 8省市中最低。两省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 14.09%和 12.31%,不仅低于其他 6省市，也大大低于当期全国 32.02%的平均水

平。正是由于经济外向度低，在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带来深刻影响的情况下两省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相对较弱，呈现出

了较好韧性。

与二者不同的是，浙江省进出口规模大，经济外向度高。2021 年其外贸依存度为 52.39%,进出口指标值位列 8 省市第 4 位。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其货物进出口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2021 年进出口规模首次居全国第 3。
[13,14]

在高外贸依存度中展示出坚

挺的对外开放韧性，本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良好的外贸结构。浙江的进出口结构中近 80%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相比，

疫情对一般贸易的冲击相对较弱。2020～2021 年浙江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分别增长 14.8%和 8.8%、28.8%和 19.3%。这一结构造

就了浙江省对外开放抵抗力与恢复力居 8 省市第 3 的不俗表现，展示出了外贸大省的良好韧性。

(2)天津、广东和上海：韧性水平最低

天津的对外开放抵抗力赋 6 分，恢复力赋 8 分，韧性最弱。首先，其外贸规模不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2021

年其外贸进出口总量在 8 省市中位列第 6,仅高于河北和安徽。其次，贸易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中小企业比例达 90%。
[15]
贸易

结构主要集中于传统加工制造业、化工、机电和电气设备、钢材、纺织服装等产业。这些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和半成品

为主，科技含量偏低。在疫情对人员聚集和交通运输提出更严格约束的情况下，再叠加国家环保等压力，其韧性的弱化也就得

到了一定解释。

广东外向度高，外贸量受疫情冲击明显。对外贸易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2021 年其进出口总量在 8 省市

中最高，外贸依存度达 64%和 66%。正是由于外贸量庞大和外贸依存度高，其对外开放受疫情影响也更为深刻。而且，就贸易方

式来看，其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2020、2021 年其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26%、

30%,贸易额增幅分别为：-13.0%和-13.5%、14.1%和 12.7%,均弱于一般贸易。同时，再结合前述广东 GDP 中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

特征可以认为，外贸量大、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外贸依存度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是对疫情下广东省对外开放韧性低

的深刻诠释。

上海对外开放韧性值为 8 省市的第 3 低。本文对此的解释为：首先，外贸依存度高。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其 2020、2021 年

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 90%和 94%。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无疑成为对外开放风险的源头。其次，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口岸，疫情期间全球外贸、金融、经济动荡等一系列风险，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中股市的几次熔断对

上海的股市、债市、期货市场冲击明显。再次，上海总部经济特征明显，比较优势下的分工体系造就了产业链中诸多环节并不

在上海，疫情对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冲击同样也传递到上海的外贸领域，叠加全球制造业的不景气，共同造成了上海对外开放的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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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韧性。

(3)北京：抵抗力与恢复力表现差距最为悬殊

疫情下北京的对外开放抵抗力最弱，但恢复力最强。对此本文认为：抵抗力弱主要源于偏高的外贸依存度和以国企、一般

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2020 年北京外贸依存度为 65%,在 8 省市中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高。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占 86%。

其中，国有企业占 66%。疫情冲击下，2020 年北京一般贸易进出口下降 18%。其中，国有企业下降 27%,加工贸易虽然只占北京

货物进出口总额的 4%,但是 39%的降幅格外明显。而占加工贸易总额 75%的国企降幅更是高达 45%。
[16]
此贸易结构深刻诠释了北

京对外开放抵抗力明显弱化的根源。关于恢复力，疫情下北京迅速推动贸易结构调整。根据北京海关数据，2021 年北京农产品、

原油、天然气、煤及褐煤、金属矿及矿砂等进口额增长 39.2%,占进口总值的 62%,成为北京对外贸易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主要出口商品中成品油、医药材及药品、手机的出口分别增长 2.7%、14.3 倍和 29.8%。同时，民营企业在外贸领域的灵活性也

得到激发，2021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 29%,近 5 年内增速首次高于全国水平。
[17]
这些举措造就了北京外贸韧性的修复。

表 4 8 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韧性表

指标

抵抗力指标 恢复力指标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0.8148 7 1.0000 6 13

天津市 1.0345 6 0.9796 7 13

河北省 1.1034 5 0.6122 8 13

上海市 3.8148 1 1.6327 3 4

江苏省 0.1111 8 1.1837 5 13

浙江省 2.0000 3 2.2041 1 4

安徽省 1.8889 4 1.9184 2 6

广东省 2.6667 2 1.2857 4 6

六、八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韧性分析

1.固定资产投资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表 4 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抵抗力最好的三个地区是上海、广东和浙江，最弱的三地为江苏、北京和天津。恢复力表现最好

的三地为浙江、安徽和上海，最弱的则是河北、天津和北京。

2.对比分析

(1)上海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韧性最好

两地固定资产投资韧性良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资金质量及来源的非国有性。根据两地统计局数据，上海 2020、2021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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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 38.5%和 41.3%,远高于内资投资增速。其中，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达 13.1%,

远高于 3.7%的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浙江 2020、2021 年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 2.6%、8.9%,均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 60%。正是

这一强劲的结构性特征塑造了两地固定资产投资韧性的良好态势。

(2)河北、天津、北京和江苏：固定资产投资韧性偏低

四省市冲击力和恢复力值均超过 4,韧性值相等，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韧性欠佳。对此仍可从投资结构的视角得到解析。

江苏省 202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68.8%,当年其民间投资下降 0.8%,国有及国有经济控股投资下

降 1.7%。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民间投资权重过高，所以其投资下降拉低了全省的投资水平表现。

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更多依靠民间资本。2020、2021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均在 66%

以上，而这两年其投资增速分别为-5.1%和 2.0%。此外，从产业结构投资来看，河北省占比较高的第二产业在 2020、2021 年的

投资增速分别为-5.6%和 0.6%。因此，也可看出民间资本、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造成了其韧性的弱化。

京津二市按产业结构投资来看，根据 2020～2021 年统计数据计算出其三次产业投资均值分别为：-41.15%、33.10%、2.0%

和-18.60%、4.70%、3.75%。结合其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以及疫情对第三产业冲击更为明显的特点可以认为，第三产业投资增速的

放缓和第一产业投资的负增长拉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韧性较弱的局面。

七、结论与对策

综上分析发现，总体上三直辖市的经济韧性弱于其他五省。对此解释为：受结构性与规模性等因素影响，五省大多产业结

构完备，产业关联度强，经济体量庞大，经济内循环能力相对较强，在危机冲击面前展示出了良好的韧性。而三直辖市目前均

处于后工业化时期，
[18]
第三产业占比与经济外向度明显偏高。因此，本文认为，更多地依赖以消费、服务、外贸为支撑的经济

发展模式，在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下更易出现大幅波动，经济韧性受到更多挑战。保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稳定第二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适当比重，防止产业空心化，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固

地方经济发展，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以下建

议：

1.京津冀地区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市场化程度的更高提升；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积极培育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聚焦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科创人文与现代金融等领

域，构筑安全、完整、优质的产业链，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更高层次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稳增长、

调结构，平衡南北分化，探索出一条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其中，北京应完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型经济，加快推广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持续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和居民收入结构，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发展成果。天津应以优化发展环境、壮大实体经济

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既有产业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活市场要素内生动力，在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居民福祉的

同时，构建潜力大、内力足、外向度合理的发展格局。河北应加快推进去产能、调结构、转方式，做大经济总量，建设具有河

北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以内涵式增长驱动河北的发展更有质量、民生的福祉更有

温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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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三角地区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应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主题，立足于创新协同的核心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聚焦于

改革创新、产业创新、链条创新等关键领域，协调好发展速度、改革力度、示范强度的关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协同创

新发展新样本。

其中，上海应以“四大功能”的全面强化为引领，夯实经济基础，加大民生福祉改善，加快培育新动能，完善对外开放体

系，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江苏应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为主导，以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为目标，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固定资

产投资结构与水平，增强抵抗突发事件的能力。浙江应聚焦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取得新突破；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以更加符合低碳发展要求等。安徽应以科技和产

业为突破口，以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强与结构优为方向，以打造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网络强省、数字江淮为目标，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统筹中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同步提高。

3.珠三角地区

对于代表珠三角地区的广东来说，新发展格局下应立足于外向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优等发展成果，充分放大“双

区”建设所赋予的强大动力和独特优势，聚焦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这一主旨，以地理意义上的融合

托举起产业、科技、金融与教育等多重优势的融合，在确保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独立自强的基础上实现价值链地位的不

断攀升。力争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区域协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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