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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前言

　　中部崛起，其基本条件是通过内部合作与联动发展机制的完善、对外开放与产业互动机制的形成
，不断做强自己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品牌，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升
具有中部地区独特优势的综合竞争能力。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竞争与合作并存。拥有竞争优势的
区域，其极化效应明显，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可以从邻近区域甚至跨区域吸纳人才、技术、资本和其他
各种生产资源，使区域竞争力不断加强。但是，经济发达区域也离不开经济欠发达区域，发展条件的
互补性是发达区域竞争优势存在的条件，而竞争优势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事
物。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发达区域的"涓滴效应"有可能超过"极化效应"，使原来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
发展。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各个省域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差异性本身也意味着存在各自有特色
的竞争优势，通过联合、合作、互动等市场机制和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竞争优势的放大效应，同样能
够实现财富的循环累积效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竞争和合作的过程。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是为了更加有效的竞争；而竞争是创新与突破，是为了在更高平台上的合作创造条件。在不同的利
益主体之间，竞争与合作需要把握一种"度"，使合作与竞争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
，无论是经济发达区域还是欠发达区域，都要很好地认识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把握自己的竞争力，并
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对中部六省区域竞争力的判断，是中部经济联动发展、中东部地区经济
互动发展研究的一个起点。提升区域竞争力是目标，了解各区域竞争力的状况是寻求达到目标的"桥"
和"船"的基点。通过对全面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三大方面的综合分析，
中部六省竞争力的指数排序分别为湖北0.66，河南0.47，湖南0.07，江西－0.05，安徽－0.11，山西
－0.85。显然，中部地区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悬殊，发展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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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简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竞争与合作并存。关于中部崛起的研究是
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
对象，从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省域经济联动发展机制、地区产业互动和省域经济协调发展四个方面
展开，对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重点案例进行研究，并由此对中部崛起战略的基
本目标和中部崛起的重要条件、重要途径和战略基础进行分析。《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重
要数据作为支撑.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对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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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域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是竞争取胜的首要问题。自提出国际竞争力后，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从概
念到理论，从评价内容到统计方法，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在经济研究、国家政策制定和政府管理工
作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参加到评估体系中来。我国也高度关注国际竞争力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院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追踪国际上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
国1993年参加世界转型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评价，1995年正式参加世界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此后，众
多学者结合中国各个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国内关于竞争力的研究
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过于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即便是在我们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在各
级政府的考核体系中，仍然过于单纯注重对GDP增长的考核。在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张大方就指出，“长期以来，对各级官员和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内容不少，但实质上只有传统GDP才
是唯一的硬指标。只要GDP上去了，政绩也就显现出来了”①。如果按照现有对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竞争力大多排名靠前，然而，当我们面对源自广东的SARS，无
锡的蓝藻，江苏、浙江的癌症高发期时，面对上海地面沉陷、温州城内千万条由美丽的江南河水变成
的臭水沟时⋯⋯这样的评价模型肯定需要修正。　　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后，在2007年10
月15Et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并且首
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在温家宝总理的2008年政府报告中，同样再次强调了必须“坚持科
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指导方针。我们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统筹兼顾，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因而，在全国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生态文
明的时代要求下，原有的关于竞争力研究的局限性也日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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