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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个重大转变。按照“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

止开发”的分类，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实施不同的区域

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出现了从

“切块式”发展向更加讲求科学性、合理性转化的趋势。 第

一个重大转变，是由平衡或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向把全国

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进行统筹的一体化的区

域发展政策的转变。克服地区政策壁垒，首先最重要的是全

国统一的市场机制，然后是区域合作机制和互助机制，以及

扶持机制。 第二个重大转变，是由过去的重在地区之间资源

配置的区域政策转向重在培育区域竞争优势。如何提升区域

竞争力不仅成为区域发展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成为提升国家

国际竞争力的重大问题。为了适应和驾驭这种趋势，我国区

域政策转向了着力培育和提升各个区域竞争力。因此，“十

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

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 第三，转向经济、社会、生态协调的区域政策。 第四，从

单纯侧重陆地向陆地和海洋协调发展区域政策转变扩展。 解

决方案： （一）、努力做大城市经济规模。从国情来讲，必

须搞好行政中心城市的经济建设、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

如何发展城市的带动作用，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只

有冲破地方之间的壁垒，才能去享受全国这个大市场的规模



效应，才能获取规模经济。 （二）、是对各主体功能区要有

不同的评价标准。譬如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就不要把GDP当

成衡量标准，这样地区的GDP可以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对

于优先开发地区也不能光看GDP，要考核其人均收入增长。

第二是要实施功能性经济政策。现在纳入考虑范畴的有财政

政策、税收政策，今后也许还需要纳入投资政策。 （三）、

两种政策导向：一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个区域都应发

挥自身优势，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二是国家继续在经济政

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

。 （四） 1、财政政策。要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

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

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2、投资政策。要重

点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支持重点开发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3、产业

政策。要引导优化开发区域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

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引导重点开发区域加

强产业配套能力建设，引导限制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产业，限

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扩张。 4、土地政策。要对优

化开发区域实行更严格的建设用地增量控制，在保证基本农

田不减少的前提下适当扩大重点开发区建设用地供给，对限

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

生态用地改变用途。 5、人口管理政策。要鼓励优化开发区

域、重点开发区域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外来人口定居落户，

引导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逐步自愿平稳有序

转移。 上述五大政策的落实到位，将使四类主体功能区发挥

其应该发挥的功能，从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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