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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打造的中国第一个跨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

划纲要》进入最后审批程序，经国务院审批后将正式出台。

该纲要将主导长三角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大局，记者在深入接

触参与规划编制的相关专家后，综合各方信息大胆猜想，试

图呈现给读者一条清晰的脉络 长三角区域规划破解四大难题 

长三角虽然被写进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但是，关乎区域

发展大计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却迟迟没有出

台。 日前，这个备受瞩目的规划终于正式进入最后审批程序

，经过国务院审批后，不日将出台。 “一核六带”上海是核

心 上海未来扮演的角色将是国内外交通枢纽、资源配置中心

、文化交流中心和创新源头 上海是长三角的中心城市，早已

达成共识。长三角各个省市的领导在不同场合最经常发表的

言论就是“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然而，随着周边城市

的快速发展，上海的龙头地位开始遭受发展的压力。 分析上

海中心地位受到压力的原因，专家们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上海

自身。过去几年，上海虽然明确了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受

到既得利益影响，始终不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更进一步。在

这种情况下，主动接轨周边城市的动力不足，为其他城市接

轨上海提供的条件不够。于是，眼看着其他城市纷纷在制造

业上取得发展和突破，似乎形成了其他周边城市与上海角力

的局面。 那么，上海的中心地位是否就要让出了？专家的意

见是一致否定。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靖



学青指出，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功能职能来看，上海是其

他长三角城市无法取代的。这样的观点在新的规划纲要出台

后将进一步得到强化。 根据专家的解释，新的规划在布局上

强调“一核六带”，一核就是强化上海这个核心的地位。纲

要的内容包含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国内外交通枢纽、长三角地

区要素资源配置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创新源头的作用，

整合利用周边地区的资源优势，增强上海集聚和组织引导能

力，以促进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和竞争力提升。 这些内容明

确了上海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为上海继续巩固中心地位指明

了方向。上海未来扮演的角色将是国内外交通枢纽、资源配

置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和创新源头。也就是说，上海是在周

边城市发展的上游和下游下功夫谋发展，以提供配套服务的

方式巩固中心地位。这就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

速度和质量要求。 合理布局缓同构矛盾 长三角政府间目前的

协商机制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东西，怎样把相互之间的协议转

变成具体可以操作的制度性的东西，需要做很多工作。新的

规划并没有为长三角提供更新更权威的协调机制 产业同构是

长三角一直都走不出的误区。无论是过去的16城市中12个城

市上电信、11个城市造汽车、8个城市搞石化，还是现在各个

城市都在上马的高新技术园区、创意产业园、物流园区、中

央商务区，似乎都透露出一个信号。 必须承认，同构不可一

概而论。靖学青副主任表示，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同构是合

理的。新的规划出台，要解决的是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和产

业同构问题。 根据专家透露的信息，新规划对长三角的产业

布局进行了梳理。未来长三角地区将重点发展三类产业，形

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



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规划将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和

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确定为长三角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

将促进其在重点地区的集聚。对于装备制造、纺织轻工、旅

游业等长三角传统优势支柱产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巩固、

提升。以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信息咨询、教育

培训、中介服务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具有先导作用的新兴产业，则是长三角未来发展的希望所

在。 最重要的是，为了避免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确保产业

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新规划还进一步明确了三

类产业空间布局的引导方向。引导各地政府避免政府主导的

同构问题。然而，靖学青强调，这种引导对产业同构将起到

一定的作用，但究竟能不能真正解决政府的问题，还要看规

划的约束性有多强，这要等规划真正实施后才能看出来。 行

政壁垒仍是拦路虎 新规划对长三角的界定仍然是16个城市，

也就是说，“十一五”期间，至少在形式上，长三角很难再

接纳新成员，但不代表放弃实质上长三角对外围地区的影响

力 实际上，围绕新规划最大的悬念并不是新规划究竟什么时

候出台，而是规划出台后能不能解决问题。不少专家表达了

对这方面的担心。上海市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副主

任荣越明提出，长三角政府间目前的协商机制是一种非制度

化的东西，怎样把相互之间的协议转变成具体可以操作的制

度性的东西，需要做很多工作。另外，新规划未来的实施，

也需要一个权威的机制来保证。然而，根据相关专家透露的

信息，新的规划并没有为长三角提供更新更权威的协调机制

。 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不同层次的协调机制大概有三个层

次。第一个层次是苏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的不定期会晤，



目前已确定能源、环保、大交通、科技等合作专题。第二个

层次是每年一次的苏浙沪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这个常务

副省长级别的座谈会以“项目推进”的形式，下设一系列专

题组推进具体工作。第三个层次是16个会员城市的市长联席

会议制度。 然而，就目前这三个层次的协调机制运作的情况

看，仍然呈现“协商探讨容易，计划立项容易，推进实施困

难”的局面。专家分析认为，这三个层面的协商机制本身就

是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很难对行政壁垒有所突破。一旦问

题涉及到行政地区的利益，很多工作就无法深入下去。 新规

划出台，长三角的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层面，这可以说是为规

划穿上了权威的外衣。然而，新规划本身没有提供推进和实

施的有效保障机制，这就为新规划未来的推进和实施蒙上了

一层阴影。规划的权威性为它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

是，国家很难就长三角所有的问题进行上层的协调，也就是

说，长三角仍然需要内部进行协调。更进一步来说，长三角

仍然要谋求打破目前存在的行政壁垒。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葛守昆就强调，目前，转化政府职能仍然是最根本

的问题。以目前的情况看，谈长三角全方位合作仍然不现实

。当新规划遭遇行政壁垒，胜算几何，实难估计。 长三角扩

容不求名分 新规划对长三角的产业布局进行了梳理。未来长

三角地区将重点发展三类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早在新规划制定之初，地理上对长三角究竟怎么界定就成为

了探讨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主要因

为新规划对长三角的地理界定将决定长三角未来几年是否有

扩容可能。 新规划基本上给出了答案。新规划对长三角的界



定仍然是16个城市，也就是说，“十一五”期间，至少在形

式上，长三角很难再接纳新成员。 然而，新规划明确提出长

三角地区将逐步在壮大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推动长江流域快

速崛起，带动中西部加快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引

领我国全面参加全球竞争中，发挥核心作用。规划对上海乃

至长三角辐射和带动作用的要求，似乎都在透露出一个信号

，形式上不接纳新成员不代表放弃实质上长三角对外围地区

的影响力。也就是说，长三角未来将不再追求形式上的扩容

，而更注重对周边地区的实质影响。 实际上，新规划的这个

指向得到了专家的普遍认可。不少专家认为，扩容应该是一

种由市场主导的自发行为。由政府在名分上指定是不合理的

，而且也很难找到真正公平的接收新成员的标准。 同时，专

家们指出，长三角目前存在内在的封闭性，对外开放的姿态

不够。参与新规划编制的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

长乐就强调，长三角目前的格局是不完备的，现在经济增长

最快的苏中、苏北地区恰恰没有囊入长三角的范围。长三角

内在封闭性特征仍然比较强。这种封闭性不仅存在于经济领

域，同时也存在于文化领域。 随着交通设施建设和产业调整

深化，周边城市与长三角的关系将越发密切，一旦市场条件

成熟，长三角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尽管名

分上指定新成员不合理，实质上长三角存在着扩容的需求。

而新规划正好同时满足了这两点。至于长三角是否发展为“

泛长三角”或者“大长三角”，应该交给未来评判。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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