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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8C_BA_E5_c61_375877.htm 加强区域合作事关区

域协调发展全局，有利于打破“行政壁垒”，有利于实现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的要求

。近几年间，我国区域合作已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发

展格局，并出现三大特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区域合作正

在朝着纵深发展迈进。 三大“引擎”带动力不断放大 据调查

，在区域发展中，重点地区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

。区域经济增长三大引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ＧＤＰ超

过全国的１／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２／３以上。更重要的

是，这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引擎”的带动力，正在不断被“

放大”。 近日，天津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表示，天津正大

胆尝试建设“无水港”，把天津的港口优势延伸到了内陆省

市。目前，天津市已先后建立了北京朝阳陆港口岸、石家庄

内陆港、河南省公路港、宁夏惠农集装箱物流基地、乌鲁木

齐集装箱场站等４个“无水港”和１个集装箱场站。据测算

，采取这种“无水港”模式，中部省区可节约物流时间１－

２天，西部可节约３－５天；节约物流综合成本２０％左右

。天津市力争用３到５年时间，在北方地区各物流中心城市

和过境运输边境口岸都建设内陆的“无水港”。 这一举措使

腹地省市与国内外交流合作更加便捷通畅。目前，天津口岸

已成为环渤海地区及广大西部省区进出口贸易的主渠道，天

津港进出港货物有７７％来自外省市区，集装箱运量６０％

以上来自“三北”地区。 在南方，珠三角区域合作正在泛化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在区域经济舞台上不断亮相。目

前，这一区域合作已扩大到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海南、四川、贵州、云南９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

特别行政区，被称作“９＋２”。今年６月，第四届泛珠论

坛和洽谈会在湖南举办，各地代表围绕着产业转移与承接、

市场对接、劳务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协商。 在长三

角，区域合作也已不再局限于苏、沪、浙三地。临近的安徽

省在近几年间，就先后与浙江、江苏、上海分别签署了相关

合作协议。建设部在２００６年组织编制的长三角城镇群规

划，把安徽的马鞍山、芜湖、合肥、铜陵４个市纳入其中。

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基地、劳务供

应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新“增长极”在合作中

崛起 除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引擎”外，目前，全国已建成了

上百个不同规模与覆盖范围、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在

合作中，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出现许多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目前，除泛珠三角合作、长三角合

作以及环渤海合作之外，还有淮海经济协作区、武汉经济协

作区、中原经济合作区等区域合作。近年来，广西研究制定

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黑龙江则提出建设哈大齐工业走

廊，湖北与湖南分别提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经济圈战略，

河南以郑汴一体化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四川

与重庆正致力于共同打造成渝经济区⋯⋯ 这些新的“增长极

”，有的是省际合作，有的是省内合作。省际合作最典型的

是淮海经济区。事实上，淮海经济区早在１９８６年就成立

了，由鲁苏豫皖四省的２０多个地级城市组成，区域面积达

１７．８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１．２３亿。这一区域包括



鲁南的泰安、莱芜等地，苏北的徐州、淮安等地，豫东的开

封、商丘等地，皖北的淮北、蚌埠等地。２００６年，区域

内各项经济指标增长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省内合作方面

，黑龙江省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哈大齐工业走廊”经济圈初

步形成。这一经济圈是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座中

心城市以及肇东、安达两个县级城市在内的经济区域。黑龙

江省发改委表示，这一区域内未利用土地多，产业基础雄厚

，科技人才实力强，能源供应充足，交通体系发达，可以依

托现有基础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

引领、多种产业协调配套、新型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密集区，

同时也是发达地区装备制造业等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更

可喜的是，一些区域在扩大合作范围时开始走出国门，把国

外的一些区域纳入本区域经济圈中。以广西为中心的泛北部

湾经济合作，就在范围上涵盖了部分东盟国家，把东盟能源

、矿产、农产品等优势与本区域内具有优势的制糖、机械、

食品、建材、铝工业、医药等产业相结合，正在开发的广西

－越南、广西－柬埔寨、广西－泰国三个方向的旅游线有可

能成为跨境旅游新的增值点，随着云南、广东与海南等省的

加入，最终将形成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圈。 “行政壁垒”正

在被打破 纵观我国区域合作现状，过去狭隘的“区域发展观

”正在改变，而长期困扰区域合作与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地

区“行政壁垒”，正在被层层打破。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发展

改革系统区域合作座谈会上，湖北省表示，其有关部门及城

市正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各种区域“行政壁垒”，推进武

汉城市圈一体化。统计显示，２００６年，武汉城市圈实现

生产总值约４６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５％。目前，这



一区域内的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和实际利用外资均占全省６０％以上，其增速也超过全省平

均水平。 为加强构建武汉城市圈，湖北省国税局开展了在市

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规定的清理，对这一经济圈内各

地自行制定的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对本地产品和服务予以

特殊保护的涉税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和纠正。同时，开

展减免税普查工作，重点对各地在招商引资活动中擅自制定

的优惠政策进行彻底清理，防止和纠正各地税收不公、相互

冲击公平竞争市场的行为。 在省际间，为打通省际生猪市场

流通，生猪调入大省浙江今年出台规定，对从省外调运生猪

的车辆，牌照无论省内还是省外的，在浙江境内所有收费公

路实行免费通行，取消一切对肉类及其制品流通地域的限制

。浙江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举措旨在拓宽鲜活农

产品车辆通行费减免范围，促进猪肉及其制品的市场流通，

调节和稳定生猪市场。 区域“行政壁垒”破冰之举还包括基

础设施建设。安徽在近几年间，不断加强连接长三角的快速

通道的建设。在水运方面，芜申运河即将建设；在高速公路

方面，铜宣、宿泗等３条高速公路也在建设之中；在铁路方

面，合肥－南京铁路正在积极建设，还将建设南京－安庆城

际铁路、宿州－淮安铁路等。安徽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称

，到“十一五”末，安徽将有１５条高速公路和７条铁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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