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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1世纪中央做出的统筹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部署。有效落实中央部署的需要，必须准确认识中部问题的

实质，从战略层次上思考促进中部崛起。 一、促进中部崛起

是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地区协调

发展的需要 1.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地区差距日益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社会矛盾之一，抑

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

峻挑战之一。改革开放之后，鉴于国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和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国选择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给予沿海地区优惠政策、允许和

鼓励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促进沿海地区

率先发展。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生

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

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整体上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东部与东北

、中部和西部人均GDP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地区差距的扩

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鉴于此，在上个世纪末，

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提出了西部大开

发战略；2003年，提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

年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中央相继提出这三大战略，回

应了社会关于地区差距扩大的关注，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抑

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2.国际竞争的加剧，必然要求东部

地区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也必然要求产业在空间上进行



重新布局。东部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2004年，按

货源地划分，东部外贸出口占全国的80%以上。虽然改革开

放以来，东部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升级，但是，到目前为止

，东部地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低价格上，

而这种低价格不是源于生产率的高水平，而是源于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价格的低水平。面对发达国家逐步筑高的贸易壁垒

，面对国际上日益增多的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面对沿海

地区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扬，东部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必

须转变，必须由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到主要

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来。 东部要升级产业结构，必

然要为那些不再适宜于在沿海地区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寻求新

的空间。东北、中部、西部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资源特别是

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价格水平低。东北、中部和西部

的要素组合条件，决定了这些地区必然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

目的区域。 3.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整体经济

实力，扩大了国民财富总量，为协调地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

物质条件。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中国仍然不甚富裕，人

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尚处于世界上中低收入国家的行

列，但国家整体实力已远远高于改革初期，中央政府所掌握

的物质手段也已远非改革初期可比。国民财富的增长，显著

地增强了国家协调地区发展的能力，扩大了国家在促进地区

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空间，使国家无论在支持欠发达地区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方面，还是在支持欠发达地区政府提供更多

的公共产品方面，都有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在这种条件下，

过去一些受物质条件限制只能束之高阁的战略或规划，现在

都有可能付诸实施，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等三大战略恰逢其



时。 二、促进中部崛起必须着眼于解决综合性、系统性问题 

无论是西部、东北，还是中部，都是人口和地域大区，其经

济社会发展均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三

大板块结构特征不完全一样，但是由于其农业人口比重均

在50%以上，总体上说，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

型时期。这决定了它们的发展都是一项综合而系统的工程。

然而，由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面临不同的紧迫

性课题，三大板块发展战略的实施通常具有不同的始点和着

力点。 1.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决定了西部大开发必须从环

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西部地区国土总面积688.1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的71.6%；人口3亿7千多万(2004年，下同)，

占全国的28.7%。西部的自然和经济社会主要特征是：(1)自然

条件恶劣，聚集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在

四大板块中，乡村人口比重最大，消除“二元结构”的任务

最为艰巨；(3)文化结构多元，居住着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以上；(4)地广人稀

，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不便；(5)地处长江、黄河等多条重要河

流的上游，生态地位重要，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6)

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开发远景。 以上诸特征决

定了：(1)西部开发比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需要更长的时间，

面临的任务也更艰巨，需要打好基础；(2)西部开发最紧迫的

任务是解决当地居民的生存问题，必须从改善居民的生产、

生活环境，消除绝对贫困开始；(3)西部开发必须把生态建设

作为其重要内容。 2.体制性障碍的严重性决定了振兴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必须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的重组为突破

口。东北地区国土总面积78.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8.2%；人



口近1亿1千万，占全国的8.3%。东北的自然和经济社会主要

特征是：(1)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良好

；(2)在四大板块中，乡村人口比重最低；(3)分布着众多的老

工业城市，一些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面临资源枯竭的挑战

；(4)产业基础好，人才储备多，基础设施体系比较完善，经

济起飞具备物质条件；(5)国有企业地位重要，面临的结构性

问题突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其自身

的发展，也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以上诸特征决定

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必须首先消除体制性障碍，必须

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的重组作为突破口。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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