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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显著特点的世界经济趋势下，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合
作发展迅速。
环渤海地区地缘关系紧密、历史渊源悠长、人文环境相近、资源要素互补，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推动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已经纳入国家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整体战略之
中。
为了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渤海区域统筹合作，促进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北京市社会科学
院于2008年6月26日举办了“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高层论坛”。
     本文集收录了“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高层论坛”的30多篇论文。
论文将围绕国家“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结合现阶段环渤海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
和历史机遇，就“十一五”期间及其以后环渤海地区如何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效益最大化
；加强区域合作，消除市场和地区壁垒，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加强区域内整体规划功能，推进区域生
态建设和港口建设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形成重要的理论成果，为环渤海地区“十一五”期间的经济
建设和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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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发展篇　　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态势及京津冀发展问题　　四、如何看待各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和发展实力的差距　　1．影响乃至决定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因素包括：自然基础和自然资源、
历史基础、区位（自然的和历史的）、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近年来，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因素等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差异）形成发展的基础和背景：　　中国各地区自然基础的巨大差异。
有些重大影响因素的作用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
　　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高速经济增长及较低的人均经济总量。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加剧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理论和实践：从不平衡到较为平衡的发展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
　　2．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高速经济增长及较低的人均经济总量。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高速经济增长难以避免的副作用，从不平衡到较为平衡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3．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加剧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将造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力量。
经济全球化使区域直接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
区域在经济意义上不再是国家的区域，而是全球的区域。
据统计分析，进出口和外资对中国省际GDP差异的贡献程度超过20％。
这些因素与经济区位相关性很大，是难以改变的。
信息已经成为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因子和区位因子。
时间成本愈来愈重要。
信息化促进了知识的扩散、应用和刨新，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空间重组。
　　4．大都市经济区（全球城市、国家城市和区域性门户城市）的形成，导致发展的不平衡。
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space of place）正在被“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所代替。
当前世界体系的空间结构是建立在“流”、连接、网络和节点的逻辑基础之上的（管理框架从垂直分
层即金字塔型变为扁平化即流的管理），导致经济活动高度密集和在空间上的压缩。
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塑造了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门户城市”（gateway city），即各种“流”
的汇集地、连接区域和世界的节点、经济体系的控制中心。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由“门户城市”及其腹地组成的、具有密切劳动分工的“城市区域”
（city-region）正在成为全球或国家内区域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
信息经济会不断强化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极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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