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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从

年开始规划至今已经五年，《京津冀都市圈规

划》从 年 月就传出基本完成， 年 月

传出加快报批，目前仍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一切说

明中央对区域规划工作的慎重态度，也说明其中有

不少难以抉择的问题。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的清楚

正确认识是进行正确区域经济规划的前提。本文从

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涵义入手，依次讨论了

一体化与三地的利益诉求、经济中心的内涵定义、

区域农业现代化、区域多元均衡发展等方面的理论

问题。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各界存在多种说法。

正确全面认识一体化的含义有利于制定合理的一

体化发展战略。

说法 贝拉 巴拉萨 ， ：

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

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

间差别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

种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说法 弗历茨 马克鲁普 ：经

济一体化可以有一国之内各个地区的，也可以有各

国之间的；后者又分为区域性的和次区域性的。

说法 保罗 斯特里坦 ：

一体化不应该按手段（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可兑

换性、自由化等）定义，而是应该定义为目的、平

等、自由繁荣。

说法 彼得 罗伯逊 ：国际经

济一体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说法 丁伯根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前者指“取消各

种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各国的物质、资金和

人员流动的障碍；后者系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

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去强化自由市场正确信号

的效果，从而加强自由市场的一体化力量。

说法 孟庆民， ：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

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

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

（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市场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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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

段与目的的统一供应链。

从上面关于区域一体化的说法中可以看出，区

域一体化的基本涵义是市场一体化。至于说，区域

经济一体化是个过程还是个状态，这不必引起争

论。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化”这样的词都有过程

和状态两个方面的意义，状态是由过程发展的结

果。关于一体化是目的还是手段，也应辩证看。从

过程与状态关系看，状态是目的，过程是手段；从

最终目的看，一体化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现在，我们把一体化这个概念应用到国内不同

地区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在一个国

家之内，特别是同一个关税区内，是不应该存在贸

易和市场的体制障碍的。现在，之所以提出一体化

这种需求，是因为实际上存在这样或那样有形或无

形的障碍，影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流动，如市场准

入限制（如曾经对低排量车的限制）、消费政策限

制（如对本地产品进行补贴或强制派售）、申批手

续等，另外还有自然条件限制（如交通制约）、产

业布局与配套政策等。

综合以上关于经济一体化的涵义的讨论，可以

得出：作为状态，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地

区（不论是国家间还是国内地区间）之间商品和生

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全面自由交流；作为过

程，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为了达到一体化的

最终状态，从现有基础出发，逐步建立交流通道

（有形的和无形的），逐步消除影响地区间经济要素

自由流动的障碍的过程。区域一体化过程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过程。过程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更高

水平，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和区域人民生活质量的高

水平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区域经济系统的表里

两面。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不仅仅是 的高水平，

而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超立体结构。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

化中的各方利益诉求

任何经济过程都包含着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

的分配议题，同时是一个利益分配过程。京津冀经

济一体化作为政府层面的决策议项提出来是三地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各地经济和社会进

一步向高水平发展的变革要求；既是本区域内人民

群众、企业和领导者的利益诉求，也是中央对全国

区域经济布局和发展战略的考量。中央的目标和要

求在中央文件中已很明确，下面从学界和政府两方

面对三地各处的诉求作一评述。

首先，我们从 年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考察一下各自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约 字，关于

年的六大工作中，没有一句提到区域经济发展。整

篇报告只有四个津字，两个冀字（没有河北二字）。

四个津字句分别是：“京津城际客运专线 投入运

营”、“加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探索建立与天

津口岸互通模式”和“找准北京在京津冀都市圈和

环渤海地区的定位”。两个冀字句分别是：“南水北

调北京段主体工程完工，实现冀水进京”、“找准北

京在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地区的定位”。这些基

本上都要求津冀为自己提供方便和服务。

在北京人的心中，我是中心，谁都应该为我服

务。即使对中央确定的京津冀经济圈战略，也是其

它两地有求于我。前些年，北京还有水资源危机，

环境危机，现在南水北调就要进京，各种污染企业

借奥运之光，也基本搬迁完毕，似乎北京再没有多

少可担忧的了，只要搞好内务就行。

天津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约 字， 年

有 个方面工作。报告有三处提到“京”，没有一

个“冀”字。三个京字句分别是“京津城际铁路向

于家堡延伸”、“拓宽京津塘和津滨高速公路”、“加

快京沪高速铁路天津段”。与河北有关的两句话分

别是“加速 津秦铁路客运专线等项目建设”、“启

动津堡铁路”。在天津看来，当中央确定我为北方

经济中心，开展滨海新区项目、南水北调完成、京

沪高铁经过天津，又有北方龙头大港地位，其地位

已无忧，所以对京津冀经济圈也就没有了热心。

在京津冀经济圈建设中，只有河北是最热心、

最真诚的。在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余

处提到京津，态度诚恳，心情迫切，如说到：“发

挥京津的作用，带动我省经济发展，是我们实行全

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中一个重点”、“要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姿态，务实地推进与京津的合作，多领域、多

层次与京津对接”、“加强与京津各级政府机构的沟

通协调，增进了解，形成共识”、“搞好与京津产业

对接”，等等。

从以上政府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津冀经济

一体化的障碍所在。河北是“剔头挑子一头热”，

单方在那里殚精竭虑想辙。我们认为，京津冀都市

圈既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各地政府就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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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把它当回事，纳入议事日程，在每年的政府工作

计划中都应有重要安排，落到实处。这是从国家责

任上讲的。实际上，从京津自己的立场出发，也必

须处理好与河北的经济社会联系和公共关系问题。

从前，河北是京津的重要水资源供应地。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河北付出多，收益少。现在的南水

北调工程和很多交通要道多经河北地界。三地其实

本应是一地。只不过，由于政治的原因，京津人获

得了特殊的国民待遇。河北作为京津的腹地，实际

上就是其最可靠的大市场和生产要素供应者。如果

舍近求远，去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去

争市场份额，必得不偿失。作为市场，是需要培育

的，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讲，需要构建完善的产业

链。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首先是发展地区内和

邻近市场，当近邻市场能量接近饱和更深入开发成

本太大时，才逐渐向外扩张。河北有 多万人

口，加上京津两地，京津冀区域有 亿多的常住人

口，是一个中等大国的市场。

河北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也必须摆正自己的

位置。现在，不仅省政府把自己放在仰视京津的位

置上，学界的态度也多如此。 以“京津冀”为

标题关键词，在知网全文期刊库中搜索 年以

来的学术论文，河北单位有 多篇，北京只有

余篇，还多是中央直属机构单位的，天津就只

有 多篇。合作就不是单向的，各方的地位就是

平等的，不能自卑、乞求，就如从前中国与美国的

最惠国待遇关系，合作是互利的。所以，河北不要

把自己简单地定位为京津提供旅游休闲服务和借

光其优势。北京天津也有明显非常丰富的旅游资

源，河北人也会去，那京津就是为河北服务，而且

去的人可能比来的人还多。北京天津也在借势河北

的丰富资源，除产品市场外，还有港口资源、人力

资源、环境资源等等。北京市的人口、环境压力正

是需要河北的空间资源来缓解。说到底，京津冀共

处一个大的地理环境单元，本就应是一个地。为了

切实推进一体化进程，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和

经济区域，三地应在中央的指导下，制定好总体规

划，建立积极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 。

三、正确理解“中心”概念

在区域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规划制定中，人们

好使用“中心”一词，但一般都使用的不正确。比

如，以前我们曾说，北京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实际上，说政治中心名符其实，说文化中

心免强可以，说经济中心就很不恰当。现在又提天

津为北方经济中心，这实际上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我们要弄清中心的含义。作为一定空间

范围内某一类人类社会中心，应是一个相关物资、

信息、人员的聚散地。如作为一个交通中心，应是

各种道路的一个汇聚中心；如作为一个政治中心，

应是影响全国或区域的政治人物的活动中心，是重

大政治决策指令信息的发出中心；如作为一个文化

中心，应是全国或区域的主流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汇

演中心，以及相应的物流和人员的聚散中心；如作

为一个经济中心，则应是各种商品物流聚散中心：

包括生产中心和商业中心。

以假定 、 、 、 、 五个地区的关系来说

明中心的概念。假设考察单一品种流。如果五个地

区之间相互没有任何交流，那么，这五个地区就无

所谓一体化，更没有中心，尽管某个地区可能相当

发达。如果五个地区之间都只有与 地区的相交

流，那么， 地区显然是一个区域中心，但这时由

于其它地区之间没有交流，所以这个区域并不一定

是一体化的。

表 无中心区域

合计

合计

表 中心显明区域

合计

合计

如果五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如表 所示，相互之

间的流量相对均匀，各地区的总流量相比也比较均

匀，那么，这样的区域显然是没有中心的，即使某

单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可能很大。当这样的交流完全

自由，并且达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状态，这个区域

可以认为是一体化的。如果五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如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

表 所示，各地区与 地区的交流量占有显著较

大的比例， 地区在一定意义就可以认为是个中

心。所以，中心的概念既是相对的，也应该达到一

定量的程度。

以上述中心概念来判断，无论是在京津冀区

域，还是在京津冀晋蒙构成的北方区域，天津可能

够不上综合意义上的经济中心。由于其区位优势，

是北方的最大出海口和大都市，所以成为北方的物

流中心是可能的。但是，由于晋冀蒙的辽阔空间和

丰富自然资源，所以在北方形不成一个生产中心，

也就形不成一个以生产中心为中心的综合经济中

心。实际上，除了具有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相对

大的城市的区域（如一般县域或小国）外，一般国

家或地区是不存在什么经济中心的。当然，可能有

某种商业中心或物流中心。如果不适当地指定了一

个经济中心，就可能人为将大量生产基地不适当地

安排在一个城市空间内，如以前的北京定位一样。

根据中心地的概念和京津冀区域（其他区域也

一样）实际，可以以大中型城市为中心，建构若干

个生产经济中心。在每一个这样的子区域中，要注

意形成合理的产业集群布局，通过供应链优化，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天津作为北方的物流

经济中心，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行政范围，而

是要与沿线的秦皇岛港、曹妃甸港、黄骅港等形成

一个联合中心区域，进行合理分工。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要

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讨论中，人们注

意更多的是工业经济的现代化与一体化，如钢铁大

联合、石化争雄、机械制造业等，其次是旅游休闲

产业的联合一体化，可能还有金融通信服务业的一

体化，但是，不能忘记，作为区域腹地的河北省还

是一个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粮油菜果产区。

首先，河北省要把农业的现代化提上工作议事

日程，设立农业现代化的步骤目标。今天的农业现

代化概念已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是生产的

机械化，而是一个立体的框架体系。这个体系包

括：产品品种的优质优良化、生产过程的环境无害

化和有机化、产业链的深度延伸、农业组织的规范

现代化等等。还有更广泛的农业服务业网络体系正

在建立中。农产品安全工程已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

进入政府和人们的生活意识中。

其次，要注意农业科技工作与本区域实际紧密

结合。在我国，每一个省级地区，至少有一所农业

大学满足本地的农业科技需要。在京津冀区域有河

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天津农

学院等数所农业类高校，还有大批科研机构，具有

很强科技力量优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制定

和实施过程中，河北省要积极组织联络，各大学和

研究机构要摆正认识，多方协调，形成全面完整的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再次，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农

业现代化是必然趋势，城市化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城市化不仅是简单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

是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基

本途径。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速度正在逐渐加快，

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应对，不能被动应付，更不能

围堵。国家正在实施农村设保制度改革，希望能为

此制定一个积极目标，如在未来 年内，完成农

村城市化进程，农民与市民的社会保障完全一体

化。大家都是居民，干农活就是农民，干工厂就是

工人。

另外，现在与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

应的一个问题是农民的教育问题。长期以来，大批

农村青少年甚至没有完成初中教育，农村的文化又

处于无组织状态，所以，加强农民和农民工教育是

一项刻不容缓不容忽视的艰巨任务。建议国家开展

一次农村青少年状况调查，掌握具体数据，制定长

久性的具体行动计划。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与

社会一体化均衡发展

增长极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一般规律

性，而且通常表现为先极化效应后扩散效应。但是

如果坐等极化效应的完成，而后享受扩散效应的好

处，则很可能积聚起很大的社会经济矛盾，使区域

经济形成畸形结构，且很难纠正。如墨西哥区域经

济的发展就有此害， 京津冀区域的现状已经形成

一定的纠正困难。北京和天津作为本区域的两极，

由于多种政治经济的原因，其经济社会结构已脱

离周围腹地而高度发展，经济上已处于上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教育文化水平已达

到上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素

的完全自由流动使增长极必然成为巨大的吸盘，

从而肥了增长极，瘦了周围尤其是较远的腹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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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已把一大批工业生产

能力甩给河北省；天津由于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

开始了新一轮重工业化。唐山由于曹妃甸项目和

大型油气田的发现，已逐渐成为本区域的第三增

长极。这种区域经济结构局面对河北省其他地区

尤其是南部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成长困境。

目前最明显的不利局面就是人力资源困境。我们

的比较研究已经发现，造成河北经济落后于周围

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和教育发展的落

后。 根据最近统计数据（见表 ），河北省每万

人在校大学生数已从 年的高于山东省降低到

年显著低于山东省，并四年一直低于山西省。

从万人科技活动人员看，河北大幅落后于山西和山

东两省区。另外一个怪现象是：虽然河北省的每万

人在校大学生数都显著高于河南和内蒙两省区，但

是其万人科技活动人员与两省区接近，在 年

河南已超出河北。

表 京津冀晋蒙鲁豫高级人力资源状况

每万人从事科 每万人大学生数

技活动人员数

全 国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山 东

河 南

（注：本表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统计数据计算）

以上现象说明：京津两地对河北省的人力资源

已产生了较显著的抽水机效应。更有意思的是河北

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内，廊坊大学城实际上也是直

接为北京服务。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京津冀一

体化对河北省的高级人力资源将进一步造成损害，

从而实际上影响河北经济发展，形成三地事实上的

不平等发展局面。

综上所述，完全放任自由的经济一体化不一定

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尤其存在两个绝对优势增长

极的情况下，必须有平衡措施来同时保障各地社会

文化与教育的合理平等水平，否则必造成人才的极

化流动，进一步影响后进地区的发展速度。在目前

的格局下，京津的发展应该以完善城市功能区建设

为主，到 年，能保证每年 的增长速度即

可，过快速度不利于城市结构调整；河北省应该在

区域内各大中城市加速多增长极建设，未来 年

内都应有 左右的增长速度，在 年应实现

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目前可采取的具体措

施有：大幅提高河北省高级人力资源的收入水平，由

京津两市的重点大学支援河北省大力发展高水平职

业技术学院，河北本省的科研项目应尽量委托给省内

科研机构，提倡三地科研人员的联合攻关。在国家支

持下，三地可以建立联合实验室和联合工程中心。

六、基本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

体化首先必须厘清一体化的基本含义，确定目标和

步骤，必须建立在三地均衡发展、共同谋利的基础

上。既要注意区域平衡，涵盖整个河北省区域，还

要注意产业的均衡发展，同步全面实现农业现代

化。三地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成立特别委员会，以

冲破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瓶颈。 中央应在区域

一体化中做好协调指导。要通过分配体制改革，特

别注意疏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三地只有齐心协

力，整体谋划，区域一体化才能在和谐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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