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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区域内各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的过程。
尽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顺利，然而受利益属性的矛盾制约，长三角区
域经济圈内各地方利益冲突频现，并且一直困扰着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急需对地方利益冲突及协调进行研究，为探索一条区域经济建设和地方利益公平实现之路提供
有益借鉴。

利益是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导动力，而实现利益共享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永恒主题。
汪伟全等的《区域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冲突与协调(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以长三角地方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而展开
：(1)区域视角下利益冲突与协调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当前长三角地方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现状如何？

(3)利益协调机制的运行机理与逻辑是什么？
(4)实现长三角区域利益协调与共享的对策建议有哪些？
通过系统、深入地论证和阐述，本书回答了上述问题。

《区域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冲突与协调(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的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制度分析法
、系统分析法、案例分析法。
在研究之前，从现实背景与理论意义出发，引出地方利益冲突及其协调的研究主题，界定了“地方利
益”、“区域经济圈”、“地方利益冲突”等相关基本概念，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综述并做
简短评论。

 本书所做的主要工作及由此形成的结论包括： 1.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国外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的文献与理论不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圈相关问题，必须有适合国情
的研究理论与分析方法。
同时，以本辖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利益冲突极大破坏了区域合作并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协调机制低效和利益驱使的双重背景下，规制地方利益冲突、实现区域利益共享成为文献关注的一
个重点。
由于现有文献对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冲突缺乏一个宏观的、系统的权威性分析，对
地方利益冲突缺乏一个有效治理机制和对策性强的建议，这为本研究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2.地方利益冲突的产生根源与协调模式
由于区域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与差异性、群体性与集中性、中观性与微观性的矛盾属性，
导致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无法避免，且利益冲突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诸多领域。
根据利益协调的手段与途径，分为科层制、市场制、网络治理等三种模式：科层制
(政府主导)模式是以行政权威为背景，采用行政手段、行政权力等手段为特征；市场机制模式是运用
市场化的手段来协调地方利益冲突；网络治理是通过信任机制和协商机制的培育与构建，主张组织形
式的网络化，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

 3.长三角地方利益冲突内容与协调效果
调查与统计发现，地方利益冲突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内不容忽视的现象，已影响了区域合作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
在利益冲突内容上，主要表现在市场割据、产业结构趋同、人力资本与技术的外部性、生态跨界污染
、地方官员的政绩竞赛、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方面。
长三角利益协调机制的效果上有四个特点：(1)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对地方间利益的影响力显著高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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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和公民对地方利益的影响力；(2)协调地方利益冲突时，行政手段比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更富有
效率；(3)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者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相关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4)中央
政府的态度与协调机制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认同性对地方利益协调机制的效率影响存在显著性差
异。

 4.区域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协调的机理分析
地方利益冲突产生有深刻的体制性根源。
这就是转轨背景下地方政府是“理性经济人”，政府的竞争属性又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围绕利益而展
开竞争，而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也必然涉及地方利益间的重新分配；地方利益协调也是相关利益者之
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利益和市场与企业间的互动与
博弈。
因此，区域利益协调的效果，还受制于一些关键性问题能否妥善解决：(1)中央、区域、地方三者之间
权力关系结构性矛盾；(2)区域公共行政关系的理顺；
(3)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4)多元利益主体的区域共同治理机制设计与安排；(5)利益共享与利益补
偿等制度性障碍的克服。

 5.完善区域经济圈内利益协调的对策建议
在协调理念上形成共赢、融合与信任的新型合作观念，为此倡导传统地方主义转向新型地方主义、推
动长三角文化融合、营造区域府际资本；在协调模式上从各自为政转为联合治理，需要完善跨域协调
机构、实行一体化的区域公共政策；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围绕利益形成、利益分享、利益补偿等进行
一系列制度创新；在协调规范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要让政绩考核科学化与规范化、约束机制
制度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政府与市场关系规范化；在区域治理机制上从科层制转变为网络治
理，必须构建多元参与、相互信任、网络互动的区域治理模式。

 本书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以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政学等理论为支撑，紧紧围绕地方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这一
主题来开展研究；另一方面是在论证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运用实证调查的方法，选择
上海、浙江、江苏三个地区，对长三角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冲突的内容、协调机制运行的状况进行调研
，以了解和掌握利益协调机制的现状和问题。

第二，相关结论与对策建议上的创新。
内容有三：一是论述了区域利益与地方利益两者之间矛盾的属性，归纳了协调地方利益冲突的科层制
、市场制、网络治理等三种模式；二是在区域利益协调的效果上，总结了利益协调的基本原则和五大
关键性问题；三是就完善区域经济圈内利益协调的对策研究，从协调理念、协调模式、利益分配机制
、协调规范、区域治理机制上作出了一系列的整体性制度安排。

总之，区域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冲突与协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研究课题，本书将对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对有关区域利益共享和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政府政策咨询
方面有积极的鉴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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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经济圈内地方利益冲突与协调》以地方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深入地
阐述，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证：1.区域视角下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 利益协调机制的运行机理与逻辑是什么？
3.实现区域利益协调与共享的对策建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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