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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经验证明，区域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典型现象，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
段，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目前对长三角区域范围的界定有多种方法，一种是狭义的界定，即通常所说的15+1，它包括江苏8个
城市、浙江7个城市和上海；另一种是广义界定，即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还有一种范围更广
的界定，即泛长三角。
此界定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现在15+1的基础上再加上苏浙徽赣几个地级市；二是在两省一市
的基础上加入安徽和江西，即所谓的3+2；三是将湖北和重庆一起纳入泛长三角；等等。
本研究报告所研究的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主要是指苏浙沪两省一市。
这也是中央政府要求长三角区域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精神。
21世纪以来，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长三角区域（两省一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
近10年来，苏浙沪两省一市在分工与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资源整合、联动发展及在制度建设
、体制创新等方面都做了不懈努力，区域一体化发展态势良好，加快促进这一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并成为中国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发展的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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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是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依托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中心拥有雄厚的研究力量，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产业布局
、区域公共政策及管理、城市群、城市经济规划、城市产业结构等。
从2003年起，该中心每年编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的主题是“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
，2004年的主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5年的主题是“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及统筹发展”
，2006年的主题是“长江经济带区域统筹发展及。
黄金水道建设”，2007年的主题是“中部塌陷与中部崛起”，2007年特辑的主题是“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与城市群规划”，2008年的主题是“西部大开发区域政策效应评估”，2009年的主题是“长江三角
洲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该中心承担了大量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为
地方政府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咨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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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此，我们可以把“区域一体化”理解为一个以上的经济体整合为更大的经济体的一种状态或过
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通常把区域一体化描述为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在这个多国经济区域内，贸易
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各种合作协议相继签订，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多于竞争。
区域一体化的形式按不同标准被分为不同类别。
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1962）把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1）贸易一体化，即取消对商
品流动的限制；（2）要素一体化，即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3）政策一体化，即在集团内达到
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4）完全一体化，即所有政策的全面统一。
德国经济学家迪特·科赛尔和保罗·威尔芬斯（2007）认为区域一体化可分为四个阶段：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经济联盟、经济和货币联盟。
中国学者何方（1997）认为，区域一体化，一是指外部世界对某一地区的国家的松散联合÷合作或国
家结盟或高或低不同的一体化发展的一种称呼。
二是指关于一个区域的一体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
三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把自身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益重心置于其所处的地区，围绕着自
身的长远战略利益推动该国所在地区的一体化和联合。
张佑林（2007）把国内区域一体化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
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
、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
争力。
孟庆民（2008）将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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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
暂且不论中外经济学家们如何解释及怎样划分，区域一体化的基本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即在一个更大
的空间范围内通过一体化协定（RIAS）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就此而言，国际区域一体化与国内区域一体化有很大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1）需要一致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2）需要在政治、经济、
社会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3）需要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比较接近，等等。
当然，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区域一体化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国家对区域一体化本质的观察和解释上，更表现在对区域一体化战略意义、战略
功能定位及战略发展路径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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