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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既受益于区位优势的天然基础 ，也是特定制度环境下

的时代产物 。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活力 ，市场与政府是一体化的推动者 ，而

优化资源配置则是其主要内容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尽管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合作共赢的格局 ，但其发

展仍受瓶颈因素制约 。同时 ，政府与市场在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各异 。未来长三角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应立足于区域整体联动与利益分配 、政策一体化等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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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been so fast ．One is the location advantage ， and the other is th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is region derived its vitality from distinctive modes of
lo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mpetus from bo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its primary
process 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pite of the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Delta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still impeded by some bottlenec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depends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regional interactio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policy integ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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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经济总量最大的区

域 ，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全球六个超大城市群之一” ；然而 ，长三角区域中

产业同构 、地方保护 、恶性竞争 、跨域合作等难题却一直无法破解 ，困扰着其健康发展 。那么 ，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的演化规律是什么 ？如何克服当前区域发展瓶颈以实现未来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腾

飞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思考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通过深入分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机理 、现

状与发展趋势 ，必将为探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普遍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

一 、演进 ：区位条件与时代特征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并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 ，离不开其天然

的区位优势 。具体而言 ，长三角优越的区位条件包括地域相连 、人缘相亲 、文化相融 、经济相通等四

个方面 ：（１）地域相连 ，是指长三角地区处于中国内地沿海和长江所汇集的 T 字形结构的交叉点
上 ，交通便利 。区域内腹地广阔 ，土地富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为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 。 （２）人缘相亲 。区域内人口迁移频繁 ，各省区彼此间有着人缘相亲的渊源

历史 ，这种一脉相传的人缘使地区间交流和沟通更为顺畅 。 （３） 文化相融 。传统的吴越文化一直

影响着这个区域 ，而上海的海派文化也深深地刻上了吴越文化的烙印 。文化相融的区域特征使长

三角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 ，更容易形成共同的行为方式 、社会价值观和共

同遵循的合作交流准则 。 （４）经济相通 。自 １８４２年开埠以来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体

的核心部分 ，与江浙两省的支持分不开 。而上海 、杭州 、南京等城市群之间 ，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互

补性 ，信息资源共享 ，资金流动频繁 ，彼此相互依赖 ，经济紧密联系 。

然而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历程是漫长的 。如果说地理位置是长三角地区与生俱来的先

天优势的话 ，那么区域内成员间经济联动 、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则是制度环境与时代背景下共同抉

择的后天产物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前中期 ，以民间自发推动型为主 ；第二阶段是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至 ９０年代初 ，以企业联合推动

型为主 ；第三阶段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 ，以市场与政府双向推动型为主 ；第四阶段是 ２１世纪以

来 ，以合作和竞争双重推动型为主［１］２０３ ２０９
。显然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

且这些特征将继续影响其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 。

首先 ，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活力源泉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

程中 ，江 、浙 、沪两省一市的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 。长三角经济之所以能持续繁荣发展 ，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有较为合适的发展机制 。长三角形成了上海模式 、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等各具特色的

发展机制 。具体而言 ，就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特征的上海经济模式 ，以“温州模式”为特征的浙江民

营经济模式 ，以从“苏南模式”到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江苏发展模式 。如此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促

成了长三角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 ，形成了经济圈内有效率的分工与合作［２］
。

有学者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角度观察 ，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伴随着各地区经济转

型的区域差异性 。上海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政府主导模式 ，而江苏的“苏南模式”则是强化

政府管理与集体经济的结合 ，与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民营经济的自发创新模式 。不同的转

型模式主要源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传统和资源禀赋方式的差异 ，地方政府因势利导 、自主创新的精神

使不同的道路逐步趋同 。在转轨的路径上 ，没有统一的模式 ，也不会存在最优模型 ，在变革的环境

中 ，找到有效的激励安排才是至关重要的［３］１１３
。

其次 ，优化资源配置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内容 。区域经济圈的实现条件是生产要素

等经济与社会资源配置能够实现最优化 ，包含空间形态一体化 、市场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 、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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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 、信息一体化 、生态环境一体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上述各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果 。

资源配置上的区域一体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企业间合作 。企业是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的主角 ，随着长三角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企业间合作必然愈加频繁 ，包括

产品联合开发 、技术研发 、兼并破产等内容 。 （２）产业差异化与互补性增强 ，如在农业 、制造业 、高

新技术产业 、旅游 、文教 、金融 、科技 、医疗 、物流 、信息等领域的整合和互动 。 （３）市场一体化 。长

三角区域正逐步形成各种要素市场的有机统一体 ，包括一体化的消费品市场 、资本市场 、技术市场 、

人力资源市场 、产权市场 、征信市场 、旅游市场 、文化市场等等 。 （４）信息一体化 。建设覆盖整个长

三角区域的信息网络平台 ，打破信息封锁和阻碍 ，以便各地的商情和公共信息都能公开 、透明 。

（５）基础设施一体化 。各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联结 ，特别是大型的基础设施 ，如港口 、高速公路 、

机场 、跨江跨海大桥 、铁路 ，乃至网站 、排污管道等 。这一方面体现规模化 、集成化优势 ，另一方面体

现“快捷”要求 ，造就更大的“同城效应” 。

最后 ，文化融合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形式与载体 。尽管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密切 ，

但两省一市之间地域文化却是各不相同 ，且文化价值观也有所不同 。从文化渊源来看 ，上海通常以

“海派文化”自居 ，江苏则秉承了吴文化的许多传统 ，浙江则继承了历史上的越文化和浙东学术的精

髓 ；从行为方式来看 ，上海人的专致严谨 、苏州人的放达温和 、杭州人的精致舒适 ，构成了三地都市人

不同的传统生活态度 ；从人文精神来看 ，上海的高效有序和国际化胸怀 、江苏的人文关怀和浓厚积淀 、

浙江的灵活经营和市场意识 ，都分别体现了长三角的现代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 ；即使从各地区的发展

特征来看 ，上海长期以工业重地和国际化大都市为特征 ，江苏则创造性地形成了以“苏南模式”为标志

的工业化 、国际化进程 ，浙江则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形成了“温州模式”等民营经济发展之路［４］
。

尽管上述地域文化有差异 ，但是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同根同源 ，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 、优质的文化特质和经济发展模式 ，走出了一条区域文化融合之路 。江 、浙 、沪三地形成的优

秀文化主要表现为 ：浙江的冒险与创业精神 ，江苏和上海勇于对外开放的文化 ，上海解放思想 、高

效服务的政府文化等等 。 ２１世纪以来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 ，为追求各自地区实现

更好的发展 ，江 、浙 、沪三地政府都在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秀文化 ，客观上形成了区域文化融合的趋

势 。研究表明 ，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在创业文化 、冒险文化 、政府干预文化 、开放文化等四个方面具有

非常明显的融合趋势［４］４２６ ４２８
。

那么 ，长三角文化融合是如何实现的呢 ？对区域一体化有何影响 ？显然 ，基础设施一体化有利

于文化融合 。随着高速公路 、铁路 、航空的发展 ，整个长三角区域形成了资讯 、人才与物流共享和相

互依赖的一体化网络 。在这个网络内部 ，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日益频繁 ，经济交往更为密切 ，人们

之间更易形成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 ，对于跨地区投资而言 ，这种文化融合有利于降低

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以促进要素流动和区域贸易化 ，从而促进经济一体化 。诸如信任 、信用这样的

文化能够促使人们产业合理的行为 ，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能够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几率 ，减

少监督成本 ；有利于资源优化整合 ，降低摩擦成本 。

二 、现状 ：合作共赢与发展瓶颈

当前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被确定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 ，其发展正迈入一个崭新的“黄

金时期”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正在不断显露出来 ，合作发展与联动发展已经成为主

旋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互补性增强 。长期以来 ，人们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存在趋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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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较大的争议 。前期主流观点认为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趋同性 ，且这种趋同性

在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地区间的重复建设 ；但近期有更多的观点认为 ，长三角地区并不存在严重的产

业同构现象 ，相反 ，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分工和协调方面的程度在提高 。对于上述观点 ，刘志

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分工演化视角 ，以长三角 ２７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 ，

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各行业中的工业总产值分额偏离程度和结构相似系数及区位等进行了统计

分析 ，结果发现 ，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 ，长三角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以往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产业同构现

象 ，相反 ，长三角两省一市产业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究其原因 ，主要是市场力量

的驱动 ，长三角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存在源于开放条件下企业主动选择国际分工的差别化

定位［４］１３１ １６５
。

二是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 。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经过几十年的演进 ，其区域市场是“一体化”还

是“碎片化”始终存有争议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与调查统计表明 ，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

日益增强 。洪银兴和刘志彪对长三角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算 ，通过建立由 ２８个指标组成的市场

化评价体系 ，结合统计年鉴上的有关数据 ，得出了长三角地区整体市场化程度为 ７６ ．１８％ 的结

论［５］
。靖学青通过比较长三角地区的上海 、南京 、杭州 、无锡和苏州五个城市制造业内部的结构相

似系数与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发现前者普遍小于后者 ，研究证实了在制造业产品结构上基本不

存在同构问题［６］
。徐现祥和李郇从行政边界的视角对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了计算 ，认为市

场分割的阻碍作用下降了近 ５０％
［７］

。顾江则测算出长三角文化市场一体化程度为 ６３ ．９１％
［８］

。

三是区域生产空间布局更为合理 、有效 。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

化生产协作网络 ，整个区域的空间结构布局更为合理 。这种空间布局演进是在区域整体规划得到

优化 、交通运输成本持续下降 、市场竞争机制得到强化的基础上 ，通过逐步打破区域分割并建立自

由流动的产品与要素市场来实现的 。根据枟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枠的指导意见 ，长三角地区的

产业在空间布局上作出了相应调整 ：一是制造业开始从上海这一传统工业中心向外围的江浙地区

扩散 ；二是依托以国际航运和国际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在上海形成一个新的现代服务业

中心 。换言之 ，在上海强化自身优势产业的同时 ，将一些劳动密集型或一般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

周边地区 ，这些产业在经历分散后重新聚集强化 ，实现了江苏和浙江的专业化优势 。

四是区域公共事务的合作机制建立 。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主要表现在合作领域的扩大 、合作

机构的建立 、合作行为的制度化 、重视合作纠纷的解决等方面 。合作领域不断深化 ，基础设施建设 、

环境保护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贸易一体化 、产业结构转移和升级 、搭建信息服务平台等项目和

内容不断扩大 ；创建了长期互动的组织机制 ，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联席会 ；签署了诸多合作

协议 ，如枟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枠 、枟长三角道路运输合作和一体化协议枠 、枟长三角人才开发

一体化共同宣言枠 、枟长三角区域环境合作宣言枠 、枟长三角标准化服务合作宣言枠 、枟共同推进长三角

创新体系建议协议书枠等 ；与此同时 ，逐渐抛弃那种“只闻雷声不见下雨”的形式主义 ，地方间合作重

视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整合效应 ，即便是合作中发生冲突 ，也力求理性解决 。

应该看到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取得了新进展 ，合作成效也日益显现 。但在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区

域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瓶颈制约因素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生产成本过高 。生产要素稀缺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 ，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进一

步推动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 。随着经济的发展 ，土地等资源已越来越稀缺 。据不完全统计 ，江苏

经济每个百分点的增长将带来 ２ ．４万亩土地的减少 。与此同时 ，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迫使企业生

产成本进一步提高 。例如 ，劳动力缺乏造成长三角地区受用工荒困扰 ，劳动力工资水平顺势提高 。

长期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进入高运营成本的模式 。

二是支柱产业集中度较高 。长三角洲地区地形地貌 、气候条件等自然要素禀赋相似 ，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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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结构 、加工制造业相似 。另外 ，地理位置的毗邻 、经济联系的紧密促使企业间互相学习和

模仿 ，外资企业的大量涌进 ，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的主要原因 。相关分析表明 ，长三角地区产

值规模在前十位的十大行业中 ，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如上海 、苏州 、无锡 、杭州和宁波的产值集中度都

超过了 ６５％ ，其中集中度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集中度达 ９３ ．９％ ，主要集中在上海

（３９ ．７％ ） 、宁波（３２ ．１％ ）和南京（１８ ．１％ ）三大城市［９］４７７
。

三是合作机制不成熟 。当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协调还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是区域协调的规章

不健全 。政府层面至今还没有一个较权威 、较系统 、较规范的统领长三角地区合作体制和机制的政

府规章 ，进而影响了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进程 。其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当前长三角

区域管理仅靠松散的行政磋商 ，缺乏有约束力的法律效力保障机制 ，对已确立的平台建设和合作专

题的成效缺乏评估 、激励与督促检查 。其三是长三角深层次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 ，长三角区域

各地方合作多关注于共同利益 ，而对于区域共同管治 、责任共担的合作制度涉及甚少 。

四是地方间恶性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 ，长三角区域内各地为争夺生产要素与优

惠政策而展开恶性竞争 ，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外部性 ，即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 、行使公共服

务职能时对其他地方福利造成影响 ；机会主义 ，即地方政府在考虑和追求自我利益时具有随机应

变 、投机取巧 、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地方保护主义 ，即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干涉市场

运行 、形成市场割据的行为倾向［１０］
。

三 、探索 ：市场配置与政府定位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种动力 ：一是“自然”动力 ，即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

驱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受市场要素 、市场规律支配的 ，因此 ，市场经济内在

驱动力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然”动力 。二是“制导”动力 ，即政府采用行政指令性手段 ，决定各

地方之间 、各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配置 。换言之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依靠行政指令实现的 。三是

“自然”动力与“制导”动力的合力 ，即“混合”动力 ，依靠市场与政府合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进程［１］２３１ ２３４
。

实践表明 ，世界上很难找到单独靠市场或政府的一种推动力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案例 ，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亦如此 ，国际上公认的以纽约 、伦敦 、东京 、巴黎 、芝加哥为核心的世界五大都市圈 ，

它们在产业结构 、城市规划等方面无不是以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进程中 ，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而政府则对市场机制的发

育 、市场体系的健全 、市场规则的完善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起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因此 ，从总体

上来说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来自于市场与政府 ，依靠“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发挥

着各自的作用 ，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市场资源

配置的结果 ，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产物 。

首先 ，中国经济转型的环境背景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制度空间 。由于市场缺失 ，

企业家和民间资本力量薄弱 ，信息与信用制度严重落后 ，地方政府的介入实现了对市场 、企业家的

替代 ，有利于经济起飞［１１］
。研究表明 ，在转轨初期 ，地方政府更具有“企业家精神” ，形成了对不完

全市场和不完全计划体制的替代 。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和财政体制转型等强制性制度变

迁调整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 ，促使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发生变化 。政绩评价 、官员升迁的政治利

益与地方经济利益充分结合 ，形成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要求 ，地方政府与企业因而成为

利益共同体 。在转轨初期 ，地方政府充当“企业家” ，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化改革 ，促进了中国

经济增长并创造了“中国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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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政府与市场在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各异 。在上海 ，是以政府主导 、

政策创新为核心展开一系列的自主创新 。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 ，

将解决国有企业亏损 、促进竞争 、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改革的核心任务 ，通过吸引外资投入 、开放资本

市场 ，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 ，围绕浦东新区“特区效应”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

而不断展开制度创新 。在浙江 ，民营经济自发创新与政府增进的特征明显 。其中 ，“温州模式”就是

浙江发展的一个缩影 。浙江模式可以说是以个体 、私营企业为主 ，由民间力量推动为主的一种发展

模式 。浙江模式是由早期的“温州模式”发展而来的 ，历经以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城市化

和工业化为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 ；江苏则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 。

“苏南模式”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最早提出的 ，包括传统“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 。传统“苏

南模式”是指在中国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 ，苏南地区农民集体办工厂 、发展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

农村经济现象 。而新“苏南模式”是指苏南乡镇企业利用地处沿海的有利条件 ，抓住改革开放的战

略机遇 ，立足本地经济特色 ，实施“引进来 、走出去”战略 ，外贸 、外经 、外资一起抓 ，对外合作发展势

头强劲 ，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 ，园区经济也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 。如此高速的发

展促成了江苏经济园区的兴起 ，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经济园区 。以五个国家级开发区（苏州园区 、苏

州新区 、昆山开发区 、张家港保税区 、无锡高新区）和一个省级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 ，构成了

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

最后 ，市场主导 、分工又合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基本规律 。上海的发展方

向是建设以发展 “四个中心”服务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大都市 ，浙江是以民营经济著称于世 ，

而江苏则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 。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经济融合提供了良好

条件 。当各地有与之相适应的且互有差异的经济发展动力 、地方主导产业 、人力资源状况 、商品市

场经济时 ，才具有互相合作的价值 。这些互有差异 、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当地

生产力 ，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 。所谓区域经济一体

化 ，并非一种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当局主导的政策行为 ，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

的必然进程 。在区域内部 ，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 ，区域整体化增强 。因此 ，对

政府部门来说 ，不应想当然地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 ，统一规划布局 ，统一资源整合 ，并为此去建立更

多的行政协调机构 ，而应制定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遵循市场规律 ，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

区域内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 ，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经济发展的主体 ———市场 。

四 、趋势 ：整体联动与制度创新

实践表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区域内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了资

源共享 、功能互补 、联动发展 、利益共享 ，并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格局 。但是 ，面对国

内外的激烈挑战以及长三角地区自身发展瓶颈的制约 ，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腾飞的路径选

择与制度安排是什么呢 ？

首先 ，在长三角区域合作模式上 ，实现从各自为政到联合治理的转变 。随着长三角区域跨域交

往的频繁 ，各地的共同利益领域不断扩大 ，许多问题都日益上升到区域层次 。各地无法仅仅根据本

地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发展目标而置其他地方利益于不顾 ，必须从区域的角度来选择本地的发展

目标 ，形成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由于地方政府受到其他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公共政策选择也

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 ，因此 ，双边或多边的政府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程 。

长三角区域联合治理的形式与内容主要有 ：（１）创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长期互动机制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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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机制有利于政府间减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在心理上培育合作互动的期望 。 （２） 加强公共

管理与服务 。 在环境保护 、社会保障 、人力资源 、户籍管理 、技术开发等领域 ，不断加强合作 。

（３）规划合作 。统筹兼顾 、优化整合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内的资源配置 ，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业布

局 。 （４）统一法制 。受地方利益的驱动 ，地方立法存在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性法律法规与行政法规

矛盾 、法规“大而全”或“小而全” 、重复立法 、互相抄袭等现象 ，因而需要在长三角区域内协调立法 。

由于网络化的区域治理模式有利于克服现有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困境 ，因此 ，这亦将是长三角

区域联合治理的未来趋势［１２］
。所谓“网络化” ，是指由多个独立的个人 、部门和企业为了共同任务

而组成联合体 ，其运行不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 ，而是在成员角色和各自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密集的多

变联系 、互利和交互式的合作往来完成共同目标［１３］１４６
。因此 ，基于网络治理的思考 ，未来长三角区

域联合治理模式至少应有这些特点 ：（１）区域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多元化 ，不仅仅有政府（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 ，还有企业 、公民 、各种非营利组织等 ；（２）以解决问题为焦点和行动导向 ，弱化科层

等级制色彩 ，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 、协商对话 ；（３）重视信任与合作 ，网络模式下各参与主体

不是孤立的 ，当它们无法依靠自身的资源获取目标时 ，它们会主动进行联系 ，因此 ，它们的策略是合

作信任而不是竞争 。

其次 ，完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 ，实现区域利益共享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区域一体化的逻辑起

点仍然是“经济人”理性 ；区域合作每前进一步 ，都蕴涵着成员间利益重新调整和再分配 ，寻求新的

利益平衡点 。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中存在和引发的矛盾 ，如产业同构 、人力资源的外部性 、市场

割据等均与利益有关 。因此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质上也就是区域共同利益目标的探索过程

和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的形成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共同利益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

提基础和动力源泉 。这种共同利益又被称为“发展红利” ，是指一个区域由于空间结构 、网络结构 、

产业结构 、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 ，而在等级 、有序 、互补 、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

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 。 它包括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交易费用 、建立知识网络 、拓展国际机会等

内容［１４］１８２ １８４
。

既然区域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 ，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利益呢 ？首先是构建区域利益

共享机制 ，即立足于区域内各主体利益关系 ，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通过规范各利益主

体的利益分配行为 ，以达到防止利益分配不均的目的 。区域共享利益机制的建立要考虑以下几个

方面 ：在组织形式上 ，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应改为正式组织与企业 、居民 、

非营利组织相互联结的网络结构 ；在制度形态上 ，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特别应重视互信 、互

利 、互助 、互动的非正式制度 ；在治理结构上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开放 、透明 、便捷的参与渠道 ；在治

理途径上 ，由以行政协调为主的科层制形式 ，改为市场 、行政 、法律 、第三方参与等多途径协商 ；在内

容上 ，完善以产业结构 、人力资源 、政绩竞争 、市场统一为主的利益冲突与协商机制 。

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利益共享的重要内容 。利益补偿本质上就是利益再分配 。如果说利益共

享强调的是效率 ，鼓励成员各方应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 ，那么利益补偿强调的则是公平 ，对区

域利益进行再分配 ，从而使成员各方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 。那么 ，如何实现利益补偿呢 ？

可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来实现 ，如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手段 ，也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 。在再分配的过程中 ，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央政府通过规范的利益转移来实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的利益补偿 。

最后 ，区域政策一体化既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标志 ，也是区域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制

度是否统一是衡量区域经济圈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尽管经济一体化内涵中 ，产品与要素 、产业结

构布局 、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 、城市体系与布局等均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内容 ，但根据区域经济一体

化最高阶段的定义 ，制度统一既是该阶段的显著特征 ，也是区域经济圈最终形成的标志 。按照巴拉

０１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１卷



萨（Bela A ．Balassa）在枟经济一体化理论枠中的阶段划分 ，经济一体化历经贸易一体化 、要素一体

化 、政策一体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四个阶段 ［１５］１０
。 完全经济一体化 （Perfectly Economic

Integration）是指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已经达到了完全的统一 ，所有的商品 、资金 、资源等经济

要素实现完全自由流动 ，没有外汇管制 ，统一价格管理机制等等 。完全经济一体化通常存在一个共

同的组织管理机构 ，由各国要员轮流担任 ，且各成员实行统一的制度 。当今的欧盟是世界上最接近

此形态的一体化组织 。

区域政策一体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 ，规则的形成是多元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 、长期演变的

产物 ，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意见 ；第二 ，将规则以明确的 、文字的形式规定下来 ，具有较强的制度性 ；

第三 ，有正式的执行机制 ，具有可操作性 。在一体化实践中 ，一般是由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和中央政

府充当地方利益纠纷的中间人 ，就违规行为作出裁决 ，以一种正式的方式维护区域合作规则 。目前

国际上区域政策一体化的安排 ，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扩大开放和增加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 、

将外部溢出效应“内部化”作为对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员方进行补偿等机制来实现的 。

研究与事实表明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制度不统一 。不同行政主体的政策

和制度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矛盾 ，这也正是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克服“政出多门 、各自

为政” 、从内部政策走向区域政策 ，成为未来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借鉴国外做法 ，为了实现长三

角区域政策的一体化 ，应进一步全面清理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 ，创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应充分协商区域公共政策的制定 ，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 ；打破市场封锁 ，鼓励经济

组织在区域内自由开展经济合作 。通过上述公共政策一体化的措施 ，实现区域一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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