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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空间经济分析与西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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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开封　475001)

摘要: 本文在阐述流域空间经济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区段性和差异性、层次性和网络性、

开放性和耗散性等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了流域开发的系统性、综合性、分区性、立体网络

性和以水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原则。以区域增长和空间经济发展模式为指导, 以点轴开发为

流域开发的重要组织形式, 提出了依托大中城市, 强化中心, 通过“点”的经济技术力量

向两翼腹地的辐射和扩散, 又通过轴作用的向外 (上、下游) 传递, 如此形成一种由点沿

轴波及面的点线面渐进开发模式, 最终使整个流域的国土资源和空间得到充分合理的全

息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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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殛待解决的十大问题中, 地区差距问题是其中之一。地区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这种差距一旦过于悬殊, 必然引起社会矛盾和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因此, 缩小中西部地区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解决好西部经济发展问题, 是我国新千年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由于自然、经济和历史等多种原因, 我国生产力分布客观上存在着沿海与内地和东、中、

西三大地带, 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呈现从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经济态势, 与资源的分布相反, 形

成了资源分布重心偏西, 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偏东之间的“双重错位”现象。20 多年

来, 国家投资重点和区域政策向东倾斜, 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差距全面拉大, 区际

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如何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基础上逐步

缩小经济差距, 求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是今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我 国地

形西高东低相适应, 主要江河干流呈现自西向东、东西延伸, 支流南北伸展的分布格局。特

别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东西延伸过万里, 地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 是沿海与内地

和东、中、西结合发展的两大基轴。这两大流域经济带, 加上沿海经济带、京广铁路沿线

经济带和京九铁路沿线经济带, 形成两横三纵格局, 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脉络和基

本框架。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 若能加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经济开发, 通过流域

内外的经济联合与协作, 建成全国巨大的流域横向工业走廊与产业密集带, 无疑有助于缩

小流域上、中、下游和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差距, 加强民族团结, 并为实现区域之

间的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子, 这是实现生产力合理布局和理顺沿海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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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因此, 分析流域空间经济特征、探讨流域空间开发原则, 建立流域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以流域为主线的西部大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流域空间经济特征及开发原则分析

流域属于一种典型的自然区域, 它是以河流为中心, 被分水岭所包围的区域, 在地域

上具有明显的边界范围。从经济角度可以把流域看作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范畴, 即流域

既是由分水岭所包围的区域, 又是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 进行以水资源开发为中心的综合

开发的重要形式, 构成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111　流域空间经济特征

流域是一种区域, 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流域经济具有区域经济的一般属性 (客观性、

地域性、综合性、可度量性、系统性等) , 同时又具有本身的特性。

(1) 整体性和关联性。流域经济是整体性极强、关联度很高的区域经济, 流域内不仅各

种自然要素之间联系极为密切, 而且上中下游、干支流各地区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也

很显著。上游过度开垦土地, 乱砍滥伐, 破坏植被, 造成土壤侵蚀, 使当地农林牧业和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 还会使河道淤积抬高, 招致洪水泛滥, 威胁中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和广大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样, 在水资源缺乏的干旱、半干旱流域, 如果上游筑坝修

库, 过量取水, 就会危及下游的灌溉乃至工业、城镇用水, 影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

因此, 流域内的任何局部开发都必须考虑流域整体经济利益, 考虑给流域带来的影响和后

果。

(2) 区段性和差异性。流域特别是大流域, 往往地域跨度大, 构成巨大横向纬度带或纵

向经度带。上中下游和干支流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基础和历史背

景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 表现出流域经济的区段性、差异性和复杂性。长江和黄河两大流

域横贯东西, 跨越东、中、西三大地带, 存在着两个互为逆向的梯度差。一是资源占有量

或枯竭程度的梯度系列, 包括矿藏、水能、森林、土地资源等。二是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梯度, 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层次等。从上游到下游, 资源的拥

有量越来越少, 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则越来越高, 形成了资源重心偏西, 生产能力、经济

要素分布偏东之间的“双重错位”现象。

(3) 层次性和网络性。流域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系统, 由多级干支流组成。一个流

域可以划分为许多小流域, 小流域还可以划分成更小的流域, 直到最小的支流或小溪为止。

由此形成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 各支流生态经济系统, 上游、中游、下游生态经济系统, 全

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等。从产业来看, 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分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

市等子系统,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又可分为种植业、养殖业生态经济系统等。流域经济网络

的层次性要求流域开发也应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和层次。

(4) 开放性和耗散性。流域是一种开放型的耗散结构系统, 内部子系统间协同配合, 同

时系统内外进行大量的人、财、物、信息交换, 具有很大的协同力和促协力, 形成一个

“活”的、有生命力的、越来越高级和越来越兴旺发达的耗散型结构经济系统[1 ]。具体来说,

就是流域内各地区既要有专业化分工和紧密的协作, 对外又需要大力加强国内、国际分工

协作和科技、人员交流, 通过发挥河 (海) 港口或内陆口岸的对外“窗口”作业, 不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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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是推动流域经济发展

的巨大动力。

应当指出, 流域既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又是从属于国民经济巨系统的子系统。因此,

要把流域开发治理看成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总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流域开发和治理

上要符合全国国土综合开发治理的总体要求和宏观布置, 这是协调流域内部、流域与流域、

流域与国家关系的关键。

112　流域开发原则

流域经济特别是大流域经济已成为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由于

各国国情不同, 各流域的具体域情及在国内、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一致, 因而流

域开发治理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尽管如此, 流域的共性决定流域开发治理仍具有可遵

循的共同规律。

(1) 系统开发原则。从全国来看, 流域是构成国民经济巨系统的子系统, 流域开发应符

合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要求, 充分发挥流域优势, 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担负重任。同时流

域又是一个由多要素、多地区相互关联构成的地域空间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 各组成部分

应协调发展, 各展其长, 形成流域的整体优势。

(2) 综合开发原则。即多目标原则。流域是由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组成的多样化的自

然、经济、社会综合体, 流域开发要充分利用各类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经济社会资源、科

技文化人才等, 在综合开发中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应当强调, 流

域开发不只是单纯的水资源利用, 而是一个多种资源相互匹配、多目标反复权衡的综合开

发过程。不仅要有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 也应有治理保护方面的目标。

(3) 以水资源开发为中心。这是流域开发区别于一般区域开发的重要特征。在一般的区

域开发中, 虽然也考虑水资源的数量、质量保证程度等对工农业生产布局、城市和人民生

活用水的影响, 但没有流域那样突出。这是因为流域是以河流为纽带, 通过干支流网络连

接起来的带状区域,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流域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 流

域内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也会随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不断得到加深, 形成流域经济一体化

的格局。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实行水利、水运、水产和水土保持并重的多目标开发原则,

根据各河流、各河段的不同特点, 选择主导目标, 协调目标冲突, 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

(4) 分区开发原则。流域上中下游、干支流和各地区在开发条件、经济技术基础等方面

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而其开发治理的方向、重点、目标和措施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

流域开发要因地制宜, 实行分区开发, 充分利用各地区的优势资源、优势条件, 建立起类

型不同、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补充的区域经济格局。

(5) 立体网络开发原则。首先, 流域本身就是立体概念。从上游到下游, 从河谷向两翼

的海拔高程、地形地貌特征和资源条件均不相同, 呈现出规律性的。如河流上中游地区地

势较高, 多山地高原, 一般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草原资源比较丰富, 适宜发展水

电、矿产开采与冶炼、木材采伐与加工、畜牧业等产业。同时, 中上游也是易发生土壤侵

蚀的地区, 种草植树、保持水土是区域开发治理的重要方面。下游地区丘陵起伏, 但一般

地势平坦, 耕地所占比重大, 交通方便, 城镇较密集, 往往是流域的发达区域。同样, 在

大江大河的中上游地区从河谷向两岸两翼也呈现类似有规律的变化。这是构成流域立体开

发的自然基础。其次, 流域开发总是先集中于若干个生长点——大中城市, 它们一方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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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小城镇向周围的广大农村扩散渗透, 另一方面, 大中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作用

往往又通过交通线而联结成轴线, 轴线经纬交织, 就构成经济网络。可见, 流域开发是极

点增长、轴线延伸和扇面扩散, 点轴面相结合的立体网络开发过程。

2　空间经济发展模式及西部发展战略

空间经济成长是在极化与扩散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两种效应作用

强度大小和方式不同, 使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格局。但总的演变趋势是从无序

到低级有序, 进而走向高级有序, 城乡之间和区域内部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日趋缩小, 经济

联系日益紧密, 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系统的网络化、均衡化和一体化, 形成多中心且规模结

构合理的城镇体系。

211　区域增长与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 J 1 威廉森 (J. G. W illiam som ) 认为,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区

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 即趋向不均衡成长。之后, 随着经济增长, 区域间不平衡程度

将趋于稳定, 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 (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资本、技术和专业性服务的

输出输入为主的发展阶段) , 区域成长差异则渐趋势缩小, 即空间经济倾向均衡成长[3 ]。从

根本上说, 区域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使整个区域均衡发展, 共同繁荣。要实现这个目标, 可

以采用不同的发展战略, 这就要看区域的具体情况而定。对处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区域

来说, 采用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就会获得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效果。

考察国内外区域发展战略, 主要有两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是“均衡发展战略”模式, 即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均衡布局生产力, 特别是工业生产, 促进全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模式,

只能在区域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和一定发展水平下或在一些地域较小的国度里才能采用。

因为分散财力、物力, 降低投资效果, 将达不到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世界各国区域开

发的实践来看, 真正采用这种发展战略的为数很少。我国在解放到 1978 年的 30 年中, 对

这种均衡发展战略较为偏好, 在决策上急于推动区域间的生产力布局调整。虽然这为中西

部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但总体效果不好。以牺牲投资效益来换取区域之间的均衡发

展, 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延缓了全国经济建设进程, 连西部本身也未摆脱贫困的

境地, 它还直接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我国生产力布局的这些后果与教训值得记取。

区域发展战略的第二种类型是“非均衡—均衡”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顺应了区域经

济成长的一般规律, 在生产力布局的决策上对少数发展条件较好的点、地区或地带实行重

点开发, 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展开策略空间布局实现空间结构由不均衡到相对均衡和均

衡的较换。这样, 与分散投资条件下形不成聚集效益的情况相比较, 可获得较高的经济增

长速度。这种不急于追求地区之间经济均衡, 而是将有限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按照报

酬率的高低投向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而且有最高经济效益的地区, 从而带动全局。

对象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 区域之间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基

础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国家, 这个独特

的国情决定了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上, 特别要注意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与地区之间协

调发展的统一, 兼顾效益与公平, 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同中西部内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

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 建立起以东支西、以西支东、相互依赖、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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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新格局, 实现沿海与内地和东、中、西三大地带各地区经济先后有序的连续增长和

协调发展。

212　流域布局机制与西部战略开发机遇

如果把区域视为国家, 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 在国家经济成长的初期阶段应当采取

“非均衡—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 实行由不均衡到相对均衡和均衡的区域发展。从本质上

看, 这种战略是一种地域重点开发战略。实施这一战略, 要求确定重点开发的区位、地区

或地带, 政策倾斜, 优先发展。点轴开发 (陆大道, 1987) [2 ]是空间开发的重要组织形式。流

域作为国土的一部分, 重点开发轴线的选择与流域开发具有密切的联系, 即在全国区域开

发的宏观战略中, 流域往往成为全国重点开发的轴线。首先, 流域以河流为纽带带状延伸,

常具有方便的航运条件或有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相连, 这为流域经济的轴线开发创造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 流域特别是大流域往往具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 是发展国民经

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基础; 第三, 开发历史悠久的流域, 沿江河或沿交通干线常形成一

批中心城镇, 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常形成若干工矿区或农业区, 这是进行流域点轴面开发的

现实基础。

考察流域本身的空间结构和布局, 不难发现: 与一般区域相比, 流域开发更适宜采取

点轴面的开发机制, 这是流域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流域内发达的航运、铁路、公路、管道

等线状基础设施将集聚于上中下游、干支流各地区的城镇、工矿业、第三产业等连接为一

体, 依托大中城市, 强化中心, 通过“点”的经济技术力量向两翼腹地的辐射和扩散, 又

通过轴作用的向外 (上、下游) 传递, 如此形成一种由点沿轴波及面的点线面渐进开发模

式, 最终使整个流域的国土资源和空间得到充分合理的全息开发利用。

3　西部大开发的对策讨论

流域开发点轴面机制的构想, 实质反映的是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这三者之

间的关系, 是流域经济布局的核心和关键。因此, 在西部大开发中, 应做好以下工作:

(1) 开发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区域实验。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梯度差正在不断拉

大, 其严重性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由于问题十分复杂, 牵涉面极广, 必须首先在一定

的区域范围内开展综合试验, 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种流域应横跨我国东中西 3 带, 具

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且流域空间跨度不易太大, 较易开展实施。为使综合试验取得成功, 必

须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 实施政策调整工程。如允许在省 (区) 协调的基础上, 超前进

行价格、金融、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等 的体制改革, 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 允许建立区

域性开发机构, 由中央财政划拨部分开办股金, 有关省 (区) 及地方适量入股; 允许在下

游港口设立面向中上游的保税区; 允许外商到上中游资源丰富地区包租矿山, 或由我方向

其出让开采权等。此外, 还应逐步缩小流域内部各地的政策差距, 允许将下游、沿海地区

的一些有效政策推向中上游地区。同时还应当加大中西部的资金投入, 强化上中下游联合

协作。缩短上中下游的时空距离, 是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关键, 因此国家应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交通、邮电等建设投资, 为密切上中下游联系创造条件。加强协调, 积极组建

跨地区、跨上中下游的经济联合体, 形成利益共同体, 实现东中西部优势互补。

(2) 扩大开放空间, 理顺点轴面关系。我国流域目前的状况是: 下游已基本形成整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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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格局, 中上游地区仅有局部城市对外开放, 且互不相连, 开放程度也参差不齐, 特别是

上游地区更是如此, 从而制约了中上游地区的发展。因此, 建议首先开放中上游沿江河各

市县, 使沿江 (河) 开放带与下游开放地区连成一片, 形成兼容沿海、沿江 (河)、沿边开

放的大格局。其次, 应将上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列为对外开放的重点资源开发区, 并制定相

应政策, 吸引外商到此办矿建厂, 以加速其开发进程。

目前流域中上游的城镇化水平较低, 有的地区范围很广而中心城市稀少, 有的则因行

政区划不合理, 导致了“点”与“面”的分割, 从而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此, 应

当在上游地区选择若干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的城镇改设为市, 并有意识地将它们培育成

地区的次中心城市; 同时调整中游地区行政区划, 撤消地区建制, 扩大省辖市的带县规模。

理顺关系, 减少矛盾, 加强中心城市的作用, 促进区域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

此外, 应充分发挥流域轴线的连带作用, 以公路、铁路和河流为依托, 理顺铁、水关

系, 发挥水运优势, 放开铁路运价, 促使铁、水运输公平竞争和合理分流。抓紧流域干支

流航道整治, 改善流域航运条件。同时积极发展水运企业的跨地区跨行业经营, 发展购运

销一条龙服务的“开发型”航运。

(3) 打好扶贫攻坚战, 加快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步伐。我国现有的“老少边穷”地区

主要集中在西部。首先, 西部是全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 在国家扶持的 592 个贫困

县中, 西部占有 307 个。其次, 西部还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在全国 8 个少数

民族省区中, 有 6 个分布在西部; 在全国 720 个地、县级民族自治区中, 有 463 个分布在

西部。这些民族地区中贫面大, 脱贫速度慢。例如在国家扶持的 592 个贫县中, 8 个民族省

区中有 295 个。再如, 1993～ 1994 年全国解决了 1 000 多万人的温饱问题, 东部和中部占

80% , 西部只解决了 200 多万人。可见, 贫困问题的存在将会成为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的

严重拖累和包袱。加快西部地区的脱贫和经济发展, 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和社会问

题。因此, 扶贫和脱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第一, 要依靠国家和全社会的支持。80 年代以

来, 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开展扶贫工作, 这些措施主要有: 实行财政包干补贴, 设置不

发达地区发展基金和其他专项基金, 发放各种低息和贴息贷款, 利用国外援助资金, 实施

以工代赈和接受社会捐赠等等,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二, 转变扶贫方式, 实现救济扶

贫向开发型扶贫的转变, 把扶贫与经济开发结合起来。第三, 国家的基金与投资, 应有相

当部分用于贫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就业岗位培训等, 为贫县的

经济开发创造基础条件。第四, 地方政府与企业也应增加对扶贫的投入, 以广开扶贫资金

渠道, 加快脱贫的进程。

(4)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抑制自然灾害发生。首先应当建立关于生态环境重点整治和保

护方面的以及经济建设承担环境恢复重建义务方面的的制度与法规。同时做好中下游地区

对付特大洪涝的应急准备, 这是推进西部开发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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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 l Econom y Analyses of Basin and

W estern D evelop ing Stra tagem

Q IAN L e2x iang, XU Shu2m ing, Q IN Fen

(Co llege of Environm ent and P lann ing, H e’nan U 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In th 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in tegra lity and rela t ivity, the

sect ionality and differen t ia lity, the h ierarchy and netw o rk, and the open ing and dissipat ion

of spat ia l econom y of basin w ere described. T he p rincip les of system , syn thesis,

reg ionaliza t ion, t rid im en sional netw o rk, and w ater2resou rce2cen tered basin exp lo ra t ion

w ere analyzed. A model of Po in t2ax is2reg ion gradual exp lo ra t ion w as p ropo sed. T he

essen t ia l idea of the model is to st rengthen the econom ic and techno logic energy of po in t

and ax is, gu ided by the model of reg ional grow th and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and tak ing

the po in t and ax is exp lo ra t ion to be the impo rtan t fo rm at ion of basin developm en t. So the

nat ional resou rces of w ho le basin can be fu lly exp lo red and u t ilized.

Key words: basin; spat ia l econom y; w est; st ra ta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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