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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中部崛起”的意义和前景

适 之

“实施西部大开发，振高东北

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 区崛

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想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 2004 年

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的发展战略。“中部崛起”的提法

正式出现在 2005 年经济工作的 6项

任务中，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
注和媒体的热炒。

作为与“沿海率先改革开放战

略”、“西部 大开发战略”和“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相联结的全

新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提

出，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从单元战略转向多元 战略，从单体

战略转向整体战略，一个“联结南

北、启动东西”的战略格局正在全

面形成。
值得注 意 的是，现在 所 提的

“中部”概念与过去已有所不同。
1986年3 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作出过

东、中、西部 三 个 经济地带的 划

分，明确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 9 省区。随着西部

大开发和振兴 东北战 略的相继提

出，内蒙古被划为西部 大开发战略

实施的地域范围，黑龙江、吉林则

纳入 了振兴东北战略实施的地域范

围。考虑到这些变化，中央把中部

崛起战略的“中部”定义为：山西、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内陆 6 省。
应该说 ，中部 崛 起战 略 的 提

出，与近年来出现的“中部塌陷”

（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

落后于东部 ）局 面不无相关。统计

数据显示，从 1980年到2003 年，

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从50.2%增加到了58.86%，而中部地
区所占比重虽然从1 996 年开始扭

转下降的态势而趋于上升，但在全

国范围内的地位却是下降的。2001
年至 2003 年，中部六省的GDP年均

增长率分别低于东、西部 1.8 和0.4
个百分点。反映在人均 GDP水平上，

1980 年中部地区人均 GDP 相当于全

国平均数的 8 8 % ，1 99 0 年下降到

83%，而到了 2003 年，中部地区只

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75% 从居民收入

看，2002 年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369 元，比西部低183 元。
导致 “中部塌陷”的原因，与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非 均衡

发展战略”有关。上世纪 70 年代末

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 年代
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 年代中

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
90 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 年

又提出 了振 兴东北，所有这些都与

“不东不西”的中部擦肩而过，从而

使中部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区”。
有专家认为，中部崛起战略的

提出，表明中央对“中部塌陷”问

题已 有 了 紧迫感，也表达了中央试
图尽快解决这个焦点问题的决心。

中部 6 省国土面积1 02。8 万平方

公里，占全国的 10.7%，人口 36084

万人（截至 20 02 年底），占全国

28.1 %。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在我国

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是天然的东西南北的交通、信息、产

品、物资、金融等经济生产要素和生

产成果的汇集和扩散中心。一个掘

起的中部，是 我国现代 化整体布局

的需要，是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发展

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从东部发展来看，无论珠江三

角洲、长江三 角洲，还是京 津地

区、山东半岛，为了摆脱市场和资

源闲置，促进产 业升级，都在积极

拓展国内经济腹地，为此广东省牵

头提出和实施泛珠三 角经济区，长

三角城市经济联合会开始吸收安徽

的城 市为会员，北京市牵头京津冀

晋蒙交流与合作，山东省在出东半

岛城市群规划中则明确提出其腹地

包括冀南、苏北、皖北，甚至豫北。
可以说，中部崛起也是东部地区进
一步 发展的要 求。

中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同样

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在资源与

技术的梯度 转移过程中，中部地区

起到联结东西的重要作用，另一方

面，中 部地 区 已 经 形成的产 业 基

础，与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形成 紧

密的联系。中部的崛起，必将有利

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

要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崛起的政

策措施，“从政策、资金、重大项目

布局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财政

部部长金人庆在 2004 年底召开的全

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也表 示，中央财

政将积极研究制定实施支持中部地

区崛起的财政政策措施。这表明，

中部 崛起战略 已进入 实 际 操作阶

段，一个东中 西互动、优势互补、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即将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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