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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介绍
·

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
四沿战略

”

与周边经济圈

不 J
、

东川

(南京理工大学 )

〔摘要〕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

外向型经济及其科技的发展模式与研究方法
”
项目研

究成果简介
,

内容包括
:

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 四沿战略

”

与
“
四

”
字形格局 ; 我国海陆周边

地区应该大力发展的若干经济圈 ; 外向型经济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一一它有别于世界银行的论

述
。

一
、

前 言

我们于 1 9 8 9 年 l 月至 1 9 9 1年 l 月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月
“

外向型经济及其科

技的发展模式与研究方法
”

研究
,

采用定性定量综合集成的系统工程方法
,

既进行理论探讨
,

又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系统仿真和计算分析
。

1 9 9 1 年 n 月
,

研究成果通过基金委员会与江苏省

科委联合组织的鉴定会
,

鉴定结论为
: “

该项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

在方法上是科学的
,

达

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 ”
此后

,

还两次获得省
、

部级科技进步奖
。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
,

共完成了 14 份研究报告
,

先后在 《人民日报 》
、

《新华日报 》
、

《经济参考报 》 及国内多种刊物

上刊登
。

19 92 年 n 月在纽约召开的
“

亚洲经济合作的透视与展望
”

国际学术交流上
,

笔者还

发表了
“

中国外向型经济与亚洲的区域性经济合作
”

论文
。

二
、 “
四沿战略

”
与

“
四

”
字形格局

“
四沿战略

”
是说

:

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应该从沿海地 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

沿海
、

沿长江
、

沿新亚欧大陆桥以及沿陆域周边地区
,

均应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
。

以沿海与陆域周边地

区 为框架
,

加上沿长江和沿大陆桥地区为两
“

竖
” ,

构成一个 巨大的
“
四

”

字形格局
。 “

四

沿
”

地区发展了
,

全国经济就可以比较均衡地发展了
,

从而可使 中国加快走 向繁荣富强
、 改

革开放以来
,

沿海地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

以后的发展将会更快更好
。

这对
“
四沿

” 、

对全国

都将起到更好的带头作用
。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快一些
。

以江苏而言
,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分

析和发展趋势预测
,

采用 If/ t he
n
方法

,

经过计算对 比
,

考虑到方案的可行性与先进性 (且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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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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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地 )
,

我们提出该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 3种方案
:

方案 1 为 12 %
,

9%
,

即 1 9 8 9一

1 9 9 5 年年均增长率为 12 %
,

而 19 9 6一 2 0 0 0 年年均增长率为 9% (以下记法相同 ) ;
方案 2 为

1 0
.

5%
,

7
.

5% ;
方案 3 为 9%

,

6 %
。

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
,

非如此不足以转轨变型
。

以地 区出口创汇总额而言
,

我们相应提出 3 种方案
:

方案 1 为

15 %
,

12 % ;
方案 2 为 13

.

5%
,

10
.

5%
;
方案 3 为 12 %

,

9 %
。

我们建议 以方案 2 为基本方

案
`

。

事实证明
,

这些研究结果是符合两年多来全国和江苏经济形势发展状况的
,

是符合去年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
。

这是对我们软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

三
、

关于海陆周边经济圈

研究报告提 出
:

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 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

围绕中国一省或数省
,

一些经济圈正在形成或者将要形成
。

对此
,

应给予积极推动
。

在这里
, “
经济圈

”
一词是用来

简称较为密切的区域性经济交往与合作关系
,

这些关系不一定要见诸什么宣言或协定
,

而是

一种客观存在的
、

日益发展的
、

不可忽视的事实
。

这些经济圈有
:

(1 ) 广东
·

港澳经济圈
。

( 2) 福建
·

台湾经济圈
,

两者轮廓已 日见清晰
,

它们实际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国内区域性经济

圈
。

(3 ) 由以上两者融合
,

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圈
,

包括海南和广西
,

东盟国家亦在其中
。

(4 ) 山东
·

南朝鲜经济圈
。

随着朝鲜半岛北南关系缓和
,

这个经济圈将扩大为渤海
·

黄海经

济圈
。

( 5) 现在中外人士热烈谈论的东北亚经济圈
,

包含我国东北地区
、

朝鲜半岛
、

日本和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

( 6) 黑龙江经济圈
。

如果说东北亚经济圈是为时尚远的事情
,

那么
,

黑

龙江两岸的边境贸易
、

劳务合作
、

合资经营等活动 已经相当活跃
,

可望形成一个经济圈
。

( 7) 新疆与相邻诸国
,

特别是通过阿拉山口
、

霍尔果斯口岸
、

红其拉甫 口岸对于邻国和第三

国将形成中亚经济圈
。

( 8) 内蒙古与蒙古之间
,

西藏与印度
、

尼泊尔之间
,

云南与缅甸之间
,

云南
、

广西与越南
、

老挝之间
,

其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将形成若干经济圈
。

( 9) 有的经济圈还

可能超越空间而形成
,

例如并不与外国接壤的宁夏
,

提出了利用伊斯兰文化纽带开辟内陆经

济特区的构想
。

以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

上述经济圈的发育程度大不相同
,

有的已经 比较成熟
,

举世瞩目
;
有的只是初露端倪

,

略

见雏形
,

但是其发展趋势明显
,

其形成气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

预计到本世纪末
,

它们都

将脱颖而出
。

这些经济圈的形态与内容是多姿多彩的
。

中外双方在经济圈内既有水平式的互

补关系
,

又有垂直式的互补关系 (中国在上位或外国在上位两者都有 )
。

不论何种情况
,

在每

一个经济圈内
,

我方不仅应该
、

而且能够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挥主导作用
。

因为在每一个

经济圈内
,

我国尽管是局部地区直接参加
,

但是该局部地区是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巨大的经济

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后盾的
,

它们可以得到内地省份
、

其他地 区和 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援
。

中华

民族的这一优势是谁也比不上的
。

中国文化传统对于海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源远流长的巨大

影响
,

也是一个发挥潜在作用的因素
。

这些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
,

必将推动
“

东亚经济圈
”

或
“

亚太经济圈
”

的孕育与诞生
。

那

时
,

在东亚或亚太经济圈中
,

中国将不会处于软弱无能的
、

任人摆弄的地位
,

中国将发挥积

极的
、

主导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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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关于外向型经济的内涵

什么是外向型经济 ? 1 9 8 8年以来
,

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 了很多讨论
,

意见不尽一致
。

有

一种外来的观点影响很大
,

见于世界银行 《 1 9 8 7 年世界发展报告 》 :

根据贸易政策
,

而且主要

是根据对外销和内销的奖励办法
,

来区分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
,

把那些在奖励办法中对

外销和内销采取 歼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
”

的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
,

把那些在奖励办法中偏袒

内销岐视外销的经济称为内向型经济
。

我们认为
,

这种观点是狭义的
,

它仅执贸易一端而 已
。

我们提出
:

外向型经济是指
:

一国或一地区为了促进经济繁荣
,

实行对外开放
,

根据市

场经济规律
,

推动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 (资金
,

技术
,

劳务
,

原材料等 ) 实现跨国界的大规

模的双向流动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
。

这种经济形态
,

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为主

要特征
。

外向型经济还包括国际旅游业
。

建立一种经济形态
,

即便是局部地区的经济形态
,

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体制来保障它
。

所

以
,

我国发展外 向型经济的过程
,

也是逐步扩大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

此外
,

研究报告还指出
:

科学技术应该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火车头
,

它牵引我国外向

型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

由低层次向高层次
、

由低效益向高效益发展
。

科学技术还应真接

进入外向型经济
,

成为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们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迅速而健康的

发展充满信心
,

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

我们相信
:

发展外向型经济
,

将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

带

来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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