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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海西扮演什么角色
两岸全面直接 “三通 ”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优势、地

位与作用的影响而言 , 可以归结为两个效应 一个是全

面 “三通 ”带来的“替代效应 ”, 一个是直接 “三通 ”带

来的 “增长效应 ”。总体而言 , 在两岸全面直接 “三通 ”

与经贸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的新形势下 增长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 ,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对台优势必将得以进一步发挥 , 对台作用的潜力

可以进一步开发。

所谓 “替代效应 ”, 就是指由于两岸全面 “三通 ”, 大陆其他省

市得以获得两岸直接交流的权力与机会 , 两岸交流将有更多的直接

管道 , 海峡西岸经济区 “试点直航 ”与 “小三通 ”在两岸交流中的

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但这种基于 “分流 ”而产生的替

代效益是有限的 , 因为在没有全面直接 “三通 ”的现况下 基于交

流的需要与当地的综合性竞争优势 台湾早已与大陆各地展开了广

泛的交流与合作 ,并非高度集中于海峡西岸经济区地区 在人员、贸

易、投资往来方面 , 基本上都是通过第三地间接实现的 , 也并非高

度依赖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试点直航 ”与“小三通 ”直接管道。事

实上 , 由于政策限制 ,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试点直航 ”与 “小三通 ”

的潜力特别是人员、货物往来方面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所谓“增长效应 ”,是指海峡西岸经济区在两岸交流中的地位与

作用将随着两岸直接 “三通 ”而得到提升。首先 , 两岸直接 “三通 ”

与经贸关系正常化意味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优势发挥的一个制约

因素得以消除 ,对台交流与合作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局面。其次 ,两

岸直接 “三通 ”与经贸关系正常化意味着 “试点直航 ”与 “小三通 ”

政策限制被解除 海峡西岸经济区 “试点直航 ”与 “小三通 ”的潜

力得以进一步发挥 ,规模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此外 ,两岸直接“三

通 ”与经贸关系正常化意味着闽台之间将开通更多的直接双向交流

管道 , 双向交流的规模、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因直接交流管道的增加

与经贸政策松绑而得到提升。

总之 ,随着两岸全面直接“三通 ”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海

峡西岸经济区的 “试点直航 ”与 “小三通 ”这一直接交流的管道在

两岸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可能会相对下降 ,但“试点直航 ”

与 “小三通 ”的绝对规模水平必将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 随着海

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经济网络不畅与经济腹地狭小的

弊端逐步克服 在制约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优势发挥的诸因素逐步

解除之后 , 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作用的潜力必将得以进一步发挥 ,

对台交流与合作必将在更大的规模与更高的层次上得以展开。

两岸经贸一体化先行先试方面 可在海峡西岸经济区设立 “两
岸经贸一体化先行试验区”,赋予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 在包括两岸

产业合作对接、两岸经贸自由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等内容广泛的领

域先行先试 , 积极促成 “海峡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心

贝就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海西经济区应实施增长极战略
峡西岸经济区的范围比较大 ,准确地说是一个合作区和

规划区 , 不可能同时快速发展 , 只能选取范围很小的一

块区域到两块区域 ,给予重点培育 ,使之成为世人瞩目

的焦点 , 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的经济要素 成为一个能

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

我建议海峡西岸经济区也应实施增长极战略 , 通过完善基础设

施和体制创新 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 吸引台商和其他地区以及其

他国家的投资者来区内投资。

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崭新形态 , 城市群是一个具有紧密内部结构

的有机体 ,具有单个城币所无法比拟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优势 ,是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所当然的“核心区 ”, 因而在经济区建设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必须把通过海峡西岸

城市群发展构筑经济一体化的新平台、打造区域经济增长的“航母 ”

作为首要环节。

换一个角度来讲 , 要把海峡西岸城市群的构筑、发展与建设海

峡西岸经济区紧密联系起来 , 促进这一区域经济实力的提高 , 并通

过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 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

海峡西岸城市群比起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数量比较少 , 城市规

模比较小 , 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也不大 当然 对台湾的影响也比

较小。海峡西岸经济区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区内城市群

的空间聚合状态、中心城市的定位、各城市群及其内部的分工与合

作。只有城市群中各城市的联系加强、实力提高和影响扩大 , 不仅

可影响带动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也能够对台湾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 城市群的范围将不断扩大。

针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 今后应提高与台湾经济对接

的能力以及参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分工协作的能力 , 加强东

南沿海地区的区域合作 , 使海峡西岸积极主动接受二者的辐射 , 聚

集发展所需的要素 , 壮大经济实力。通过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对接 ,

实现东南经济板块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 整体提高海峡

西岸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福建省应加强与浙江省温州、台州、金华 , 广东省汕头市和江

西省与福建毗邻地区的合作。推进专业市场建设与产业集群发展 ,

建设区域共同市场 打破地区封锁 ,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的无障碍流动。加快推进与周边地区间的铁路、高速公路等干

线通道和能源建设项目的对接 , 使福建港口成为周边地区的出海便

捷通道。建立健全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整体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

协作机制和扶持机制 , 促进产业跨区域对接和协作配套 , 在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扶持 , 促进特色资源

开发和特色经济发展 , 加强山海联动 , 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整体优

势共同对接台湾。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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