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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视域下的“两型”区域经济发展 

瞿理铜１，高　升２

（１．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６；２．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　要：“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能推动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抢占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制
高点。在区域创新理论指导下，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出“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具体对策，即：创新“两型”区域经济发展

思路，构建“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体系，继续推动“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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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内涵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如长江三角洲地

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成渝经济区、中

部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占据了中国经济

总量的绝大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但是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和重复

性也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创新，构建“两型”区域经

济体系，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央和各

省市关注的重点问题。“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

是指区域通过立足自身优势，深化各领域改革创

新，构建系统、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区域经济

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发展。从而现实促进区域

经济 “两型”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１］

在区域创新理论指导下的“两型”区域经济发

展与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１）目
标不同。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目标主要是通

过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两型”

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目标是通过构建系统、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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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体系，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降低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减轻对环境的污

染，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质的提升。（２）重点不同。
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创新重点是农业、工业等产业技

术创新，“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重点是区域机制

创新。（３）措施不同。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创新主要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产业规模。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是在依靠科技创新的同

时，重视深化区域机制改革创新，构建系统、完善的

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作用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就

是要摈弃传统的主要依赖资源投入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方式，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劳动力素质提

高和管理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１．推动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 “两型”

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到

集约的根本转变，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

的紧迫任务。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之间是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创新区域经济机制，

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区域经

济健康发展。

２．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两型”区域经
济发展创新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战略，这已成

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反思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可持续发展对传统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质疑，是现代

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上的创新。区域通过制度创

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防止生态失

衡和环境恶化，巩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２－３］

３．抢占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制高点。后金融危
机时期，区域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要想在未来区

域经济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必须通过不断改革和

创新，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机制和技术

体系。“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有利于区域立足

自身优势，完善机制，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培植区域

优势产业，抢占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制高点。［４］

　　三　我国“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实践

（一）我国“两型”区域经济发展概况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和武
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

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省经

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

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４０公里，结构紧
凑。人均水资源拥有量２０６９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５４．７％，具备较强的环境承载能力，是我国京广经济
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接合部，区位和

交通条件优越。２００９年，长株潭城市群 ＧＤＰ总量
达５５０９．０４亿元，为２００５年的１．７４倍，比全省平均
水平高１．０个百分点；占全省 ＧＤＰ总量由２００５年
的４０．６％上升至４２．２％，上升了１．６个百分点。在总
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也有明显改善：

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由２００５年的８．９∶４５．３∶４５．８调
整为２００９年的６．８∶５１．６∶４１．６，第一产业占比下降
２．１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提高６．３个百分点，４年
中第二产业占比年均提高近１．６个百分点。［５］

武汉城市圈，又称“１＋８”城市圈，是指以武汉
为圆心，由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

门、潜江８个周边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２００９年，
武汉城市圈ＧＤＰ总量达７９５６．６０亿元，占湖北省的
６２％；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２９２２．７４亿元，占全省的
６１．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５１７７．４４亿元，占全省
的６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７２９．１５亿元，占全省
的６２．９％；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４４５．８６亿元，占全
省的５４．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５０５７元，为
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０４．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５１９１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０３．１％。［６］

（二）“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实践

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开展“两型社会”

建设，以期通过试验区机制改革创新、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等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减少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能源的消耗，减轻经济社会

发展对环境的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

全国“两型社会”建设探索新路子。

试验区在“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方面做了

一系列探索。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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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改革建设，基本形成了有利于“两型”区域

经济发展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土地管理改革

取得了重要进展，如长沙市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取得

突破，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实现了农村土地由农民自发交
易向在市级土地流转交易平台进行集中交易，农村

土地流转交易正式启动，首批 ９宗农村土地成交。
二是资源节约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建立了能源管

理制度体系，重点单位的节能管理机制初步建立。

三是环境保护改革取得成效。制定实施了试验区

环境经济政策，准备着手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四

是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不断充

实，小额贷款公司陆续开业，大力推进设立村镇银

行，积极拓展金融服务领域。五是城乡统筹更加协

调。积极开展了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试点，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部分地区实现了

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

　　四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对策

经过三年“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我国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要认

识到，我国“两型”区域经济建设还不成熟，“两型”

产业、“两型”消费、“两型”体制等方面的建设还刚

刚起步。需要按照区域创新理论的要求，进一步推

动“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

（一）创新“两型”区域经济发展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抛

弃以资源高消耗和污染物高排放换来的经济高速

增长模式。政府应该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发展，及时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和技术结构，谋划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发展模式；适时调整财税、金

融政策，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区域内环境容

量分布情况，统筹区域内产业布局，促进“两型”区

域经济发展；坚持面向世界，面向市场，敢于竞争，

善于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和壮大区域经济。

（二）构建“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体系

１．培育“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主体。
积极引导企业在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环节渗透

“两型”理念；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积极开展

“两型”技术研究；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在“两型”科技研发中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产学研一

体化、互补互动的“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

主体。

２．建立“两型”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支撑服务体
系。多渠道开展“两型”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和

咨询、技术承包、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促进“两型”

技术转让的市场化；构建风险投资市场，发展各类

投资公司，加大企业在“两型”技术创新中的风险投

资，完善投融资市场机制，加大科技创新财政金融

支持，壮大信用担保机构，提供企业“两型”技术创

新融资担保。

（三）推动“两型”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创新

“两型”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重点在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投融资、财税、土地管理等领域开

展改革创新。资源节约方面，探索建立区域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完善产权制度，对水资源、森林资源进

行产权确认，并建立资源产权交易市场，用经济手

段来调节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方面，完善区域内生

态补偿机制，积极开展 ＣＯ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
排污权交易；财税方面，建立跨区域统一的财税经

济区，协调区域之间财税利益；土地管理方面，探索

跨区域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加快农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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