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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然： 

我先介绍一下经济蓝皮书的一些情况。经济蓝皮

书现在已经是第七本书了，经济蓝皮书坚持学术性与大

众化相结合的原则，连续几年获评出版社最畅销的书。

我们统计了一下蓝皮书副标题的词频，2012年我们首次

提结构性减速，我们也应该是国内最快、最早提的，

“转型”提了3次，“区域”提了2次，“结构”提了2

次，“经济增长”提了2次，“十二五”、“十三五”

也就是规划方面提了2次，“TFP”和“创新”提了2次。 

这是我们新一代夏季号，最开始是叫宏观经济蓝

皮书。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首次提出结构性减速与区域

转型发展升级，之后基本上一直还是提结构性减速的问

题。2013年，我们获得了皮书三等奖，总报告一等奖。

2014年的时候我们更名为《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

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年的总报告获一等奖。2015年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在所有大概300多种皮书中排

第14名，在经济类排名是第8名，比所谓最好的蓝皮书

《经济蓝皮书：秋季号》低了0.5分，这主要是因为我

们在宣发上弱一些，而在内容上我们差不多。2015年经

济蓝皮书子报告《宏观经济紧缩的财政制度基础》获第

七届优秀皮书报告二等奖。这些是我们蓝皮书的基本情

况。 

今年经济蓝皮书结构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总报告，第

二部分是宏观经济专题，第三部分是区域发展前景。 

然后再简单介绍一下区域发展的情况。我从三方

面简单说一下：第一是从30个省区市的发展前景指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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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区域发展的情况，这个我们书里面也有体现；第二是通过264个地级市的

TFP相关分析来说区域发展情况；第三是通过7月份发布的周期论坛上的35个大

中城市的城市生活质量来说我们区域发展情况。 

城市发展前景指数方面，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发展的前景指数提升速度要低

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发展前景综

合得分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除了发展前景方面西部改善优于东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人民生活西部改善优于中部和东部外，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和

政府效率几方面均是东部地区改善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发展前景及各一级指

标分级来看，基本按东部、中部、西部省区市的顺序分布在第一、二、三、四

和五级。我们认为区域分化加剧。东部区域增长表现较好的省份产业转型相对

成功，主要是通过调整消费结构实现了一定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高端制造业

和服务业发展，同时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逐渐显现出来。而中部尤其是西部

地区增长分化较为严重，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的产业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支持。

东北三省及山西、河北等因长期积累的产业和经济结构问题，面临旧有产业产

能严重过剩，增长下跌过快。 

我们简单说一下264个地级市的TFP分析，首先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城

市TFP贡献率都在下降。全国、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

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东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成极弱的负相关性。

技术进步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小，而近些年来东部地区TFP增长对

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全国GDP增长率趋势值与劳动增长率趋势值高度正相关。

但是近年来东部地区城市的潜在增长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城市GDP增长

趋势已经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和劳动增长趋势显著负相关。 

我们根据七月份周期论坛上发布的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调查和客观数

据得到结论。客观经济指标反映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增长大体从高到

低的发展顺序。而主观调查总体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

相反，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发达地区城市的高人口聚集带

来的高成本、高房价以及环境问题降低了人们的主观预期和满意度。高成本、

高房价、环境问题，以及超大城市的限制人口政策一直在人为限制城市人口，

但不能阻挡人们从各地涌入超大和大城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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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因为区域问题其实挺重要的，起码隐含了现在三个重要东西，第一，产业

结构调整导致了区域的分化；第二，在分化过程中，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

产率进行评判的话，这种差距比单纯用GDP评判得出的下降结论更为严重，这也

说明区域分化是产业结构更深层的问题；第三，区域的分化导致了国内不均衡

程度的加深。这些问题也使得我们思考区域政策到底是什么？是应该哪弱资助

哪，还是应该更合理地进行新的产业布局，这也是现在问题的关键。中国过去

讲区域产业转移，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一下区域分工的问题，也有人提出

关于区域更集中化的讨论。区域问题的三个特征未来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