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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子我国“行政区经济”丽思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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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行政区经济是我国特殊时期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与实戏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行政区经济的形成使

企业竞争中渗透了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不畅、行政区域间竞争具有一定的隐性

特征、行政区边界经济明显。有必要建立地区性资源共享机制，使各行政区域均能获利，从而促进区域间的

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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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如ct:Administrativeareaeconomyistheresultofthecombinationofregionaleconomictheoreticalresearchandprac-

ticeatspecialperiodofChina.Theinitiationofadministrativeareaeconomymakesenterprisecompetitionhavestrongfocal

governmentbehaviors，makesproductionfactorsnotfreelyflow，makesthecompetitionbetweenareashavehiddencharac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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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smtomakeeachadministrativeareaobtainbenefitsothatdifferentregionscancooperatewitheachotherandregionalcoordi-

nateddevelopmentcanbe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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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

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

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

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

的行政区经济，已成为制约跨省经济圈经济发展的
瓶颈因素。如何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处理好行政

区经济发展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行政区经济”本质及特征

    行政区经济是我国特殊时期区域经济理论研究

与实践发展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华东

师大刘君德教授通过分析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
提出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

发展实际上是属于“行政区经济”的论点。

    1，“行政区经济”概念和本质

  _，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
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

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
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

    按照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律，区域间应该突破行

政区划束缚，呈现一体化发展格局。然而事实上，在

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

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

行政区经济表现为区域间市场的流通、体制、技术

等的障碍，区域经济往往呈现以区域为边界的割据

状态，突出表现为区域间的不良竞争。从竞争原理

上看，区域竞争就是通过自身努力来达到对有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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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占取。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
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

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

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
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

济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

    2.“行政区经济”的特征

    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

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

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
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

紊乱。

    (1)企业竞争中渗透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生产领域中引人了企业的

竞争机制，企业开始向独立的利益主体转变。然而

在我国，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企关系尚未真正分

离，企业并非是独立的经营者，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直接干涉来影响企业竞
争，致使企业竞争实际上成为一种地方政府的横向

竞争。在政府纵向的行政隶属关系中，每一个地方

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相关政策或规定的同时，从自

身利益出发，努力创造自己更大的发展余地，追求自

身发展目标，而通常的做法是行政直接干预企业的发

展，竟相发展税高利大的产业，且实施一定的保护措
施。这种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

领域中，造成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的发展态势，破坏了

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严重制约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2)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不畅。各种生产要
素的跨行政区流动和重组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本

质要求。在行政区经济运行状态下，纵向联系相对

密切，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在行政区之间的纵

向流动;而行政区之间横向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矛盾

和冲突，限制着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要素横向流动
不甚畅通。

    (3)行政区域间竞争具有一定的隐性特征。行

政区域间的竞争不像企业竞争那样直接表现为对市

场和顾客的争夺，而是存在一定的隐性特征。这是

因为区域和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不同，竞争规则也

不一样。企业竞争有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情况;一

般地，区域竞争不存在垄断。企业竞争的规则允许

企业相互之间的攻击，采用价格方式或技术封锁，把
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区域间的竞争不会出现这种情

况，通常不存在某个城市退出市场而消亡的情况。

    (4)行政区边界经济明显。一方面，按照空间相

互作用原理，边界地区处于区域中心有效辐射的边

缘地带，往往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衰竭带;另一方面，

区域间为了资源(如大型的旅游资源地带)的归属常

常导致一些不良竞争，致使资源配置不合理，双方都

得不到利益，使其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边缘。同时，

边界矛盾和摩擦较为突出，使行政边界地区成为中

国行政区经济的“重灾区”。

    二、“行政区经济”竞合行为的博弈分析

    行政区经济的产生从本质上来看可以归结为区

域与区域之间的行政行为，而这其中的行为可以用

一个简单的博弈来分析。

    1.从博弃论角度看行政区之间的竞合行为

    假设行政区域间经济关系是竞争和合作的关

系，在此只考察大区域内两个区域的经济关系，可以

利用一个两人博弈模型进行简单的分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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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两区城博弃模型

    假定每个区域均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均希望

在区际经济交往中扩张其区域利益，强化竞争优势。

每个区域都明确自己的处境和面临的选择，如果两

区域进行合作，如建立某种产品的市场分割协定，则
可谋求共同成长和发展;如果一个区域采取合作策

略，而另一个区域采取不合作策略，则非合作方将获

得更多的收益;如果两区域均不合作，竞争极易导致

两败俱伤，造成双方均无收益乃至负收益.我们以

无得益的情况进行分析，设一方所得等于另一方所

失，并将得益以2表示，无得益以0表示，得益损失
以一2表示。

    显然，对两区域来说，双方的最佳结果是区域合
作。然而，在两区域现实的经济往来过程中，对每一

区域都有利的却是采取不合作的策略，这恰恰是行政

区经济产生的原因。当一个区域采取竞争对策时，无

论另一区域采取何种策略，其得益均不会低于另一个

区域之得益。因此，以完全理性为前提的区域经济关

系按市场法则所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经济的(0，。)。
它同时也说明，在区域经济关系中，使双方均能受益

的是区域合作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区域协调发展，而

这一协调发展的策略需要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介人。

    2.“行政区经济”竞合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区域合作中，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行为

主体利益导向的多重化，区域合作的目标是区域的

共同利益、区域本位利益等多种利益关系的函数。

这些利益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单一利益目标主体
的独立性，乃至多重利益目标的对抗性。行政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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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博弈到底是走向合作还是竞争，主要取决于合

作能否创造额外价值。预期创造的价值越高，不同

的参与者就越能选择合作，而不是竞争。如果预期

创造的价值不多，不同参与者就会考虑竞争策略，哪

怕形成报复性的恶性循环也在所不惜。

    三、构建地区性资源共享机制

    有必要建立地区性资源共享机制，使各行政区

域均能获利，从而促进区域间的合作，达到区域协调

发展。

    共享是人类的理想，但资源共享不会自动实现。

人们的常识表明:一个合理的共享体系，不能建立在

无私奉献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外力强迫的

基础之上，而要建立在合理的、内在的动力之上。

    从经济学看，地区性资源共享是对区域公用性

资源与独有性资源的经济效率的选择的问题，即资

源如何分配，又如何利用，使得双方都能受益。借用

经济学理论，如果一个区域认为排他性地使用资源

比共享资源获益更大时，那么该区域可能寻求资源
使用的独有权，否则需要寻求有效的共享途径。可

见，是否与地区内其他区域共享资源的决策依赖于

放弃独有资源的预期利益是否大于成本。因此，如

果区域性资源共享能够使双方付出的共享成本和损

失小于共享后所得到的利益，那么两区域就能够合

作，原来的资源独有方将因共享而有利可图，而资源

共享的另一区域也会从共享中得到收益的增加，区

域之间得到协调发展。

    资源的存在就是为了利用，与其固守资源又不

能有效开发而让其失去价值，不如把它共享出来产

生更大的效益。只有让资源走向共享，其作为财产

的资源产权才能转变成财富。由此可见，当区域之

间存在竞争时，区域之间的协作关系会使得各区域
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所有参与区域资源共享的区

域都能够获得收益，有选择地与竞争对手进行合作

和共享资源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促进区域的

协调发展。

    1.构筑区域协作网

    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组织

区域经济运行时不应该只局限于某个行政区管辖范

围，而应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更大的经济联系空间

范围内，按经济区网络合理组织区域经济运行，大力

培育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区经济，从而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

    加强区域经济协作，构筑区域协作网，共同拓展
资本市场，可以采取以下途径:一是大力发展相邻区

域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区域外围区域

扩展，实现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合理有效利用;

二是促进产业结构互补性调整，盘活各经济行业存

量资本，扬长避短，共同提高区域竞争力;三是推动

区域间经贸及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类市场中心的

形成;四是共同协作治理环境，对流域和区域环境项

目共同投资或分工协作，相互监督，改善区域各城市

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五是推动城市人才、信息交流，

特别是区域内和相邻区域人才、信息交流，实现城市

间人才、信息等资源的互补和共享。
    2.优化区域整合模式

    资源共享机制的运行要求有合适的区域整合模

式。要选择合适的整合指标，使其能够很好地反映

地区的经济社会整合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应该因

行业、地区资源的不同进行整合，关键是找到资源共

享的核心模块，分析哪些资源可共用、哪些资源可

以从内部扩展到外部、哪些资源需要重建，明确所共

享的资源是否可以通过交叉方式进行资源整合。在

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区域市

场发展等方面进行整合与优化，提高区域与区域间

的整体竞争力。

    3.构建区域资源整合的文化底蕴

    区域的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十分广泛，包

括土地、资本、人才、教育、科技、产业、市场、生态环

境、区域形象、管理制度等。其中绝大部分资源(行

政区之间)是稀缺的，而且某个区域在某方面资源的

增加是以其他区域的减少为条件的。区域对资源的

竞争实质上是对生产要素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其他

稀缺资源的竞争，而竞争的过程受文化因素的影响。

因此，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培育有特色的地区文化，以

浓厚的区域文化底蕴来联系行政区之间的往来与合

作，从而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城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冯云廷.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3」陈满湘，刘君德，张玉枝.论我国城市边缘区行政管理体
    制的区城整合[J〕.经济地理，2000(2).

〔4」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
    版社，2003.

〔5〕吴锐，熊曦.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的信息化战略研究〔J〕.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133一135.

〔6〕柳思维，李陈华.第五届东能亚经济与管理合作论坛观点
    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6(7):117一118.

(贵任编校:夏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