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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水平以城镇常住人口计算,以非农人口计算为 20. 3%。

2)城市化水平是以 /五普 0城镇常住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关系的推算值,若以非农人口计算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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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协调机制在不同类型地域和一种类型地域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始兴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

区生态县, 工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在此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协调问题主要表现在 :与外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

距拉大, 工业化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已开始凸现, 县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能力较低, 区域协调机制不健

全等。由此对始兴县的区域协调机制进行建构: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区域协调机构;加大纵向和横向政府财政转移

支付的力度; 加强与相邻相关地区的协调; 实施区域空间管治协调,保护城乡生态环境; 科学合理选择产业, 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 全县推行绿色 GDP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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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兴县地处粤北山区, 也是粤赣边区, 总人口

25万人,有林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85%, 森林覆

盖率 76. 3%, 居全省之首; 是广东省第一个生态建

设示范县,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和争创全

国 /三绿工程 0示范县,
[ 1]

2003年末人均 GDP达到

793美元。

2000年末, 始兴县的城镇化水平为 35. 5%
1)
,

2003年的城镇化水平为 38. 5%
2)
, 综合城镇化水平

为 30. 3% (以非农人口计与以城镇人口计的城市化

率的平均值 )。参照世界发展模型 ) ) ) 工业化与城
市化阶段性对应关系

3)
, 可以看出,目前始兴县正处

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末期 (接近人均 GDP 800美元

门槛 ), 已达到了城镇化的加速阶段的临界点 (城镇

化率为 30% ), 正在向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迈进。

区域协调是区域内部的和谐及与区域外部的共

生
[ 2]
。区域协调机制在不同类型地域和一种类型地

域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始兴县作为粤北的

一个典型的山区生态县,工业化的步伐将越来越快,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会存在哪些主要矛盾和问题?

应如何针对这种类型区域构建协调机制? 是本文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区域协调问题的实证研究

1. 1 始兴县与外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测度和分析

地区差异是否保持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成为

衡量区域经济是否协调发展的四个标准之一
[ 3]
。测

度地区差距最好的指标是人均 GDP和 GDP
[ 4]
。本

文采用的测算方法主要是静态时间差、区域经济区

位商等, 分析不同层次区域的绝对和相对差距的大

小及其变动趋势, 以探求其演变的一般规律性。而

区域的选择则采用分层定位,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法,



主要测度始兴县与外部不同层次区域的差距表现。

1. 1. 1 绝对差距分析
1. 始兴县与广东省和珠三角的差距

1990年广东省的人均 GDP是始兴县的 1. 5倍;

到了 2003年, 全省的人均 GDP上升到始兴县的 3

倍
1)
。可见,始兴县与全省的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在

加大。同时,始兴县位于粤北山区。粤北山区土地

面积占全省的 65. 3% , 人口占全省的 40. 4% , 2002

年的 GDP为 1 996亿元, 占全省 GDP总量 15 988亿

元的 14. 3%,而珠三角土地面积占全省的 23%, 当

年的 GDP为 9 419亿元, 占到了全省的 67. 3% , 东

西两翼的 GDP则合占全省的 18. 4% (图 1)。可见

珠三角是广东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粤北山区在经济

总量上与珠三角有较大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在不断

的扩大。珠三角的 GDP占全省的比重由 1995年的

61. 8% 上升到 2002年的 67. 3%, 而同期山区的

GDP占全省的比重则由 17%下降到 14. 3%。因此,

广东省的地区差距主要体现在粤北山区及东西两翼

与珠三角的巨大地带性差距上, 而始兴县则处于广

东省地带性差距的最 /低端 0) ) ) 粤北山区里。

图 1 广东省珠三角、山区和东西两翼占全省 GDP的比重

F ig. 1 The propo rtion of the GDP of Zhu jiang R iver De lta,

m ounta in area and east and west w ings of

Guangdong P rov ince

注:根据《广东年鉴 ( 1996~ 2003)》整理计算

2. 区域差距的静态时间差

1)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 ( 1990, 2003)》整理计算。

2)T = ln( Y ( 1)
1 /Y( 0)

1 ) / ln ( 1+ i )。式中, T 为静态时间差, Y ( 0)
t 为发达地区第 t年的人均 GDP, Y ( 0)

1 为第 t年欠发达地区人均 GDP的值, i为欠发

达地区当年的人均 GDP增长速度 (实际计算中一般将 t选为一个五年计划期末的年份, i为该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

3)Q
i
= ym /p i。式中, Q

i
为第 i个地区 (或县份 )的区域经济区位商, y

i
和 p

i
分别为该地区 (县份 ) GDP和人口占全区 (全市 )的比重。

所谓区域静态时间差是指,假设相对发达地区

保持现有的经济水平不增长, 而不发达地区则以现

有的速度赶上发达地区现有的水平所需要的时

间
[ 5]
。通过静态时间差公式

2)
, 可以计算出不同时

期始兴县及周边的仁化、南雄、曲江、翁源等县 (市 )

与作为相对发达地区的韶关市区的发展的时间差,

能够定性描述始兴县与周边县 (市 )的落后程度。

分别选取 1980 ~ 1985年、1990 ~ 1995年、1998 ~

2003年三个时段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来求平均速

度,再通过平均速度来计算 1985、1995和 2003年始

兴县及周边县 (市 )与韶关市区相应年的人均 GDP

的静态时间差 (表 1)。

表 1 始兴县及周边县 (市 )与韶关市区的发展

的静态时间差 (年 )

T able 1 Com pa rison the d ifference of sta tic deve lopm ental

tim e w ith the urban area of Shaoguan city, Shix ing

county and ad jo in t and relevant areas

年 始兴县 仁化县 曲江县 南雄市 翁源县

1985年 19. 18 8. 46 5. 51 6. 99 4. 50

1995年 5. 64 3. 15 3. 47 5. 32 5. 01

2003年 10. 86 7. 46 13. 26 8. 69 14. 05

  与韶关市区相比,在上述 3 a,始兴县及周边县

(市 )的静态时间差均为正值,在 1985、1995和 2003

年 3 a,始兴县与周边的县 (市 )均落后于韶关市区

的发展水平。始兴县在这 3 a的静态时间差分别为

19. 18 a、5. 64 a和 10. 86 a, 经历了先大幅度的缩小

又扩大的过程。虽然 2003年的水平要低于 1985

年,但即使韶关市区保持 2003年的水平不发展, 而

始兴县以 1998~ 2003年期间的平均速度发展,要赶

上韶关市区还需要近 11 a。

从各年来看, 在 1985年和 1995年, 始兴县与韶

关市区的差距均大于周边四个县 (市 ) , 且 1985年

始兴县的静态时间差 ( 19. 18 a)是该年最低的翁源

的静态时间差 ( 4. 5 a)的 4. 3倍。2003年,翁源和曲

江的静态时间差 ( 14. 05 a和 13. 26 a)分别高于了始

兴县 3. 2 a和 2. 4 a,但始兴县的静态时间差仍分别

高于南雄和仁化 2. 2 a和 3. 4 a,处在周边县 (市 )的

中间水平。

1. 1. 2相对差距分析

1. 区域经济区位商

区位经济区位商 (Q i )是指某地区 GDP占整个

大区的比重与该地区人口数占整个大区的比重之比

值
3)
。Q i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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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平越高;反之,说明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

对水平越低
[ 5]
。假设 q表示整个大区区域经济区位

商的平均值,那么, 当 Q i> q时, 第 i个地区可视为

经济较发达地区; 当 Q i< q时,第 i个地区可视为经

济相对落后地区。

表 2 1978、1990、1998和 2003年各县 (市 )的区域经济区位商

Table 2 Reg ional econom ic quo tient o f eve ry county ( city) in 1978, 1990, 1998 and 2003

年 曲江县 仁化县 乳源县 南雄市 始兴县 乐昌市 翁源县 新丰县 市区 全市平均 1 全市平均 2

1978年 0. 613 0. 820 1. 030 0. 512 0. 946 0. 956 0. 568 0. 544 2. 823 0. 979 0. 748

1990年 0. 728 0. 849 0. 587 0. 811 0. 784 0. 698 0. 600 0. 466 2. 745 0. 919 0. 690

1998年 0. 945 0. 959 0. 630 0. 716 0. 697 0. 600 0. 592 0. 592 2. 480 0. 913 0. 717

2003年 0. 843 1. 032 0. 731 0. 668 0. 673 0. 557 0. 533 0. 607 2. 600 0. 916 0. 706

  注:全市平均 1为含市区的 Qi值平均,全市平均 2为不含市区的 Q i值平均

  表 2为计算出的 1978、1990、1998和 2003年各

县 (市 )的区域经济区位商和含市区及不含市区两

种 Q i的平均值。可以看出,由于市区在区域经济区

位商中的 /放大0作用, 4 a里, 除市区外各县 (市 )的

区域经济区位商绝大部分低于各年的全市平均值,

仅有仁化在 1998年和 2003年, 曲江在 1998年高于

本年度的全市平均值。剔除市区这一个特殊样本,

则可以发现,仁化县 /一支独秀 0, 在四个年度均可
以列入较发达地区,曲江则在 1990年以来成为较发

达地区;始兴和乐昌只在 1978和 1990年可列入较

发达地区,两县在 1998和 2003年又进入相对落后

地区行列;南雄曾经在 1990年成为较发达地区, 乳

源则是 2003年的 /新秀0,跨入较发达地区行列; 翁

源和新丰县则一直是相对落后地区。

通过计算出始兴县及周边四县区域经济区位商

与各年不含市区的全市平均值的差值 (图 2) , 发现

始兴县与全市平均值之差值在不断减小, 1998年和

2003年变为负值,说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不

断降低,翁源县自 1990年以来也有类似的情形; 而

仁化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却级级攀升;曲江县自

1990年以来的区域经济区位商与全市平均值之差

虽有波动,但均为正值,在全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

上。南雄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除了 1990年外, 都

在全市平均水平之下,且 2003年在全市的区域经济

地位比 1998年降低了。

通过以上分析, 进一步说明始兴县与周边县

(市 )的经济地位相比, 1978年始兴也曾经辉煌过,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周边四县 (市 )。

此后,仁化和曲江在 /崛起 0, 始兴、南雄、翁源的区

域地位在不断下降,翁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幅度最大。

1. 2 始兴县与外部区域城市化与社会发展差距的
测度和分析

区际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上,

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限于篇幅, 本文只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水平与职工年人均工资水

平两个指标来测度和分析始兴县与外部区域的差距

及其变化。

图 2 始兴县及周边县 (市 )区域经济区位商与全市平均

(不含市区 )之差

F ig. 2 Com pa rison the average c ities '( not inc lude the

urban area) reg iona l econom ic quotient w ith Sh ix ing

County and ad jo in t areas

图 3 始兴县与周边县 (市 )城镇化进程动态比较

F ig. 3 Dynam ic compar ison be tw een Sh ix ing Coun ty s'

urban ization process and tha t of surround ing coun ties ( c 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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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一致

性
[ 6]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关系

在上世纪 80年代被建立。1982年,周一星采用 137

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相关

分析,得出了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

数成正比的关系式
[ 7]
, 即 x = 0. 4062 lgy - 0. 7583。

之后, 许学强用 151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回归, 也得出

了相同的结论
[ 8]
。

区域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 城市化反

过来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始兴县经济发展的

相对落后直接影响其城市化发展进程,始兴县与外

部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差距特征明显, 且有逐步加大

的趋势 (图 3)。通过对 1978 ~ 2003年始兴县与周

边县 (市 )城市化进程的动态比较分析发现,始兴县

城市化水平一直相对落后, 城市化速度明显低于曲

江县和翁源县, 稍高于南雄市。 1978年, 始兴县城

市化水平低于仁化县和曲江县, 略高于南雄市和翁

源县, 其与周边县 (市 )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为

3. 19个百分点。2003年其城市化水平仅略高于南

雄市,其与周边县 (市 )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

为 4. 71个百分点。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始兴县城市

化发展落后状态未有明显改善, 其与周边地区城市

化水平的差距在拉大。

1982~ 2002年,始兴县城市化进程曲线与韶关

市、广东省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始兴县与后二

者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图 4 )。

1982年,始兴县城市化水平落后于韶关市 10. 85个

百分点,落后于广东省 4. 17个百分点。至 2002年

则分别落后 14. 10个百分点和 14. 72个百分点。

收入水平是购买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决定

因素, 体现并反馈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1985~ 2003年,始兴县职工工资水平变化趋势与周

边县 (市、区 )大体保持一致, 但差距明显扩大 (图

图 4 始兴县与韶关市、广东省城镇化进程动态比较

F ig. 4 Dynam ic compar ison betw een Sh ix ing County s'

urban ization process and that of Shaoguan city,

Guangdong prov ince

5)。 1985年,始兴县职工工资水平与周边县 (市、

区 )平均水平相差只有 79. 8元, 位居所在区域第四

位。2003年始兴县职工年人均工资只有 9 095元,

位居倒数第一,与周边县 (市、区 )平均水平相差高

达 2 609. 8元。

图 5 始兴县与周边县 (市、区 )职工年人均工资变化比较

F ig. 5 Com pa rison between Shix ing County s' per cap ita l

sa lary chang ing and that o f surrounding counties

( c ities, districts)

从纵向动态比较来看, 1985年始兴县与韶关市

和广东省职工工资水平几乎处在同一水平, 均不到

2 000元。其后基本呈现出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 上

世纪 90年代初期以后, 始兴县与广东全省职工工资

平均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 进入 21世纪以后, 与韶

关市的平均水平也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 2002年

始兴职工年平均工资约为广东全省平均水平的

54. 6%和韶关市平均水平的 64. 3% ,始兴县与上层

次区域的纵向差距十分显著 (图 6)。其根本原因是

始兴县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相对较慢, 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 从而显著影响到县域财政收入和职工

工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近年来国家实施农业税减免

政策,始兴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县,其财政收入和部分

职工工资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另外国家由于宏观调

控的需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于民营经济基础薄

图 6 始兴县与韶关市、广东省职工年人均工资变化比较

F ig. 6 Com pa rison between Shix ing County s' per cap ita l

salary chang ing and that o f Shaoguan c ity,

Guangdong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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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始兴通过发展 /两头在外0的外向型经济来增

加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收入亦为不利。其四是因为

近年来始兴引进发展的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

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企业职工亦多为低技能

的一般劳工,工资收入水平有限。以上因素的综合

作用导致始兴县域职工工资水平持续走低, 与外界

的差距日益扩大。

1. 3 始兴县社会经济发展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矛盾及原因分析

区域协调问题主要体现在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

利益协调和区域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谐两个方

面。始兴县与周边相对发达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速

度与水平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时, 由于人口的较快增

长以及局部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

年来工业化的提速,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与

流域生态环境的矛盾已经开始凸现, 不利于始兴生

态示范县的顺利建设。主要表现在:

第一,环保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滞后,无法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始兴县域四周均为山地

和丘陵,适合大规模工农业发展的平原盆地主要分

布在中部河谷地带特别是县城小平原,这一特殊的

山区地理环境导致主要城镇都沿浈江及其支流墨

江、清化河、澄江河等而建, 尤其是以县城为中心的

墨江小平原上的工业和人口集中, 工业和人口的集

中客观上有利于规模化效益形成和污染物的集中统

一处理。但于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和经济起飞期

的始兴县而言, 其基础设施配套和环境整治的能力

特别是财政能力有限,从而引致其相关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明显滞后,目前全县只有一家小型污水

处理厂,其污水处理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大

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只能直接排放到河流中。

准备 2005年建成运行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首期日

处理能力只有 1 @ 10
4
,t而 2003年的废水排放量就

达到 660. 56 @ 10
4
,t亦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

1)来自始兴县 "十五 "环保规划

第二,部分产业选择和布局欠合理,对生态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始兴县工业产品主要包括竹木

加工制品、林产化工、生丝、水电、工业锅炉、机械纸、

水泥等,产业以传统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初

级和低端产业为主, 技术含量不高, 生产效率较低,

对当地经济带动作用不大, 部分产业如造纸、化工等

污染性强,且布局欠合理,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显著

不利影响。县城的东部工业区以造纸总厂、缫丝厂

等国有企业为主, 污水排放量较大,由于大部分工业

企业缺乏废水处理设施和集中污水处理厂, 污水不

经处理直接排入墨江, 严重污染水质, 使墨江真的成

了 /墨江0, 一到排污时间, 江水成了黑色, 并有泡

沫
1)
。该区同时位于墨江上游和县城的上风向, 已

经严重影响到了县城的生态环境质量,亦使始兴县

的部分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第三,以民营为主的小水电开发建设如火如荼,

虽然对当地水能资源开发、山区经济建设和政府财

政收入有积极贡献,但政府对其建设缺乏规划和严

格管理, 任由开发者为了短期利益乱挖、乱填、乱采、

乱选址,开发强度过大,工程设计不合理,严重影响

到流域生态廊道的连续畅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发

展,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由于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和反馈作用,

始兴县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亦会最终影响到山区水

资源的持续开发和充分利用。

第四,部分农业用地质量退化,局部区域水土生

态受损。县域地处南岭山区,中低产田地比重较大,

加之不合理地耕作制度和经营方式,重用轻养,以及

农业技术粗放等原因, 县域部分农地质量退化现象

较为严重。部分耕地由于不合理地调整种植结构和

产业结构,耕作层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特别是浈江

流域紫色页岩分布区垦殖过度, 水土流失严重,土壤

养分损失明显。大量的泥沙被雨水冲刷流入浈江,

逐年淤积导致浈江河床明显变浅,蓄洪泄洪能力大

大减弱, 对浈江流域特别是沿岸城镇的社会经济建

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始兴县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对流域生态环境影响

的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为: 随着发达地区新一轮部

分产业转移的兴起,以及始兴县自身产业发展和经

济建设条件的显著改善, 参照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一般规律性, 始兴县域工业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以

外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的工业化发展会越来越强

劲,始兴县将进入工业加速发展时期。始兴县的工

业化进程将可能对始兴县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构成

长时期的冲击。而不断加快的人口城镇化也会对工

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产生叠加效应, 可能使流

域生态环境产生恶化。

2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分析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涉及自然、经济、社会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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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组成的复杂工程,它具有复杂性、综合性以及

/自然 -人文 0互为耦合的特点。影响区域协调发
展的诸多因素常常相互交错, 综合影响区域协调发

展的能力以及系统演进的方向与速度。区域协调发

展能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

括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法规保障能力、技术支持能力、

经济财政支撑能力、决策管理能力、社会公众意识及

道德规范能力等多个方面。针对始兴实际, 本文重

点对始兴县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能力和区域协

调机制进行分析。

2. 1 始兴县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能力分析

2003年始兴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 3 954万

元,在全省仅排 61位, 是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不足 5 000万元的 14个县 (市 )之一
1)
。将韶关市

各县 (市 )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进行比较 (表 3), 始

兴县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在 9个县 (市 )中的第 8

位,是紧邻曲江县的 1 /5。而且,始兴县的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 88% ,也排在

第 6位。这主要是由于始兴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加之 2004年国家开始了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和省政

府实行减半征收农业税政策的影响。估计国家的出

口退税政策和将实行的全免农业税政策还会在将来

一段时期对始兴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加带来困

难。就始兴县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而言,

2003年为 5 494万元, 名列 9个县 (市 )的倒数第一

位。可见,始兴县从内外获得的收入都较少,意味着

始兴县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强, 特别是协

调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能力将受到很

大影响, 也可能形成与相邻和相关地区的差距进一

步拉大。因此,始兴县财政能力的弱小,将直接制约

缩小与外部区域的差距, 也将对建设现代生态县进

程产生严重阻碍。

1)来自 2004年始兴县政府工作报告

表 3 2003年韶关市各县 (市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情况

Table 3 The finance budget income in fo rm ation of every counties in Shaoguan in 2003

预算情况 曲江县 始兴县 仁化县 翁源县 乳源县 新丰县 乐昌市 南雄市 市区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万元 ) 19 943 3 954 6 940 4 886 8 280 3 313 8 098 7 312 8 0149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万元 ) 8 659 5 494 5 631 6 174 8 370 7 407 9 105 8 580 1 6576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 294 344 137 060 154 301 170 996 125 273 122 839 245 234 259 653 1 182 508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 6. 78% 2. 88% 4. 50% 2. 86% 6. 61% 2. 70% 3. 30% 2. 82% 6. 78%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位次 2 8 6 7 3 9 4 5 1

2. 2 区域城镇协调机制现状分析

广东省政府在缩小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差距方

面突出的政策措施体现在: 2001- 08,广东省出台了

/十五0重点专项计划《广东省山区开发 /十五 0计
划》

[ 9]
; 2002年,广东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 /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 0 [ 10]
;在省政府和市政府的推动下,

已举办了三届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山区经济技术合作

洽谈会 (简称山洽会 ), 力促珠三角向山区输出资

本;省级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促进和扶持山区发展的

政策, 如 2003- 03,省经贸委出台了《关于山区及东

西两翼与珠三角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等
[ 11]
。

但通过对始兴县及周边县 (市 )的考察, 从下层次区

域始兴县的角度来看,区域协调机制还存在一些不

健全。表现在:

第一,省政府没有建立专门的区域协调常设管

理机构,缺乏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估和监测。仅由

省有关部门用有限的权力去协调区域间错综复杂的

各方面问题, 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省政府

各部门在扶持山区发展的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第二,省政府财政转移的力度不够,且缺乏差别

性和针对性, 缺乏对山区县的生态建设的支持力度。

没有把山区的环境建设任务纳入有偿提供生态产品

的框架内,没有建立区域环境产品的补偿机制。

第三,省、市政府在促进产业向山区县转移的同

时,没有对山区县治理转移企业的污染治理给予相

应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推动。

第四,市政府对县际差距的扩大没有足够重视,

缺乏对落后地区的扶持振兴政策和计划。在引导各

县 (市 )间如何进行产业竞争与协作、开展流域的污

染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共享共建等方面,政策还有待

深入。

第五,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分割,县政府缺乏与周

边相邻和相关县 (市 )的协调与合作, 也缺乏区域协

调机制的引导。特别对始兴县与外部区域差距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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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对强化与周边县 (市 )的经济和环保合作上还

做得不够。

3 区域协调机制构建

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区域协调机制及其

高效的具体运作。区域协调机制构建包括协调目

标、协调内容、协调行为主体、协调手段和协调程

序
[ 3]
。在不同类型的区域和一种类型区域的不同经

济发展阶段其区域协调机制是不同的。以下就始兴

这种山区生态县进入工业大发展时期的区域协调机

制进行尝试性构建。

3. 1 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区域协调机构
始兴县的区域协调发展不只是单单始兴县政府

就可以解决的, 它更多的需要上层次的政府的强有

力的推动。为此需要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区域协调

机构。

就省政府而言, 要强有力地推动和实施全省的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0,则需要实体性的机构。如欧

盟专门成立了 /区域政策委员会0,将问题区域划分

为落后地区、衰退地区和某些农村地区, 设立 /欧洲

地区发展基金0, 颁布《单一欧洲法》和《马约》等法

规强化区域政策
[ 12]
。因此,建议省政府设立 /区域

协调管理办公室 0或 /山区开发办公室0这一实体性

常设执行机构,受省政府直接领导,业务上可由省发

展改革委员会指导,并设立专门的区域协调发展基

金,编制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颁

布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不定期发布区域协调实施行

动的进展报告,积极扶持落后地区的振兴。

就市政府而言,也应把区域经济的协调、平衡发

展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成立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 将

区域协调发展纳入政策制定视野; 或近期在市政府

的计划、经贸、财政、建设、交通、国土、规划、水利、环

保等部门强化区域协调的职能和任务,并作为考核

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近期应认真实施《大韶

关都市区发展规划》, 成立大韶关都市区发展委员

会,促进大韶关都市区内的始兴、乳源等的融合, 加

快推进大韶关都市区的一体化进程, 促进流域生态

环境的共保和区域性设施共建共享。远期根据区域

发展差距、环境保护、产业协调等的实际情况, 制定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

始兴县政府应充分发挥 /始兴县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建设办公室 0的作用, 增加对外协调的内容和

任务,将其作为始兴县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施机

构;并在计划、建设、国土、水利、环保等部门增加区

域协调的职能, 建立对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区域协调

工作的考核机制。

3. 2 加大纵向和横向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上级政府向山区生态县财政转移支付的初级目

标应定位为: 保障县级工资发放和政府机关的正常

运转。在此基础上, 上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转

移支付的力度,推动山区生态县道路、通讯、水电、环

保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调节和控制地区间的公共服

务水平的悬殊,尤其要大力支持发展基础教育事业,

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培训上大幅度增加投入。

上级政府还应建立区域环境产品的补偿机制。

在目前,可考虑由省政府牵头安排 /对口支持0的横

向转移支付形式。如由省政府推动的开展珠三角地

方政府在山区设立产业转移园区工作,应纳入区域

环境产品的补偿框架内来考虑, 在与珠三角地方政

府的税收分成上, 省政府可安排多给予山区政府, 也

作为一种 /对口支持0的横向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

当然,始兴县也要积极和善于不断抓住财政转

移支付的机遇, 做好能源、交通、生态、农田水利、旅

游扶贫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申报立项。

3. 3 加强与相邻相关地区的协调与合作

加强区域协调和合作, 实现 /共赢 0和 /多赢 0,

是当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始兴县在加

强与相邻和相关地区的协调和合作,重点应在以下

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始兴县政府部门要强化区域

协调和合作意识, 打破封闭,开展与周边及相关地区

多元化的交流和合作。第二, 在协调和合作的区域

对象选择上, 重点加强与珠三角的合作,积极参与粤

湘赣经济协作区 ( /红三角0 )合作, 深化与大韶关都

市区的整合,加大与周边县 (市 )之间的协作, 开展

与江西省全南县和龙南县的跨省合作。第三, 区域

协调、合作的内容和方式选择应因合作对象的不同

而不同,要抓住珠三角 /世界工厂0的形成与区域产

业转移的机遇, 积极吸纳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和生

态环保型产业的转移; 在深入研究相邻和相关地区

产业和工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合理进行产

业和工业发展定位,主动做好与相邻相关地区的产

业分工, 避免经济的恶性竞争;要主动与周边地区建

立联系制度, 加强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时

序、位置方面的对接和协调, 实现共建共享; 要与流

域城镇共同治理水土流失和保护河流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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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加强与韶关、仁化和南雄的旅游资源的整

合的和共同营销,共建一体化的旅游经济区。

3. 4 实施区域空间管治协调,保护城乡生态环境

伴随着始兴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必

然会对自然环境进行人工改造, 处理不好就会破坏

城乡生态环境。为了始兴县区域空间的整体协调发

展,防止城镇建设无序蔓延和沿公路镇镇相接,形成

良好的城乡生活空间,必须克服只注重经济效益而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片面做法, 树立以人为本的发

展理念,走可持续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因此,将始

兴县划分为城镇建设发展区、区域绿地、乡村发展区

三种用地分区进行分类管治。在快速城市化时期,

始兴县应坚持走异地城市化和中心镇城市化二元道

路,发挥城镇建设比较优势,优化空间布局, 近期宜

采用不均衡发展战略,集中力量 /培育、做强、做大 0

北部密集城镇带, 发挥其在区域中的聚集与承接作

用,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中心城镇转移, 带动整

个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县域 PRED系统协

调发展。

3. 5 科学合理选择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根据新经济发展要求、核心边缘模式及产业空

间扩散理论,珠江三角洲原有的部分产业向外扩散、

转移成为必然。随着珠江三角洲产业扩散强度的扩

大,始兴应当把握好这个有利时机,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优势、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条件,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软硬投资环境, 积极主动地承

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转移。要坚持科学、合理

选择产业, 规范产业和企业引入门槛, 把竹木深加

工、生态农业、电子工业、生态旅游等具有较高附加

值、较强带动力的生态环保型产业确立为始兴县的

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并利用产业园区建设这一载

体,引导和促进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及其相关配套产

业的集聚发展。同时通过产业链条的纵向和横向投

入产出联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根本上解决工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两难选择问题,促进始兴

县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良好生态环境禀赋的维

护。

3. 6 推行绿色 GDP考核,率先开展山区绿色 GDP

考核示范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已经和中组部联手, 在

我国的部分省份进行绿色 GDP考核试点, 将环保方

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因此,始兴县工业化

的发展必须走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使绿色 GDP /落

地 0。全县应推行绿色 GDP考核, 率先开展粤北山

区绿色 GDP考核示范, 并把绿色 GDP作为考核政

府官员政绩的一项指标, 评价结果要与全国开展绿

色 GDP考核试点的地区横向比较, 每年发布绿色

GDP考核报告。这样可以真实反映始兴县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为全省的生态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 并

推动粤北山区以及全国范围内绿色 GDP考核工作

开展,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累宝贵的实践

经验和提供必要的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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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M echanism of

Mountain Area. s Ecological County
) ) ) Take Shix ing County in theM ountain area ofNorth

Guangdong for Examp le

SHU IW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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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L ie

1
, TANG Changchun

1

( 1. School of G eog raphy and P lanning , Zhong shan Un 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 ina

2. Departmen t of E co-agricu ltu re and R eg iona lDevelopm en t , Sichuan Ag ricul tura l Un iversity, Ya 'an S ichuan 625014, China )

Abstrac:t Reg ionalH armon iousmechanisms are d ifferent at each deve lopm enta l stages. It is also d ifferen 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different kinds o f reg ion. As a typ ica l ecolog ical county ofmoun tain area, Shix ing County. s industrial-i

zation w ill enter intom edium stage. A t this econom ic developmental stage, the county. s reg iona l coordination ques-

t ions show ma inly as fo llow s: It is w iden w ith the ex terna l the gap o f reg ional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soc ial im-

provem en.t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contrad icted w ith basin eco log ica l env ironm en.t That the county. s govern-

ment dea ls w ith the reg ional harmon ious deve lopment is relatively low. The coun ty. s governm ent does not have e-

nough ab ility to make reg ion deve lop in phase. The harmon ious developmentalmechanisms of this reg ion do not e-

nough, and so on.

Th is article is base on these reasons.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deve lopm enta lmechan ism, setting up and consum-

mat ing themu lt-i level reg iona l harmonious o rgan ization; strengthen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he ab ility o f govern-

ment financ ia l transfer paym en;t strengthening the coord ination w ith the adjoint and relevant areas; manag ing and

furthering the reg ional developmen t to protect the eco log ical env iron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oosing the in-

dustry scientific and rat iona lly; strong ly develop ing recyc le economy; pursu ing the whole county. s green GDP ex-

am ination, taking the lead in demonstrat ing green GDP ofmounta in area o f no rth Guangdong and so on.

K ey w ords: eco logy o fmountain; the coordinat ion of reg ion; question; m echan ism; Shix 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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