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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

黄建钢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既是一个老的又是一个新

的话题。新话题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并且在国家的规划下启动、运行和发展。但研究了《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后发现，规划还存在如下方面的问题：

1、“一体化”的意识强调不足

“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和意识还需加强。“长三角”

包括江浙沪皖，但特指“江浙沪皖”的“三省一市”并不等

于“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是一个分体的组合概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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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是一个整合和整体的概念。《规划》对“江浙沪

皖”不能不提，但不能多提。多提“江浙沪皖”或“三省一

市”意味作为整体的“长三角”的“一体化”意识还不明显。

经过“一体化”之后的“三省一市”的所有概念都应改为“长

三角”，比如“三省一市政治学会研讨会”就应该改为“长

三角政治学会研讨会”。为了响应中央的“长三角一体化国

家战略”的整体部署，首先要在称呼上做到“一体化”。

2、“一体化”的思维运用不够

“一体化”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在“长三角区域”中，

首先要率先实行“一体化自治”。现在的“一体化”还是国

家给的，甚至有任务之感。江浙沪皖自己是否有这个需求？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实是，一方面上海愿不愿意

跟其它三省“一体化”？另一方面安徽有没有真正进入“长

三角区域”？只有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都按照“一体化”

思维方式在思维了，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3、“一体化”发展的定位不明

应该把“长三角一体化”与“粤港澳大湾区”联系起来

考虑。首先从规划的角度看，它们的概念就不一样。“粤港

澳大湾区”是一个“建设”问题，但“长三角一体化”是一

个“发展”问题。这也是两个区域运行的定位问题。但现在

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设”是具有基础性的和硬件性的。但“发展”是运行性

的和发挥式的。

4、“一体化”发展的方向不确

那么，“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它的



目标又是什么？这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但《规划》并没有说

清楚。可以是一个海洋方向。在 21 世纪的海洋世纪里，“海

洋”是一个常态方向。所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应该是一个“长三角大湾区”的方向。“粤港澳大湾区”是

一个先例，是“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结果。这就必然

会形成一个“长三角大湾区”的运行状态——这是一个以“杭

州湾”——小 V 作为核心，但它的大 V 北到山东青岛南到台

湾基隆的发展架势和态势。

5、“一体化”的内涵研究不深

什么叫“一体化”？现在人提“一体化”都会想到和说

到“欧洲一体化”。以为，那是“一体化”的全部。其实，

它是一直在发展的。“欧洲一体化”只是“一体化”的一种

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现在对“一体化”的理解和研究

还没有进入学术层次。从学术上看，“一体化”有四个过程

和层次。一是“要素一体化”，二是“线性一体化”，三是“区

域一体化”或称“面性一体化”，四是“体性一体化”。“欧

洲一体化”基本是一个“区域一体化”或者“平面一体化”。

这只是一个“近代一体化”的概念，而“长三角一体化”是

“立体一体化”。这是一个“现代一体化”的概念。人类对

“近代一体化”即区域和平面一体化已有经验，但对现代和

立体一体化还没有经验。

6、“一体化”的立体机性不显

对“长三角一体化”的立体性还需研究。其中蕴含有层

次性。客观地看，“长三角一体化”从三省一市的地理层面

看，没什么障碍——没有大江大河大山，障碍在三省一市各



自内部——每个省域内都都有地理上的障碍——上海有黄

浦江，形成浦西浦东概念；江苏有扬子江，形成苏南苏北概

念；安徽有长江，形成皖南皖北概念；浙江有钱塘江杭州湾

和四明山，形成浙北浙中浙南概念。但没有各省市自己内部

内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有整个长三角区域的立体一体化。

7、“一体化”的路径研究不放

一定要寻找“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从“长江三角洲”

五个字中看出，其中有两个字即“江”和“洲”是带水的。

从“江浙沪皖”四个字就有三个字即“江浙沪”都是带水的。

“水”应该成为实现“一体化”的自然纽带和融合溶剂。长

三角最大的水域就是东海和黄海。如果抛弃“水思维”又要

实现“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研究经济运行模式—

—发展“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是实现“经济一体化”

的重要步骤。一般做的是“企业经济”。它们的区别在于，“企

业经济”是一种“点经济”，“产业经济”是一种“线链经济”，

“区域经济”是一种“面经济”，“立体经济”是一种“契合

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致化”“一样化”，是特长互补

型、阴阳结合型和心灵契合型；还可以形成一个固定和规范

的“干部相互挂职制度”。三省一市总的公务员数量不变，

但每个省市部门的一把手应该是自己的也不变，变的是副手

——每个部门都有其它省市的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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