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变革而又充满着变革的时

代曰 我们奋斗在一个产生奇迹而又不断创造着奇迹

的时代遥 如果说 37 年前的 8 月 26 号国务院批复了

深圳尧珠海尧汕头尧厦门经济特区袁并以创办经济特区

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袁 从而开始了转

型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路径探索袁那么今天袁关于设立

雄安新区决定袁 不仅意味着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

的大国里袁以创办特区尧开发区尧新区尧自贸区的方式

来确立尧完善市场经济袁实现社会转型是一条有效的

路径选择袁 而且更意味着我们所探索并实践的以创

办经济特区为起点袁以先行先试为路径袁以区域带动

为引擎袁 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

路是正确的遥 或许正因为此袁雄安新区被赋予野继深

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

的新区冶[1]遥 我认为袁在正确的发展理念引导下袁雄安

新区将会与特区尧 自贸区一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

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制度安排袁 共同构成中国

特色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袁 从而构成中国道路的

内涵与重要组成部分遥

渊一冤近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袁非均

衡发展方式是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大国里完成社会

转型袁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制度绩效最佳尧成本代价

最低的路径选择遥如果说袁当年以建立特区的方式开

启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主要在于降低改革开放的政

治风险和试错成本袁 那么之后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

各类特区尧开发区尧新区尧自贸区的建立则更多地是

以政策的力量培育经济增长极袁并通过野回充效应冶尧
野扩展效应冶和野涓滴效应冶的释放袁以制度示范制度袁
以区域带动区域袁以先行先试形成尧积累的增长极袁

雄安新区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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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从传统的野5+2冶特区到自贸区尧雄安新区袁都是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中承担着不同的

先行先试使命袁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曰都是实现社会转型的一条路径选择曰都是加速实现

现代化的一条野捷径冶曰都是对中国道路实质与内涵的探索与丰富遥 这条发展道路在不断形成中国经济区

域增长极的同时袁也逐步实现着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尧协调发展与全面发展遥 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逻

辑起点和路径选择来看袁非均衡发展是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选择遥 但是袁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区尧开发区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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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诠释着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创造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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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带动尧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遥
按照斯德哥尔摩学派创始人尧 发展经济先驱者

之一纲纳窑缪达尔渊Karl Gunnar Myrdal冤的循环累积

因果论 [2]袁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

和均匀扩散的袁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的遥
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

展袁 则由于既得优势袁 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

程袁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袁从而进一步强

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袁 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

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袁 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

效应院一是野回流效应冶袁即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

向发达区域流动袁 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曰 二是

野扩散效应冶袁 即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

域流动袁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遥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袁野回流效应冶远大于扩散效应袁即发达区域更发

达袁落后区域更落后遥 基于此袁缪达尔提出了区域经

济发展的政策主张袁即在经济发展初期袁政府应当优

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袁 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

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袁 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

的发展曰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袁也要防止累积

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袁 政府必须制定

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袁 以缩小经

济差异遥 事实上袁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沿着既不同于

野华盛顿共识冶袁又不同于欧盟野第三条道路冶的野中国

道路冶开始的遥
首先袁 率先改革开放的并不像缪达尔所言的是

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的袁 而是从计划经济最

薄弱的不发达地区开始遥改革之初的深圳袁不过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曰珠海袁是个几乎没有像样基础

设施的小城镇曰汕头袁是个虽然历史悠久但发展相对

停滞的传统港口曰厦门袁是没有重工业的野战略一线冶
城市遥 但是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革成本低袁既没有

计划经济的负担袁 又不怕失败的风险袁 皆因其位边

远袁其量轻微而不足以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大局遥
所以袁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陈述汕头建特的

三大理由之一就是院野地处粤东袁偏于一隅袁万一办不

成失败了袁也不会影响太大冶[3]遥
其次袁野回流效应冶 在相当时间里是作为改革开

放政策的吸引力袁 而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作用的结

果而存在的遥以深圳为例袁就重要的生产要素要要要人

力资本的流动而言袁 初始的吸引力并不是来自要素

价格本身袁 而是特殊政策逐渐形成的有利于改革开

放的宽松的制度文化环境遥 所以早期深圳的创业者

被称为具有冒险精神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遥同理袁最

早外资的进入也并非完全由于利润最大化的趋动袁
而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看好袁 对由制度变迀所带来

的未来巨大经济收益的良好而乐观的预期遥同时袁由
于要素只有进入特区袁 才能获得特殊政策所带来的

好处遥所以袁不仅在相当长时间里率先改革的政策性

野回流效应冶大于单纯的经济引致的野回流效应冶袁而
且野回流效应冶所带来的区域发展差距袁基本上是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开始逐步缩小的遥 在这一过

程中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 1992 年邓小平南

巡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

标遥 从理论上说袁只有当市场经济普遍确立了袁要素

才可能真正由政策性为主导的流动偏好选择袁 逐步

回归到由市场经济规律为主导的流动偏好选择遥
再次袁野扩散效应冶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作为原因袁

而是作为结果发生的遥所谓作为野结果冶袁是说改革的

进程和中央的整体战略布署在野扩散效应冶中发挥着

相当大的主导作用袁 这也正是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强

制性制度变迀特点所在遥从理论机理上讲袁随着先发

达地区的发展袁在野扩散效应冶的作用下袁各生产要素

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袁 使区域发展差异得

到缩小遥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袁这种野扩散效

应冶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确立和日臻完

善而形成袁随着先发展地区产业的更新换代而释放袁
如当年广东的野腾笼换鸟冶曰另一方面又深深源于国

家发展战略的调整 渊如科学发展观及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冤袁以及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区域布局的推进与

拓展渊如由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尧一带一路倡议等冤遥
最后袁从某种意义上说袁野涓滴效应冶作为改革开

放的内容与路径袁 而不是发展后的结果在改革开放

之初就已被战略性地制定了下来遥 野涓滴效应冶是阿

尔伯特窑赫希曼不平衡增长论的重要观点袁是指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尧 弱势群体或贫困

地区特别的优待袁 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

区通过消费尧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袁带动

其发展和富裕袁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4]遥
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转型袁探索由普通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遥而实现

后者的途径是以改革的制度力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大量农民涌入先发展区域袁
他们不仅构成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开创历

史意义的独特的劳动大军要要要农民工袁 而且还成为

了野中国奇迹冶创造的最具有价格优势的生产要素遥
可以说袁 这就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最有代表意义

的野中国式冶的野涓滴效应冶遥这一中国特色的野涓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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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冶首先在客观上以给予人袁尤其是曾被传统的户籍

制度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以自由选择权利的方

式袁缩小着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曰同时也在给

予农民选择权利的可能中袁 改变着部分农民的生活

状况遥
可以说袁作为中国社会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特区尧

开发区尧新区尧自贸区袁既以自身的率先发展释放着

足以推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及现代化进程的 野回流

效应冶尧野扩散效应冶与野涓滴效应冶袁同时又表现为不

同发展时期尧时点或阶段上袁上述野效应冶的结果与产

物遥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来看袁与相继成

立的特区尧开发区尧新区尧自贸区一样袁雄安新区无疑

也是享有一定特殊政策袁 并被赋予了特殊改革开放

制度创新功能与使命的一类野特区冶遥 在非均衡发展

的大背景下袁从传统的野5+2冶特区到自贸区尧雄安新

区袁都是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中袁承担着不同

的先行先试使命袁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

排曰都是完成制度变迁袁实现社会转型的一条路径选

择曰都是深化改革开放袁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野捷
径冶曰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袁对中国道路实质

与内涵探索与丰富遥这条发展道路袁在不断形成中国

经济区域增长极的同时袁 逐步实现着中国社会的均

衡发展尧协调发展与全面发展遥

渊二冤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袁无论特区尧开发

区还是新区尧自贸区袁都是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独

特功能的政策性增长极遥同时袁这些增长极功能的发

挥并不是简单的发展后的自然释放袁 而是更多地表

现为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袁 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

政策性释放遥市场选择与政策引力相作用袁市场的力

量与制度的力量相结合袁 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

出独特的轨迹与较高的速度遥雄安新区的建立袁不仅

是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路径选择的有机结合袁也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诠释着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创

造性遥
梯度发展理论渊梯度转移理论冤[5]认为院在区域

经济发展次序上应优先支持和促进高梯度地区经济

的发展袁从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袁带动和促进低梯

度地区经济的发展遥梯度发展理论还认为袁区域经济

的盛衰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劣袁 而产业结构优

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袁 特别是主导产业专业化

部门所处的阶段遥 如果区域主导专业部门是由处在

创新阶段的兴旺部门所组成袁 则列入高梯度区曰反
之袁 如若由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

门所组成袁则属于低梯度区遥同时袁由于新产业部门尧
新产品尧新技术尧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多发

源于高梯度地区袁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袁依顺序逐步

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遥 而梯度转移主要又是

通过城镇体系逐步拓展实现的遥 威尔伯等人把这一

生命循环论在区域经济学中创造性应用形象地称之

为野工业区位向下渗透冶现象[6]遥
首先袁正如中国社会经济增长极(特区尧开发区尧

新区尧自贸区)的产生尧形成是政策产物一样袁梯度转

移的发生也更多地表现为政策或国家战略的结果遥
由特殊政策和区域要素禀赋共同培育出来的增长

极袁 在与作为国家整体战略部署的梯度发展布局相

结合的过程中袁 使不同的增长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并承接着梯度发展的链条与机

遇遥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的制度性安排下袁中国

社会梯度发展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裂变扩展开来遥 以

国家级开发区为例袁1984-1986 年袁 国家在 14 个沿

海开放城市建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遥 之

后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化袁根据国家不同时期

发展战略的需要袁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设也从沿海

地区向沿江尧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尧区域中心城市梯

度拓展遥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作为梯度发展的原因与

结果袁以其自身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功能袁成为从沿海

到沿边开放以及西部开发尧东北振兴尧中部崛起等国

家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点袁 不断构建着充

分体现中国道路内在演进逻辑的尧 区域经济的新版

图院 经济特区要沿海开放城市要沿江经济开放区要
沿边经济开发区要内陆经济开发区遥其实袁初期开发

区的主要任务非常类似特区渊甚至可以说袁实质上其

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与功能的特区冤袁那就是大胆探索

引进外资尧技术尧管理尧知识的新模式袁逐步建立并完

善了开发区管理的基本模式与法规体系袁 为下一阶

段的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袁 提供制度保障 遥 所以邓

小平同志 1986 年视察天津开发区时袁题写了野开发

区大有希望冶[7]遥 椐不完全统计袁目前中国有不同定

位尧不同功能的各种国家级开发区近三百余个遥纵观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继批复的

历程袁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经济梯度发

展的独特轨迹遥
其次袁 东南沿海区域带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梯度

区袁最早的特区尧开发区尧新区尧自贸区皆产生于此遥
沿海区域对外开放的先天地缘优势 袁客观上为先行

先试尧率先发展提供了内陆城市无法具备的可能袁尤
其是改革开放初期遥而特区尧开发区尧新区尧自贸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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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极袁 又不断以其产业结构尧
科技发展尧综合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等优势袁强化着

第一梯度区的自身实力和幅射力 遥中西部作为中国

的第二尧第三梯度区袁在承接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同

时袁也自然承接着与此同时野转移冶的足以促进社会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非经济要素与资

源袁 即崭新的理念尧 先进的文化和良好的社会规制

等遥我认为袁这种意义上的转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

贯穿中国梯度发展过程之中遥所以袁梯度转移在中国

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经济概念袁 而是与市场经济体

制普遍确立的推进袁 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进程

相伴随的过程遥因此袁包括城乡在内的中国区域之间

经济差距的缩小袁说到底袁不是单纯经济规律作用的

结果袁而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收获遥
再次袁反梯度开发理论[8]认为袁落后地区开发可

以不依据现状顺序袁而根据需要与可能袁跳过发达地

区袁直接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开发遥如果从梯度转移理

论来考察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袁 可以说是梯度

发展与反梯度发展有机结合的策略选择遥 梯度发展

是主导袁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刚刚普遍确立的时

期袁而反梯度发展则是国家战略决策袁它体现了均衡

发展尧协调发展尧分享分展的理念曰它反映了自上而

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力量曰 它展示出了在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袁 尽快消除区域发

展差距的独特道路选择遥 只是反梯度发展在中国不

仅表现为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直接建立政策性

增长极袁如 2010 年喀什尧霍尔果斯尧图门江特区的建

立袁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超常规发展袁而且还表现为

非率先发展区域所建立的政策性增加极具有鲜明的

制度创新功能袁 即与率先发展区域的政策性增长极

一同先行先试袁探索经验与道路遥
从国家级开发区和新区的时间布局上袁 我们也

能清晰看到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相结合的制度安

排轨迹遥 自 1992 年 10 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到 2017
年 4 月 1 日河北雄安新区成立袁中国拥有 19 个国家

级新区遥如果说上海浦东尧天津滨海尧浙江舟山群岛尧
广州南沙等新区具有超越起飞阶段的自身发展能力

和周边辐射力与梯度转移能力的话袁 那么袁 陕西西

咸尧贵州贵安尧云南滇中尧哈尔滨新区尧长春新区尧江
西赣江新区及如今批复的雄安新区的建立则是在市

场经济并非优先发达的地区袁以强制性制度安排袁推
动制度创新袁为超常规发展创造制度支撑环境遥中国

改革开放的实践袁 使梯度发展理论与反梯度发展理

论有可能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得以有机结合袁并

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遥 雄安新区的建立

将会以实践验证袁在中国制度变迀的进程中袁中国式

的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是具有

制度绩效的遥

渊三冤改革开放 40 年的今天袁中国已经形成了

由特区尧国家级开发区尧国家级新区尧自贸区构成的袁
由局部地区到城市袁由城市到大城市群袁由大城市群

到区域经济带的被赋予了不同功能和使命的 野政策

高地冶遥 一方面袁这些由野政策高地冶构成的几乎遍布

全国的强劲的增长极袁 在梯度发展及梯度发展与反

梯度发展结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袁 不仅形成了具有

不同发展水平的核心要外围经济圈或经济带袁 而且

还很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袁 使区域之间的发展

较快地呈现出威廉姆逊倒 U型的趋势曰 另一方面袁
特区尧 新区尧 自贸区等不同政策性增长极形成的过

程袁又以独特的功能定位和所承担的时代使命袁清晰

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路径袁 使以

经济改革为切入口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袁 逐步从

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尧文化尧社会管理机制尧法律法

规等更广泛领域遥 如果说当年经济特区的重要功能

是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 (特区很

好地实现了这一功能)袁那么今天雄安的重要使命则

是成为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协调发展的示

范区遥
当然袁政府的远见卓识和自我革命的能力袁将一

如既往地决定着中国道路的可持续性与探索价值遥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约翰窑弗里德曼 (John Friedmann)
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袁 提出

了与增长极理论和梯度发展理论相呼应的核心要外

围理论[9]遥 这一理论首先将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划

分为核心和外围两部分袁 核心区是社会地域组织的

一个次系统袁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革新曰边缘区则是

另一个次系统袁与核心区相互依存袁其发展方向主要

取决于核心区遥 核心区与边缘区不仅共同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空间系统袁 而且二者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二元空间结构遥中心区发展条件比较优越袁经济

效益也比较高袁处于几乎绝对的支配地位曰而外围区

发展条件则比较差袁经济效益也比较低袁处于被支配

的地位遥因此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会出现各生产

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袁或者说只有野回流

效应冶袁尚未产生野扩散效应冶遥 这时期社会经济的二

元结构十分明显袁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遥 然而袁随着

经济进入起飞阶段袁单核结构逐渐在野扩散效应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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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发展的作用下袁被多核结构所替代遥当经济进入

持续增长阶段袁随着政府政策的干预袁中心和外围界

限会逐渐消失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遥
弗里德曼进一步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来解释他

的核心要外围理论的机理 [10]院发展可以看作一种由

基本创新群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

过程遥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袁通常具备有利于创新

活动的条件遥 创新往往是从大城市向外围地区进行

扩散的遥 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地域社

会组织子系统袁 外围区则是根据与核心区所处的依

附关系袁由核心区所决定的地域社会子系统遥核心区

与外围区共同组成完整的空间系统袁 其中核心区在

空间系统中居支配地位遥 弗里德曼非常强调核心区

在空间系统中的作用袁他认为袁一个支配外围地区重

大决策的核心的存在袁具有决定性意义袁因为袁它决

定了该地区空间系统的存在遥 任何特定的空间系统

都可能具有不仅仅一个核心区袁 特定核心区的地域

范围将随相关空间系统的自然规模或范围的变化而

变化遥弗里德曼曾预言袁核心区扩展的极限可最终达

到全人类居住范围内只有一个核心区为止遥
其一袁弗里德曼的核心要边缘理论袁作为解释经

济空间结构演变的模式袁 从理论机理上尝试说明了

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尧 孤立发展袁 变成彼此联

系尧发展不平衡曰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

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遥 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袁这一演进过程不仅速度惊人袁而且又由于核心区

域基本上就是行政核心区域袁所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

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下袁 一旦区域发展战略形成袁
作为子系统的外围区域的地方政府袁会以积极的制度

安排促进国家整体战略部署下的核心要外围经济带

的发展与完善遥 所谓野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冶[11]袁我
认为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中国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

进程中袁遵循普遍规律袁走出自己的道路遥 如环珠江

口珠三角经济圈尧 环长江口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

湾环渤海京津唐经济圈的形成袁 从发展轨迹来看基

本上遵循着常规演进逻辑院 首先形成经济增长极袁
野回流效应冶加速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和经济张力袁野扩
散效应冶形成并促使梯度转移发展袁梯度转移发展效

应扩散袁核心要外围经济带依次形成遥但是从根本上

说袁没有野举国体制冶的因素袁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大

而有力的资源调配尧 整合的能力与集中资源干大事

的行政号召力尧执行力袁演进的时间会相对漫长袁制
度性交易成本也会增加袁 同时相应的各种机理的释

放效应更会由于目标的分散而降低遥所以袁尽管缪达

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

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袁 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

同或趋异的理论上的大论战袁但是袁无时间变量的区

域非均衡学派对于空间距离尧 社会行为和社会政治

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袁 尤其是由上述因素

所决定的袁 非均衡发展路径选择及其进程中源于社

会机制内部力量所致的非常规化的问题袁 则无法准

确估计到遥而中国道路的实践袁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案例遥
其二袁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实明袁经济进步的

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袁
增长极的出现(无论这个增长极是政策的产物袁还是

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 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

不平衡袁这种不平衡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袁
甚至还是实现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遥 无论处在

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袁 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

有的均衡袁非均衡增长既是增长的前提袁又是增长的

结果遥 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虽然也呈现出相似的轨

迹袁但是在政府不断出台的袁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政策和先行先试载体的强大作用袁 越来越呈现出

某些威廉姆逊倒野U冶型假说[12]状态遥
威廉姆逊倒野U冶型假说所预测院均衡与增长之

间的替代关系袁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遥经济

发展程度较高时期袁增长对均衡是相依赖袁即当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高的阶段时袁 每一次发展不再是简

单地对现有均衡的打破袁 均衡表现为继续发展的前

题袁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野U冶型关系遥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袁一方面袁没有区域之间的均衡

发展袁很难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曰另一方面袁社会发

展既打破原有均衡袁 又是以均衡发展为其向更高层

次发展迈进的前提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特区尧开发区尧
新区尧自贸区袁既是非均衡发展的产物袁又是均衡发

展的结果与前提遥作为非均衡发展的产物袁它们释放

着经济增长极的功能与效应曰 作为均衡发展的结果

与前提袁它们在缩小着区域之间的差距袁展示着社会

发展经济水平袁 体现着较高水平之上的经济增长对

均衡的越来越显著的依赖关系遥 从中国社会改革开

放的逻辑起点和路径选择来看袁 非均衡发展是占主

导地位的战略选择袁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遥 然而袁雄
安新区的建立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以非均衡发展为主

导的战略选择向均衡发展为主导目标的战略选择的

过度袁 从而雄安新区也表现为一种承担时代使命的

制度安排遥它既有同于以往的新区袁又有别于以往的

新区遥它的产生是非均衡发展进程的结果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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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中国社会走向均衡发展的势态曰 它的使命是

促进并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尧均衡发展尧全面发展遥
其三袁特区是实施特殊政策的地区或区域袁从这

个意义上讲袁无论传统特区尧开发区尧自贸区还是包

括雄安新区在内的新区都可谓特区袁 只是由于所处

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不同袁 从而所担

负的功能尧 使命具有相应的时代特征和不同的制度

变迁的演进方向遥 循着各类特区的设立及其所赋予

的功能与使命袁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尧总结出中国社会

制度变迁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脉胳院1. 早期经济

特区和经济特区早期的重要使命就是完成由传统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袁 确立市场经济体系和发

展社会经济袁如以深圳为代表的传统经济持区遥 2.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之后(十四大)袁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袁 转变政府职能成

为了传统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袁 同时也在

相当程度上促使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批复袁
从此形成中国野5+2冶(深圳尧汕头尧珠海尧厦门尧海南五

大特区+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两个新区)具有全国示

范意义的制度变迁的先行先试野政策高地冶遥 特区的

使命也开始由主要发展经济向建立尧 完善市场经济

体制及其配套改革扩展遥 3.传统特区始终肩负中国

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职能袁 它们不仅是社会制度变迁

的引领者袁而且还是某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轫者遥
它们紧随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进袁 为深化改革提供着

可借鉴尧推广的经验与做法遥 从发展是硬道理袁科学

发展观尧和谐社会尧法治社会建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尧供给侧改革尧野四个全面冶和野五位

一体冶的改革观与发展观等袁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传

统经济特区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引擎袁始终走在深

化改革与制度变迁及创新的前列袁 构成了中国道路

重要的内在演进逻辑遥 4.从特区尧开发区到新区尧自
贸区的建立袁 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以增长极的建

立袁 逐步实现由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改革开

放历程曰 另一方面包括传统特区在内的袁 多种类型

的袁肩负不同功能的增长极的政策性存在袁意味着中

国社会的改革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社会发展

的各个领域袁 全方位改革与整体协调发展也已经成

为各类特区的时代使命袁 各类特区也日渐从经济增

长极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增长极袁 雄安新区就是典

型的这类特区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规划建设雄

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院 一是建设绿色

智慧新城袁建成国际一流尧绿色尧现代尧智慧城市曰二
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袁构建蓝绿交织尧清新明亮尧水

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曰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袁积极吸

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袁培育新动能曰四是提供优质

公共服务袁 建设优质公共设施袁 创建城市管理新样

板曰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袁打造绿色交通体系曰
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袁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袁激发市场活力曰七
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袁 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

外合作新平台遥当然袁雄安新区还担负着优化中国政

治版图的特殊使命袁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袁探索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袁 调整优化京津冀

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袁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袁深
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1]遥 可以说袁这一使命既是以

往各类特区所不具有的袁 又创立了中国社会制度变

迁的崭新路径与模式袁从长远来看袁它对中国社会治

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尧跨行政区划管理尧跨区域公共物

品供给尧 现代政府职责的规范更具有普适性的社会

规制的建立袁 而法制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建设将具有

深远而强大的制度力量遥正因为此袁雄安新区被称为

是站在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肩膀上成立的新区遥 这

一定位意味着雄安新区不仅是建筑在经济特区近

40 年发展经验基础之上的新型特区袁而且也是对以

建立经济特区为社会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中国道路

的拓展与丰富遥或许可以这样说袁今天的深圳是中国

制造业创新发展基地的代表袁 上海浦东陆家嘴是中

国金融中心的代表袁 那么雄安新区将会是未来中国

全面协调发展的代表袁 它将把改革的制度绩效变为

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和祖国繁荣强大的

物质力量遥
如果说当年特区的建立是在计划经济的汪洋大

海中建立市场经济的绿洲袁 从而开启由计划走向市

场的惊心动魄的社会转型改革曰 如果说自贸区的建

立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完成由政策开放走向

制度开化袁 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型的触动社

会经济结构的深化改革袁 那么雄安新区的建立则是

在实现寓四个面全寓的进程中具体践行寓五为一体寓发
展理念与总布局的又一个具有先行先试制度创新意

义的寓特区寓遥它不仅与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袁其所肩

负的改革使命远远高于单纯发展经济的使命袁 而且

就自身功能与定位而言袁 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特区

和如今自贸区所承担的特定使命遥 雄安新区将会成

为优化中国行政版图袁 促使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深化

改革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验区遥 我们相信袁与特

区尧开发区尧自贸区一样袁许多制度创新将在这里发

生袁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将从这里复制全国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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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ongan New Area and the Chinese Road
TAO Yi-tao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old 野5+2冶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ree trade zones and the Xiongan New Area are pionee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They ar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realiz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aths to realiz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hort cuts to accelerate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ation
and enrichment of Chinese road. This development road has helped develop economic growth poles i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d the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 an all-around way. In
terms of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and the path choice of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worl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dominant strategic choice. Howe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conomic zones, development zones, new areas and free trade zones, and the market econom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conditions predicted by Williamson爷s inverse-U hypothesis have emerge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has borne out this hypothesi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integrates gradient development and anti-gradient development. It will prove that Chinese integration of gradient?
development and anti-gradient development will achieve impressive performance, and bear out the unique an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oad in the course of deepening reforms.

Key word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Xiongan New Area; institutional changes; Chinese road

许多探索与实践将会在这里由做法变为政策袁 由政

策变为制度安排袁由制度安排成为法律法规遥中国道

路也将在这里得到丰富与拓展遥
强大的国家与发达的市场是我们所需要的袁但

法治社会是获得它们的前提曰 繁荣的国度与充满福

祉感的民生是我们所期待的袁 但远见卓识的政府是

实现它们的制度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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