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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亚欧大陆桥沿桥地区发展战略自议

张迪祥

一
、

第二亚欧大陆桥与沿桥地区区位条

件的变化

大陆桥指两端连接海港的横贯大陆的铁

路
。

世界最重要的大陆桥莫过于横跨亚欧大

陆的亚欧大陆桥
。

在 年代
,

亚欧大陆桥最

初开通之际
,

其东端利用 了前苏联的西伯利

亚大铁路
,

它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
,

西行至乌

拉尔地 区 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现改称叶卡

捷琳堡
,

再西行经莫斯科
、

明斯克
、

华沙
、

柏

林直至鹿特丹
,

东西长约
,

连接着

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大经济圈
,

特别是为西欧

与远东的经贸往来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
。

随后
,

由于我国北疆铁路与前苏联土西铁路

接轨通车
,

便形成 了东起我 国连云港
,

经陇

海
、

兰新
、

北疆铁路出阿拉山 口
,

进人哈萨克

斯坦
,

并经 由土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接

轨
,

西行至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
。

为与上述

亚欧大陆桥相区别
,

称之为第二亚欧大陆桥
。

第二 亚欧大陆桥穿越荷兰
、

德国
、

波兰
、

白俄罗斯
、

俄罗斯
、

哈萨克斯坦
,

进人中国后
,

横贯新疆
、

甘肃
、

陕西
、

河南
、

江苏 省区
,

在

我国境内全长 。多
,

是我国最长的国

际陆上交通线
。

第二亚欧大陆桥西端的欧盟
,

是世界三大经济重心 区之一
,

世界著名大港

鹿特丹港是其西端桥头堡 中途所经原苏东

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颇具潜力的地区 东端

的黄渤海经济圈
,

是我国通向世界经济又一
。 。

重心 区 即最富增长活力的亚太地 区的大门

户
、

大通道
,

连云港行将崛起为这一大陆桥的

东端桥头堡
。

大陆桥的开发利用
,

肇始于集装箱海陆

联运
,

但对第二亚欧大陆桥
,

如果仅着眼于集

装箱过境运输
,

则其意义是相对渺小的
。

应该

看到
,

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开通
,

对我国社会经

济将 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大陆桥西端的欧洲联盟
,

是一个发育成熟

的统一大市场
,

它的 个成员 国分布在从北

极圈到地中海的广大地区
,

拥有 亿多人
口

,

多万 土地
,

国内生产总值约 万

亿美元
,

出口 贸易额占世界总 出口额的
,

海外直接投资 多亿美元
。

以综合科技实力

论
,

德
、

法
、

英分别是居世界第三
、

四
、

五位的科

技大国
。

欧盟的商品
、

金融
、

劳务
、

服务都非常

发达
。

目前
,

欧盟是我 国第 大贸易伙伴
,

年双边贸易额达 亿美元
,

占中国对

外贸易总额的
,

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

和进 口设备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

也是我国产品

进出口 的重要市场
。

不久前
,

欧盟委员会发表

了《欧中长期关系政策 》文件
,

通过了发展对华

关系新政策
,

强调欧盟要与中国积极开展政治

对话
,

加强经贸合作
。

由以上观之
,

第二亚欧大

陆桥之于欧中关系
,

其意义实在是不可低估

的
,

它构筑了现代
“

丝绸之路
” ,

我国西北的开

放开发
,

将因此而步入一个新阶段
。

与新疆毗



邻的俄罗斯及中亚 国
,

目前正处于改善基础

设施
,

调整完善国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
,

在许

多方面存在着与中 国 产 业 经 济联系的可能

性
,

这也是与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相伴而来

的发展契机
,

如不抓住这样难得的机遇
,

那就

势将要被人家染指
。

至于第二亚欧大陆桥东端

的黄渤海沿海地带
,

它主要包括辽东半岛
、

山

东半岛
、

天津
、

北京
、

河北
、

江苏北部地区
,

这里

的海洋与陆地资源丰富
,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

为雄厚的基础
。

改革开放以来
,

对外经贸合作

十分活跃
。

而黄渤海沿海地带与其所背负的中

西部地 区 主要是大西北 之间
,

无论是在能

源
、

交通等方面
,

还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
,

都有

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
。

而当我们把黄渤海经

济圈放到东北亚乃至东南亚区域考察的时候
,

面前的天地就更广阔了
,

它为我国沿桥地区东

向参与国际范围内多方面
,

多层次的合作提供

了便利的条件
。

综上可见
,

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开通
,

极大

地改变了我国沿桥地区特别是大西北地区的

区位形势 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沿桥地 区双向

开放的开放度 极大地增强 了沿桥地 区对 国

际投资
、

贸易和商业的吸引力
。

把握千载难逢

的发展契机
,

利用好新的区位条件
,

发展沿桥

地区经济
,

使之尽快走 向国内经济大循环和

国际经济大循环
,

这才是实施沿桥战略的核

心问题
。

二
、

沿桥地区区域发展与交通运翰建设

第二亚欧大陆桥 指中国段
,

下同 以铁

路为轴线
,

形成一个带状经济系统
。

它包括两

大子系统 一个是 由交通和通信两大网络以

及信息
,

技术
、

人才
、

资金
、

市场等要素组成的

流通子系统
。

另一个是经济带内部的区域经

济子系统
,

自东而西
,

包括徐淮经济区
、

中原

经济区
、

关中经济区
、

河徨谷地经济区
、

河西

经济区
、

东疆经济区
、

北疆经济区
,

共是 个

经济区
。

这两大子系统互相制约
,

互相促进
,

将共同推动沿桥地区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

增长带之一
。

用经济带建设带动 区域开发
,

通过区域

开发实现国家经济腾飞
,

这是 当今世界许多

国家 包括我国 和地区实现发展走过的成功

之路
。

沿桥地区现 已形成的几个产业相对集

中
、

发展 已有一定基础的经济区
,

在地区经济

发展中
,

正在发挥龙头作用或某种程度的带

动作用
。

依托这几个经济区
,

确定好区域产业

发展重点和对外开放重点
,

使产业发展政策

与区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
,

并以第二亚欧大

陆桥作为经济带
,

重点进行建设
,

创建有竞争

能力的现代农牧业
、

能源
、

原材料工业
、

高技

术产业
,

培育经济动力源
,

拓宽出 口 市场
,

拉

动经济发展重心西移
,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

是

我们开发沿桥地区
、

开发大西北的必然选择
。

为了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
,

必须建设完善

的交通运输体系
。

但是第二亚欧大陆桥路网

发育水平低
,

特别是西段兰新铁路几乎是一

线孤悬于茫茫大 漠 东段陇海铁路线路质量

差
,

限制性区段多
,

瓶颈问题严重
。

区内航空

与公路运输也极待完善提高
。

西北地区为改

变兰新一线孤悬的状态
,

除重新规划建设兰

新高等级公路外
,

可考虑新建库尔勒至格尔

木
、

西宁至成都的铁路新线
,

与在建的库尔勒

至喀什铁路一起
,

形成一条 自喀什
、

经库尔

勒
、

格尔木
、

西宁直至成都
,

连接大西北与大

西南的大干线
,

再 自格尔木修新线经敦煌至

柳园
,

连接兰新线
,

以分流新疆
、

青海
、

甘肃的

外运货物
,

促进塔里木盆地
、

柴达木盆地和河

西走廊的开发
,

带动新
、

青
、

甘经济发展
,

并使

陇海线商品流通阻滞的局面改观
,

在东段需

要建好陇海线兰州至宝鸡复线
,

建西安至安

康的新线
,

加强西北与西南联系
。

再建西安至

包头
、

神木至朔县
、

中卫经榆林至太原的铁路

新线
,

以进一步连接沟通大 山西能源基地煤

炭外运通道
,

并加强西北与华北的联系
。

这样

便可使第二亚欧大陆桥联系辐射我 国东北
、

华北
、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

据有人匡算
,

其

腹地范围可扩大到我国 肠左右的地 区
,

同

时
,

交通的开发必然还要辐射到诸如通信
、

贸
· ·



易
、

投资
、

旅游
、

环境及人才培训等各方面
,

从

而迎来区域经济大发展的局面
。

三
、

沿桥地区城镇化现状与 城镇化发

展战略

沿桥地区城镇化是沿桥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城镇化在沿桥战

略中的地位
,

是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 了

第二亚欧大陆桥是 中国联系国际市场
,

特别

是 中亚
、

西亚和欧洲的大桥梁
、

大纽带
,

从而

使大西北和整个沿桥地区有条件较快地融人

世界经济及亚太地区经济区域化潮流
。

但是

大陆桥的利用和开发
,

如果没有一个交通
、

通

信
、

金融
、

保险
、

咨询
、

商贸服务配套大发展
,

也即是说
,

如果没有一个城镇化的大发展
,

就

没有大西北和沿桥地区宏伟目标的实现
。

特

别是实施沿桥战略
,

需要建设区域性乃至国

际性大市场
、

铁路枢纽和国际航空大港
、

集装

箱大港
、

国际信息网和国际化金融中心
,

以及

其它国际化的服务功能
,

只有这样
,

才有商贾

云集
,

才有大量大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

才能迅

速地提高沿桥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
。

由

此
,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 乌鲁木齐
、

兰州
、

西

安
、

郑州
、

连云港等城市的国际化
,

是沿桥战

略的必然要求
。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随着经

济的发展
,

城镇化便在与国民经济结构的相

互关联中发展
。

城镇化水平与第一产业呈负

相关关系
,

而与二
、

三产业呈正相关关系
。

经

济发展需要使劳动力和其它投入大量地从农

村产业部门转移到城市产业部门
,

必然要求

劳动力等生产资源实现非农化
。

所以城镇化

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

是社会进步的

标志
。

再者
,

目前大西北和沿桥地区经济增长

正经历着以资源开发为主体的工业化过程
,

工业本质上是一种集聚产业
,

为了实现规模

效益
,

工业生产力 必然要求向城市集聚
。

由

此
,

无论从哪方面说
,

城镇化都是第二亚欧大

陆桥开发利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

那么
,

沿桥地

区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如何呢 沿桥地区城镇
· ·

化应作怎样的战略选择呢 下面我们就谈谈

这两个问题
。

第二亚欧大陆桥所经过的黄河流域历来

是我国统治者经营的重心地区
,

城市文明曾

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
,

但在现代城市化进程

中大大落后 了
。

年建国以来
,

随着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

城镇化也开始起步
,

但由

于各种原因
,

我国城镇化经历 了一个充满矛

盾的过程
,

沿桥地区也不例外
。

目前
,

沿桥地

区城镇化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城镇化水平极低
。

据 年第 次

全国人 口普查资料统计
,

沿桥地区有大中小城

市 余座 其中紧靠陇海
、

兰新两铁路的有

座
,

有城镇人 口 万余人
,

城镇化率

为
,

不仅低于世界 的平均水平
,

也低于同年全国 写的水平 见表
。

表 沿桥地区人口城镇化率 年

地地区区 总人 口口 市镇人 口口 人口城镇镇
万 人 万 人 化率

江江苏
’’

安安徽
‘

河河南南

陕陕西西

甘甘肃肃

宁宁夏夏

青青海海

新新疆疆

合合计计
,

统计范围包括连云港
、

淮阴
、

盐城
、

徐州 市
。

一 统计范围 包括 淮北
、

坪埠
、

淮南 市及率
阳

、

宿县两地区

资料来源 根据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 年人
口 普查汇总资抖 》中国统计 出版社

年版 计算
。

城镇化发展的东西梯度差异不明显
。

众所周知
,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存

在很大的梯度差异
,

这种差异对城镇化进程

带来深刻影响
,

如长江流域东中西三大地带

城镇化率的梯度差异便十 分显著
,

但是沿桥

地 区的这种差异却以反 向梯度而存在 见表



及表
。

第二亚欧大陆桥东段沿线包括苏皖北部

和 河 南 全 省 在 内 的 广 大 地 区
,

总 人 口 达

万
,

而城镇人 口 只有 万人
,

城镇

化率仅为 肠 相反包括陕甘宁青新在内

的广大西北地 区
,

总人 口 为 万
,

城镇人
口 达 万

,

城镇化率为 肠
,

较东部地

区高出 个百分点
。

这一情况的出现可以

作如下解释 首先
,

城镇化是一个 自然历史过

程
,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必然的

互为因果的关系
。

第二
, ’

亚欧大陆桥陇海线东

段是我 国东部经济发展的低谷地区
,

受经济

发展水平的制约
,

城市化也处于很低的水平
。

因此
,

也就决定了沿桥地区城镇化必须全线

推动而无分东西
。

其次
,

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

相对较高
,

是因为工业建设对西北地区城镇

化的推动
。

西北地区地域空间广阔
,

矿产资源

丰富
,

建国以来
,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向内地

推进
,

不仅促进 了资源的开发
,

交通运输的发

展
,

也带动了城镇化进程
,

表现为旧城市的复

兴与新兴工矿城市的崛起
,

关中
、

兰天银
、

克

乌沿线三大工业区及相关城镇体系的形成是

其重要标志
。

因而客观上也反映出相对于我

国中西部其它地 区而言
,

西北地 区城镇建设

具有了较好的基础
。

表 沿桥地区与长江流域三大地带城镇化率比较

地地 区区 城镇化率率

西西西部地带带 中部地带带 东部地带带

沿沿桥地区区

长长江流域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 。年人口 普查汇总资料 》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 计算
。

相对于工业化水平而言
,

城镇化发展

严重不足
。

据有关研究
,

根据世界银行《

年世界发展报告 》提供的亚洲 个国家和地

区 包括我 国 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指标
,

可建

立起 的计量

模型
,

其中 指城镇化率
,

为工业化率 工

业就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的 比重
,

为相关

系数
。

据此
,

亚洲国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表现为
,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工业化率

每增加
,

城镇化率则增加
。

按此
,

年沿桥地区工业化率为
,

城镇化

率应 为
,

但实际仅为
,

相差

个百分点
,

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所能达

到的相应非农化与城镇化水平
。

基于沿桥地区城镇化的现状特点
,

从城

镇化战略选择考虑
,

沿桥地区必须走一条以

经济推动为前提
,

大中小并举
,

多 目标模式综

合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

由于中央的重视与关

注 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与沿桥地 区 区位条件

的变化 沿桥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
,

大西北地

区和沿桥地区以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的

时机正在成熟
。

那么
,

为什么大西北地区和沿

桥地区城镇化必须大中小并举
、

多 目标模式

并重呢 如所周知
,

投资边际效益最大点在大

中城市
,

小城镇则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

力
,

限制大中城市发展即限制 了大中城市集

聚效益与规模效益的发挥
,

充分发挥小城镇

的长处
,

社会效益显著
,

但却构成对生态环境

的压力
。

因此
,

在大西北与沿桥地区现实条件

下
,

孤立地发展大城市和单一发展小城镇都

不可取
,

从域情出发
,

逐步建设一个以特大城

市为依托
,

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功能完

善
、

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
,

是一条更有利于城

乡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

这就决定了在

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应该是多元化的
,

包括城

镇乡多元布局并重
,

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

转移并行
,

政府推动与民间推动并举
,

据点式

发展和网络式发展结合等等
。

在这里
,

我们还要郑重指出
,

西北内陆水

资源短缺
,

生态系统脆弱
,

从生态角度出发
,

大西北必须发展集约型的城市经济
,

乡村工

业化适合国情
,

但只能是一种谨慎的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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