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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最早于 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提出，并被列为推动东北亚各国合 

作的关键项 目。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包括朝鲜的罗津一先锋 自由经济贸易区，中国的延边朝鲜族 自治 

州，延吉一珲春经济区，以及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以及东方港和滨海边疆 

区诸城镇及其南部港口。在 2005年 9月东北亚博览会召开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秘书处 

副秘书长马合立与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的中、韩、朝、俄、蒙五国一致同意将1995年签署的项 

目咨询委员会协议再延长 1O年，并将“图们江区域开发”更名为“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同时，将合作 

区域扩大到整个大图们江，包括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朝鲜罗津经济贸易区、蒙古的东部省份、韩 

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部分地区。从而使“图们江地区开发”转为“大图们江地区 

开发”。然而，大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却存在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合作主体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为：(1)中国及其东北地区发展迅速；(2)俄罗斯远东地区、 

蒙古、朝鲜经济薄弱；(3)韩国、l l本经济实力突出。⋯ 

第二，利益取向不同，各国对区域合作的潜在收益持不同期待，El韩等国在农产品贸易、劳务输出 

等一些关键性领域经济合作争议较大，而朝鲜、蒙古更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J 

第三，合作主体政治利益差异化，由于受冷战时期世界两极格局的影响，虽然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 

成为主流，但冷战的后遗症在这一地区依然可见，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日历 

史问题。此外，美国霸权主义势力的介入也阻碍了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平发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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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制约，如缺乏增长极，市场调节作用较小，让利机制不够，缺乏政府间的协 

调合作，区域资金供给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 J 

以上这些原因，使得大图们江计划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图们江区域的发展也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停滞状态。为进一步推动该区域的发展，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 

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一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意味着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中国图 

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开发战略。 

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第一，产业体系不完整，产业结构层次较低，I列地区产业结构非常相似，呈现一种较为典型的竞争 

型产业关系，对地区资源的分配形成竞争关系。_4 J 

第二，缺少强大的增长极，使得经济一体化进程只是表现为经济增长伴生状态下的相互侵染，而非 

由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集聚形态下的紧密结合。 

第三，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强，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县域工业和民营中小企业经济发展落 

后，金融体制支持不到位。_0 

此外经济总量小，市场不发达，劳动生产率与产业结构不相协调等也成了主要的制约因素_／J。以 

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区域的独立发展，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试 

图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研究其产业发展与布局状况，形成区域内的产业互补 

而不是产业竞争的格局，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引力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17世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极大地推动了物理学及许多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根据这一定律，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引力)的大小与它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从 l8 

世纪开始，愈来愈多的社会经济学家将牛顿物理学的法则应用于社会范畴，产生了所谓“社会物理 

学”。一些经济学家在引力定律的基础上根据经验观察和统计分析提出了种种关于社会经济在空问中 

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假设、公式和模型。引力模型在计算城市间吸引力、国际贸易领域测算贸易潜 

力和投资潜力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国内较早引力模型的研究出现在 1984年(孙晓光、张一民)。近年 

来不断有学者运用引力模型对不同地区的区域城市经济发展做出实证分析，其中包括：以上海都市圈 

内中心城市上海与成员城市之间的引力进行回归，得到经验方程，揭示了中心城市与成员城市之间的 

人流量与两者经济总量及距离之间的关系(王维、罗守贵，2006)；Ls J对武汉、长沙 、南昌三市的经济相 

互作用强度进行测算与分析，并通过与中部其他城市的经济空间作用强度进行比较，为三市能否整合 

发展提供实证检验(赵艳、文娉，2007)。L9j此外，还有对成渝都市圈的发展研究(徐邓耀 、杨小娟、郭基 

伟，2009)，_j U_对江苏省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苏炜、高彦彦，2010)_Jlj等等。 

纵观长吉图区域的政治经济格局，本文认为除了长春、吉林两市这个明显的经济中心外，延边朝鲜 

族 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上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与其周边的龙井 

市、图们市加快了一体化步伐，使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上升，因此长吉图区域可以算作为双中心城市 

的都市圈。以牛顿万有引力公式 F=G X M。M ／r 和距离衰减原理为基础，选择人1：3、GDP来刻画城市 

质量①，以两地间的交通距离来刻画空间距离②，得出公式： 

① 本文的数据包括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内的长春市(市辖)、农安县 、德惠市、九台市、吉林市(市辖)、永吉县、蛟河市、敦化 

市、安图县、和龙市 、延吉市、图们市、龙井市、珲春市、汪清县等 l5个市、县地区从2000年到2009年 1O年间的指标。 

② 在计算两城市间距离时，考虑到龙嘉机场处于长春市 与吉林市的中间位置，又是人流、物流集散的中心枢纽，因此选择此地为 

长吉距离计算的原点。而延吉、图们、龙井三市距离较近，并且三市一体化是围绕延吉市为中心的，因此距离原点选于延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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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产业因素。从表 5中可见，回归系数小于 0的项为敦化市、永吉县自身的因素；P值大于 

0．1的项为延图龙对农安县、蛟河市、珲春市的作用因素与德惠市、永吉县、敦化市、珲春市、汪清县自 

身的因素。可见，较比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延图龙及其周边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形式略好，但也不 

乏问题的存在，其中能起到相互促进作用的地区仅有三地，因此转变产业增长方式也同样是延图龙地 

区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结论 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域内虽然存在两个经济中心，但延图龙地区对 

于经济发展的辐射能力要远远低于长吉地区；交通网络建设不够完善，特别是在较为偏远的城镇地区， 

限制了中心地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能力；区域产业发展缺乏联动性，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产业带动 

性较弱，周边地区对中心地区产业发展也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先导区域内两个中心地区产业相似 

度较高，呈现竞争态势，没有形成产业互补的发展模式。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延图龙及珲春市的建设。推进另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增长 

作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前沿，延图龙和珲春市的经济总量只为长吉地区经 

济总量的 1／10，并且也只占整个长吉图地区经济总量的8％。可见，延图龙的经济中心地位不明显，对 

长吉图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因此加快延图龙城市化进程尤为重要。根据前文分析总结得 

出：一方面，应降低周边人口迁移本地的门槛，并鼓励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中来，就延图龙而言，城 

市规模较小，城市发展空问大，因此，周边地区的人口迁移仍然会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利益，与此同时，也 

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城市医疗 、教育体系的发展，有序地规划城市发展方向，避免出现城市拥 

堵 、道路狭窄、区域职能不清等城市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发挥延图龙和珲春市两地对 

外开放窗口前沿的作用，重点推动中国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珲春)示范区、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中 

国图们朝鲜工业园区的建设，打造国际合作示范区，联动整个长吉图地区的经济增长，打通东北亚地区 

的经济脉络。此外，还要加大文化建设力度，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作为朝鲜族的聚居地，其有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又地处中、俄 、朝三国交界，语言优势明显，对外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因此，要充分 

发挥其文化的吸纳能力和辐射空间，利用当地特色的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以及民间工艺品等一大批 

具有中国朝鲜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其所蕴含的固有民俗为特征，树立起良好的特色品牌形象，获得更 

高的附加值。 

(二)大力推进长吉图区域的交通建设 

随着长吉高速铁路的贯通和长春至延吉的高速公路的建成，大大地改善了长吉图地区交通情况， 

也加紧了长吉图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但是可以看到，整个地区的交通网络仍然不发达，特别是距离长延 

高速公路两侧较远的地区，如永吉县、和龙市、汪清县等地，更是很难与长吉和延图龙地区产生良好的 

经济互动，致使经济上处于被动地位。一方面，要努力构建起一套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尽可能达到任 

意两地间都可以有快速的直通公路，缩短两城市的交通距离就是减少经济发生的成本，也就提高了其 

中的经济效益，消除交通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快铁路的建设，铁路运输速度的提高不仅为运输 

大宗货物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高速铁路的通行会大大地缩短城市间人口的来往互动 

时间，拉近了人们内心的城市间距离，也就增加了人口的日常流通量，对拉动地方经济促进中心城市经 

济发展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完善跨境通道的建设和航空运输的规划也是不可忽略的。 

(三)促进产业升级、转变产业增长方式是长吉图发展的重要方针策略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在长吉图区域工业产业的发展中呈现“一好一坏”的发展态势，“一好”指 

的是长春、吉林两市的工业较为发达，特别是汽车产业 、化工产业等，而“一坏”则是区域联动发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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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周边地区对长吉和延图龙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没有起到一个支持的作用，而长吉和延图龙地区的 

第二产业发展也很难对周边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这就导致了区域发展不协调， 

区域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局面。而第三产业除了存在地域发展联系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外，也面临 

着总体发展薄弱的问题，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则是带动整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因此，调整产业的发展 

在于两点：第一，在稳固农业和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延边地区民俗特色 

旅游，使其与长白山的自然风光形成优势互补，还要重视物流业、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 

为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量；第二，要兼顾地区间的产业发展布局，在长吉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仅要提 

高延图龙地区的发展速度，也要重视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使中心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形成良 

好的拉动与推进的增长模式，同时分散中心地区的产业优势，例如，将农产品加工业 、生物产业等新兴 

工业引入周边地区的建设中，培养在周边地区发展特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可以依托当地优势支 

撑的现代服务业，都会对长吉图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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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Gravity and Industry Allocation of Changchun—·Jilin——Tumen 

Development and Open—-up Pilot Zone 

DONG Zhu MA Peng—fei 

Abstract：Establishment of the Changchun——Jilin—-Tumen Development and Open——up Pilot Zon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Northeast Asia．There are two centers in the zone．HoweverI the radiation ability of Yanbian —Tumen—Longjingg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uch lower than Changehun—Jilin—Tumeng．After 10 years of development t Changchun—Jilin—Tumen has been more integrated．The sec— 

ond industry in this area is highly developed，but the third indus is relatively weak．The second industry in Yanbian—Tumen—Longjing is iso— 

lated． the third industry is better，but the radiation ability is insufficient．Therefore-it is of urgenc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Yanbian—Tu— 

men—Longiing and push the transition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mode． 

Key Words：Changchun—Jilin—Tumen；pilot zone；gravity model；regression analysis；regional economy；industrial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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