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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导　言

“发展不平衡，概括地说，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

不匹配和不和谐的关系。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

象，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始

终广泛存在。”①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区域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法律和制度等多方面、多层次展开

工作，建立起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框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渐形成以长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

区、东北老工业区、京津冀地区等老牌经济区为核心，以武汉城

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海峡西岸经济区等新兴经济区为翼动的区

域经济发展模式。２０１４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信峰会上做

主旨发言，明确指出 “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 ‘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明确我国 “一带一

路”的发展战略。２０１５年３月，北京全国两会召开，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 “要把 ‘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

来”，“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成都也

首次提出由国家规划，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四城构建 “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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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菱形经济圈”，以此更好实现 “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

带战略的互联互通。

因此，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面对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现状，我国 “十二五”规划指出了包括 “推进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几方面内容在内的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具体要求 “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

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

区域发展差距”。区域法制建设和区域法制实施制度的完善正是

顺应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而产

生的必然议题。只有深化对区域法制实施的研究，加强对于区域

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指导，才能为我国区域经济的高速平

稳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运行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区域法制是指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若干行政区域，为了促

进经济发展，解决在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逐

步形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法律规范系统的总称。与其他法律制

度相比，区域法律制度具有宽领域、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特点。从

区域法制的调整内容来看，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内容涵盖

了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从区域法制的形成机制来

看，它包括了政府推进制、区域主导制和自发合作制等多层次的

形成方式；从区域法制的实施来看，它包含了更加多元灵活的执

行机制、冲突解决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中国区域法制实施研

究，正是我国区域法制原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区域法

制实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厘清区域法制的实

施权责，由制度保障入手，从宏观上规划符合各经济区域实际情

况的区域法制实施制度，在实践中为区域经济的顺利推进和平衡

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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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区域法制实施的制度背景

第一节　中国区域法制实施的经济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区域法制实施的经济基础，

只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区域内的经济主体才会
自发产生对制度保障的迫切需要。因此，厘清经济区域的具体概
念，明确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是开展我国区域法制
实施工作的必要前提。

１．经济区域的概念

经济区域的形成与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域的划分存在着本质的
不同，它的发展有赖于该区域内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和生产要素
的自然流动，而对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正是具有互动经济行
为的区域自发形成统一的经济区域的原动力。

我们认为，经济区域是体现了社会动态发展过程的区域经济
集合体，它既是社会经济活动作用下的客观产物，也是以经济要
素的流动和区域内经济行为的互动为标志的开放空间。

第一，经济区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经济区域的出
现并非是由地理学家根据地壳表面的连续地域单元而划分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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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行政机关根据国家事务的运行机制而决定的。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社会劳动部门分工和地域分工已逐步完成，为了追求
更大的经济效益，生产要素自然地向拥有更有利的自然条件、运
输区位和经济环境的区域流动，因此正是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推
动了经济区域的形成。

第二，经济区域的形成是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经济区域具
备地理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它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域范围，

也不只是国家管理的经济范畴，而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经济
利益为凝聚力的经济集合体。因此，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也遵
循着社会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体现了社会动态发展的客
观现象。

第三，经济区域是积极外拓的开放空间。与地理区域和行政

区域相比，经济区域并不以地壳的山峦起伏或行政单位的管辖权
作为区域的界限，而是以经济要素的流动和区域内经济行为的互
动作为划分依据。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交通运输
的便捷，经济区域的活动范围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地自觉
重组和积极外扩。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区域也
将模糊界限，呈现出积极拓展的开放趋势。

２．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指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
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合
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
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
在逐步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单独成立的概念，它与区域政
治一体化、文化一体化和法制一体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推
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作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积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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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体化的区域发展规划。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够

均衡，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在我国区域经

济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应当把握经济运行规律，注重社会实践

调查，富有创新精神，从宏观上制定符合各经济区域实际情况发

展规划，为社会主义区域经济的腾飞指明方向。

第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积极建

立一体化的共同市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

视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的重要力量。我们只有建立了开放、

稳定、活力、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才能保证生产要素和产

品在区域市场内的自由流动；我们也只有确定了一体化、国际化

的市场规则，才能真正保障社会主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稳步发

展。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积极构

建一体化的制度环境。区域制度一体化不仅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程度紧密相关，还从法制层面上保障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序发

展。经济区域是区域内各地区为了追求更大的共同利益而自发形

成的经济集合体，因此，构建一体化的制度环境、注重区域法制

协调不仅从客观上保证了区域经济行为的公平合法，更能有效地

克服各区域经济体在地方利益驱动下的地方保护主义。

二、区域问题与问题区域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

在诸多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我国区域法制

实施的经济背景。“若每个区域都持续稳定地发展，则研究区域

经济显然是多余的。但区域像人一样，在一定的情况下会患各种

病。区域问题 （这里指区域经济问题，有时也涉及其他方面的问

题）可看作一种病的症状。区域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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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萧条病和膨胀病。”① 我国现实中存在的区域问题极为复杂，

但大部分的区域问题基本都可以在这三大病症内对号入座。由区

域问题所引发的一个新概念即问题区域， “所谓问题区域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ｇｉｏｎｓ），也称为问题地区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ｒｅａｓ），是由中

央政府区域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确定的受援对象，是

患有一种或多种区域病并且若无中央政府援助则难以靠自身力量

医治这些病症的区域。对应三类区域问题，至少有三类问题区

域，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和膨胀区域”②。以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的现状来看，如何解决三大区域问题，如何援助三大问题区

域，正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

１．落后病与落后区域

落后病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经济发展都可能存在的通病，

是 “经济有史以来从未发达过的区域所共有的标签，突出特点是

经济、社会与技术等发展度低，主要病症有人民生活水平和地方

财政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不高、失业率高、产业结构度

低、科学教育与文化事业不发达、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③。与

落后病相对应的区域即落后区域，在我国，落后区域主要包括那

些在经济发展历程中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化程度不高，自

然条件较为恶劣，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贫困

地区。例如我国西部地区，就是典型的患有落后病的落后区域，

需要特别的区域政策予以医治和扶持。

２．萧条病与萧条区域

萧条病是那些在历史上经济发展曾经处于领先地位，却由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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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因素未能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而逐步衰退，并最终陷入经

济低迷期的地区所患有的病症。由于其盛极而衰的剧烈转变过

程，萧条病不仅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容易引发众多的社会

问题。患有萧条病的地区被称为萧条区域，这类问题区域的主要

特点有：“主要产业衰败，竞争力急剧下降；经济结构老化，结

构转换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下滑；新工作机会少，失

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人口大量外迁。因此这

些区域的表现是停滞不前与死气沉沉。”① 我国东北老工业区是

我国典型的萧条区域，存在着产业衰退、经济增长迟缓、经济结

构老化等众多萧条病病症，需要我国区域政策予以对症下药，确

定特别的援助方式，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缓解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３．膨胀病和膨胀区域

“膨胀病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且速度较高的区域的典型

症状，主要表现为产业异常拥挤、主导产业技术含量下降、区域

综合竞争力比较而言存在下降的可能性与区域增长速度明显趋缓

等。若没有及时治疗，膨胀病会恶化为萧条病，并使区域积重难

返。”② 存在严重的膨胀病症的地区即为膨胀区域，这些地区的

产业布局过分集中，人口密度较高，生活和生产成本超出企业和

居民的可承受范围，资源过度开发，区域竞争呈白热化趋势，并

引发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在我国区域经济较为

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泛珠三角洲经济区等，均或

多或少地存在膨胀病症，有转向膨胀区域的可能性。

面对我国区域问题三大病症的威胁，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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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举步维艰。为了从根源上克服三大区域问题病症，我国必

须制定完善的区域政策，运用有效的区域援助工具帮助三类问题
区域改善其经济发展处境。而在这一过程中，工作的难点不在于
制定多么完美的区域战略，也不在于为问题区域投资多么巨大的
援助金额，而在于促进我国区域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运用法制
手段促使各项区域政策和规划能够落到实处，保障区域经济在一
个良好、有序、稳定的环境中正常运转，保证区域经济行为受到

区域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护。因此，只有大力推进我国区域法制
建设的工作进程，完善我国区域法制实施的内容和程序，才能从
制度上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节　中国区域法制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区域法制体系

区域法制是指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若干行政区域，为了促
进经济发展，解决在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逐
步形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法律规范系统的总称。具体而言，我
国区域法制体系主要由区域性地方法规、区域性行政协调、区域

经济政策和区域性软法几大部分组成，然而这几部分内容并非彼
此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包容，甚至互有重叠。例如我国各类区域
性行政规划就同时具有三种属性，即它既属于区域性行政协调，

又可以被涵盖于区域经济政策和区域性软法的类别之内。

１．区域性地方法规

区域性地方法规重点在于强调地方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即区
域性地方法规的制定应以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实际需求为
导向，相应的，此法规的适用范围也应当仅限于这一特定区域。

当这里所指的区域在省级行政区内时，此时区域性地方法规只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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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该省级行政区内所指的特定区域，而不适用于该省级行政区

的其他区域，这是对区域地方性法规较为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

来说，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这种特定区域的划分有时也不仅仅

限于某一省级行政区之内，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突破省级行政

区划的限制，形成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跨省级联动特定区域。例

如我国长江三角洲，泛珠三角洲及东北老工业经济发展区域等。

然而我国并没有对跨省级的区域立法的主体作出详尽的规

定，使得这种广义上的区域地方性立法缺乏法律的支撑，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那样，“关于地方政府立法权限的规定，我国现行法

律只规定了具有地方行政立法权的省级、省会城市、较大城市的

政府的立法权限，它们的立法事项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以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

体行政管理事项。由于区域行政立法主体上的法律缺失，因而，

对区域行政立法委员会的立法权限，也缺乏法律上的规定。为

此，有必要在相关法律中作出规定”①。

２．区域性行政协调

区域性行政协调是指以保障法制统一，减少行政成本为目

的，以行政机关平等自由签订的行政契约为基础，以行政首长联

席会议为运作形式的区域性法制协调模式。在我国，区域性行政

协调主要以区域性行政协议和区域性行政规划的模式出现，有时

还以区域合作备忘录、倡议书或意向书的形式出现。目前，区域

性行政协调是我国区域法制体系中生命力最为旺盛、关注度最

高、所占比重最大的组成部分。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和泛珠三

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模式来看，大量区域性行政协调的出现，不

仅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我国区域法制建

９

① 王春业．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法制协调模式的选择———论区域行政立法模式
及其构建 ［Ｊ］．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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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创造了先决条件。当然，我国现阶段区域性行政协调的制定和

运行程序还不够完备，不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诸多缺

陷，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完善其相关理论，并在实践中

进行创新。

３．区域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政策是我国区域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

区域法制框架尚未完全建立的时期，区域政策为我国区域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区域经济政策最早兴起于英

国和美国，也通常被称为区域政策、区域规划政策、区域发展政

策等，是各国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区域问题的

重 要 工 具。美 国 区 域 经 济 学 家 约 翰 · 弗 里 德 曼 （Ｊｏｈ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对区域政策进行了定义，他认为
“区域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发展 ‘在什么地

方’。它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只有通过操

纵国家政策变量，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未来作出最有用的贡献”①。

经济学家Ｃ·罗杰 （Ｃ·Ｒｏｇｅｒ）在１９８０年将区域政策定义为
“所有旨在改善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公共干预；区域政策实际上

试图修改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空间结果，以实现两个相关的目

标：经济增长和良好的社会分配”②。这两个概念分别从区域政

策的制定主体和目的对区域政策进行了概念诠释，综合上述观

点，张可云教授给出了一个较为规范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定义：

“所谓区域经济政策，又称为区域政策，是政府 （主要是指中央

０１

①

②

Ｊｏｈ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转引自张可云：《中国区域政策研究与实践缺陷和未来方
向》，载 《湖湘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Ｎ．Ｖａｎｈｏｖｅ　ａｎｄ　Ｈ．Ｌ．Ｋｌａａｓｓ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ｘｏｎ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０．转引自张可云：《中国区域政策研究与实践缺陷和未
来方向》，载 《湖湘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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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

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

用所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

保持区域分配合理。”①

４．区域性软法

“一般认为， ‘软法 （ｓｏｆｔｌａｗ）’概念这个舶来品，起源于

西方国际法学。在学术著述中，软法有多种表述形式，诸如 ‘自

我规制’‘志愿规制’‘合作规制’‘准规制’等。尽管作为概念

的软法在国内公法学著述中鲜有提及，但作为现象的软法却在国

内公法中早已存在、普遍存在。”② 在实践中，公法领域的软法

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体现：“其一，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等社会

自治组织规范其本身的组织和活动及组织成员行为的章程、规

则、原则；其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如村委会、居民委员会）

规范其本身的组织和活动及组织成员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

其三，人民政协、社会团体规范其本身的组织和活动及组织成员

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以及人民政协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时制

定的有外部效力的纲领、规则；其四，国际组织规范其本身的组

织和活动及组织成员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其五，法律、法

规、规章中没有明确法律责任的条款 （硬法中的软法）；其六，

执政党和参政党规范本党组织和活动及党员行为的章程、规则、

原则 （习惯上称之为 ‘党规’‘党法’），这些章程、规则在其党

内能够起到规范的作用，故亦应列入软法的范围。”③ 在我国区

域法制的发展进程中，软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大部分的区

１１

①

②

③

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６．
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 ［Ｊ］．

中国法学，２００６ （２）．
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 ［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６ （２）．



!"#$ %&’(!!

域性行政协调皆以软法的形式呈现，因此，区域性软法亦是我国

区域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法制建设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特

别是推进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巨大成就，对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积累了丰富经验。”①

１．长三角法制建设概况

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面积约

四万平方公里，泛指镇江、扬州以东长江泥沙积成的冲积平原，

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及浙江省杭嘉湖地区。长江三角洲顶

点在仪征市真州镇附近，以扬州、江都、泰州、姜堰、海安、栟

茶一线为其北界，镇江、宁镇山脉、茅山东麓、天目山北麓至杭

州湾北岸一线为西界和南界，东止黄海和东海。

区域发展意义上的长三角其含义也随着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

不断变化。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

上海经济区建立最初的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

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１０个城市。

１９８６年，上海经济区扩大到了五省一市，包括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和福建。１９９２年由上海、无锡、宁波、舟山、

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

江１４个市经协委 （办）发起、组织，成立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

协作办 （委）主任联席会。１９９７年，上述１４个城市的市政府和

２１

① 参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发 〔２００８〕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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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泰州市共１５个城市通过平等协商，自愿组成新的经济

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① ２００３年，台州市在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会议上被接纳为正式会员。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颁发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长三角为江苏

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两省一市全境，苏北和浙西南被纳入长三

角。２０１０年３月在浙江嘉兴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

次市长联席会议宣布，协调会成员由此前１６个增至２２个，即长

三角核心城市群扩容，不仅吸收盐城、淮安、金华、衢州等４个

苏浙城市为新会员，而且让泛长三角区域内的合肥、马鞍山两个

安徽省的城市也正式 “加盟”。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３日，长江三角洲

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正式吸收徐州、芜

湖、滁州、淮南、丽水、温州、宿迁、连云港等８座城市成为长

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至此，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

会会员城市扩容至３０个，成员城市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全境以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芜湖等地市。

长三角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改革开

放以来，该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越的投资环境和

良好的市场潜力，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资本的大量投入，尤其是

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长三角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发

展。长三角以不到１％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五分之一的

ＧＤ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

极大的贡献。

２．长三角法制建设模式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指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

３１

①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载联合早报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ｃｎｙａｎｇｔｓｅ／

ｐａｇｅｓ／ｃｎｙａｎｇｔｓｅ＿ｚｘ０５０４２０．ｈｔｍｌ，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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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联

合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

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
程。”① 随着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进程也逐步加快。在这一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国家提出了以内
部协调合作的模式来处理长三角内部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２００８
年８月７日，国务院批准 《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指导
意见》非常注重长三角内部协调问题，强调 “推进长三角地区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上海、江苏、浙江和中
央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合作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在高起点上争创新优势，实现新跨
越”②。在这一基本精神的引领下，为了保障区域经济迅速、有
序地发展，长三角地区以区域发展现实为基础，大胆创新，在实
践中探索出了以法制协调机制为主的区域法制建设模式。

时任上海市协作办经贸处处长的费金森指出，在合作机制方
面，现存的长三角内部协调机制涉及三个层面的三个会议：一是
自２００１年起每两年由三省 （市）省 （市）长参加的 “江浙沪省
（市）长座谈会”；二是由长三角１５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 “经
济协调会”，每两年一次；三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就存在的
“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议上形成的决策
和方针。③

４１

①

②

③

陈剩勇，等．区域政府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Ｊ］．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４ （１）．
《温家宝主持常务会议通过推进长三角发展指导意见》，载中央政府门户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０８／０８／０６／ｅｏｎｔｅｎ１０６５９０８．ｈｔｍ，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访
问．

李春燕．建立长三角地区立法协调机制 ［Ｃ］／／叶必丰．长三角法学论
坛———论长三角法制协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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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随着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前，长

三角法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即行政契约制度①、

首长磋商制度和中央协调制度。

第一，行政契约制度。“行政契约制度在长三角的经济一体

化和法制协调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缔结主体，是长三角地区的

行政机关，即省、市人民政府或职能部门，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

约；缔结形式是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包括长三角１６市的市长联

席会议、经协委 （办）主任联席会议和职能部门行政首长联席会

议。”② 在实践中，这种行政契约通常以 “共同宣言” “合作协

议”等形式表现。例如２００３年４月江浙沪２０个城市人事部门签

署了 《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为三地人才开发一体

化进程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４年６月苏浙沪三地人事厅 （局）和长

三角１９个城市人事局签署的 《关于开展人事争议仲裁业务协助

和工作交流的协议》 《关于三地引进国外智力资源共享的协议》

和 《关于定期举办网上人才交流大会的协议》，使三地的人才开

发一体化框架从纸面走向实践，将合作构想制度化、实务化，为

之后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建立和行政协议制度的完善树立了良好的

典范。

第二，首长磋商制度。“磋商沟通制度是指以长三角自２００１
年起定期召开 ‘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为基础建立的两

省一市常务副省 （市）长通过直接对话磋商，确定合作关系及内

５１

①

②

行政契约，一般是指 “以行政法上之法律关系为契约标的 （内容），而发生、

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之权利义务之合意”。在长三角地区的实践中和经济学界，一般
都称该制度为市长、厅局长、主任联席会议制度，行政契约是联席会议所达成的一
种结果。但在法学上，所重视的就是这种结果，而不是联席会议本身。参见叶必丰：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法制协调》，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叶必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法制协调 ［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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