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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胡 伟 李 钢

摘 要：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

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人》在2017年8月，从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发展的影响、雄安新区的基本

情况判断、雄安新区建设与展望、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等5个方面出发，设置25个问题对国内研究经济学的专

家及学者群体进行定向问卷调查。调查发现，研究人员对雄安新区的发展与建设普遍持乐观态度，但乐观中也带

着审慎，他们并不认为雄安新区的宏大目标能轻易实现，研究人员们普遍认为雄安新区需要经过30年左右的建设

与发展时间才能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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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适应。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

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

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意义重大。

一、调查问卷设置情况概述

为了解国内学者对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思

考和判断，2017年 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学人》杂志联合进行了一次对

中国经济学者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从《中国经济

学人》的专家数据库中抽取1066位经济学者进行邮

件问卷调查，并从中国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号中进行

定向调查，于两周内收到225份调查反馈，其中有效

样本共219份，受访经济学者大部分来自高等院校，

约20%的受访学者来自科研院所（见图1）。

图1 受访经济学家所在地区分布情况

18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19.0044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受访经济学者的地区分布来看（见图 1），受

访人员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受访总人数的

62.56%，其中京津冀三省（市）的受访人员占受访总

人数的 28.77%；中部地区次之，占受访总人数的

19.63% ；西部地区受访人员占受访总人数的

15.07%；东北地区受访人员占受访总人数的2.74%。

本次调查主要就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对

京津冀发展的影响、雄安新区的基本情况判断、雄

安新区建设与展望、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等 5
个方面展开调查。针对国家对北京“全国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

都功能定位，本次调查从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设置

6个问题，涉及哪些在京机构应迁入雄安新区、在京

名牌高校该以何种形式迁入雄安新区、在京医疗机

构该以何种形式迁入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否会成

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央企总部聚集基地、在京央

企该（将）以何种形式迁入雄安新区、随迁职工子弟

在高考时应享受何种待遇等议题；针对雄安新区设

立与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本次调查设置

设立雄安新区对北京发展最显著的影响、雄安新区

设立对北京房价的影响、设立雄安新区对天津发展

的最显著影响、设立雄安新区对河北发展的最显著

影响等 4个方面的议题；为深入了解经济学者对雄

安新区的基本情况判断，本次调查设置新区未来发

展最重要的战略定位、新区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

系、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相比雄安新区发展的最

大劣势、相比其他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最大的优势

等 4个方面的议题；针对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发展

的预期，本次调查设置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

资金的最主要来源、雄安新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初

现成效、雄安新区对社会发展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会

在多长时间内与深圳特区或浦东新区相当、需要多

少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与北京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

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与天津相当的公共服

务水平、需要多长时间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

擎、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等7个议题；针对社会各界

对雄安新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期盼，本次调查设置雄

安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雄安新区在发展过程

中将取得哪些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雄安新区在发

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扮演、雄安新区的住房

制度试行方案等4个议题。

二、对设立雄安新区的四个基本判断

关于雄安新区的行政定位、雄安新区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关系、雄安新区发展的最大劣势与优

势，本次调查设置了相应的 4组问题并得到了对应

的4个基本判断。

1.雄安新区的行政定位宜为副省级行政区

自 2017年 4月 1日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国家层

面尚未对雄安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做出明确规定，

社会各界对雄安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也有各种猜

测，鉴于此，中国经济学人就此问题向经济学者们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根据调查，经济学者普遍认为雄安新区的行政

定位应为副省级行政区，也有近 1/4（24.31%）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直辖

市。30.73%（21.10%+9.63%）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

雄安新区应由河北直管，其中21.10%的受访经济学

者认为雄安新区应设置为计划单列市；22.02%的受

访者认为雄安新区应由京津冀三地共同管理，

20.18%的受访者认为既然雄安新区作为疏解非首

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宜由北京进行飞地管辖。甚

至也有经济学者（0.46%）认为雄安新区可作为天津

图2 对雄安新区行政隶属关系的判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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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下辖的副省级行政区①。综合经济学者们的判断，

雄安新区最有可能定位为一个副省级行政区，但其

具体归属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见图2）。
2.雄安新区将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良好互补

雄安新区的设立有利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的形成，有利于打造一个新的创新高地，有利于生

态环境的修复，其发展定位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对京津冀三地整

体功能定位高度契合，有利于京津冀地区整体功

能定位作用的发挥。在雄安新区未来发展最重要

的战略定位方面，31.05%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

新区最有可能定位为首都副中心，与北京城市副

中心一起形成北京的“两翼”，21.00%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雄安新区最重要的战略定位是科技创新

新城，15.53%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最重

要的战略定位是高端产业发展集聚地，也有

14.61%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应发挥部分

国家行政职能（见图3）。

图3 对雄安新区战略定位的判断情况

可见，在新区的战略定位上，经济学者们的判

断与国家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是一致的，经济

学者们普遍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发展将显著促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将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

“一体两翼”的北京空间优化新格局。

3.雄安新区发展最显著的劣势在于其政治导向

显著、市场驱动不足

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设立之后又

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承载了党和国家

的厚望。相比于当年的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

雄安新区发展的最大劣势是什

么？根据调查结果，36.99%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发展

的最大劣势在于政治导向显著、

市场驱动不足，表明经济学者们

担心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以行政

力量为主导，从而制约市场机制

作用的有效发挥；22.83%的受访

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

基础较差，对政策的依赖性较

强，这将成为影响雄安新区发展

的不利因素；16.89%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相比于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

新区地处内陆腹地，缺少沿海优势，也即从地理区

位来看，雄安新区的区位条件存在较大的不足。

15.98%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由于北京和天津两市

的发展显著优于雄安新区，北京和天津在区域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虹吸效应会制约雄安新区发展新动

能的形成。4.11%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

生态承载能力较低，在生态环保方面会对新区的发

展形成较为明显的制约。仅有 3.2%的受访经济学

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开放引领示范作用不显著，表

图4 对雄安新区发展劣势的判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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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济学者们对雄安新区在深入拓展开放新领域

方面寄予厚望（见图4）。
4.雄安新区发展最显著的优势在高层领导重视

作为中国第 19 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在设

立之初便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么相比于其他国

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最显著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

面呢？结合调查发现，41.55%的受访经济学者认

为高层领导的重视是雄安新区发展最显著的优

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考察调研，在

雄安新区前期谋划、研究论证、批准设立的每一个

阶段都做出重要指示或批示，亲自交代每一项任

务。27.4%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设立与

发展的显著优势在于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需

求，随着雄安新区各项建设的持续推进，将有助于

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的形成，助力京津冀与沪宁杭、

粤港澳一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15.07%的受访经

济学者认为良好的顶层设计是雄安新区发展最为

显著的优势，顶层设计有助于雄安新区在短期内

实现快速发展。仅 8.22%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

厚的国力保障是新区发展最为显著的优势，由此

也说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入，创新

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将逐步深入人心，经济学者

们普遍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并不依赖于雄厚

的国力来保障。尽管雄安新区位于京津冀地区，

且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但经济学者们并不

认为其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显著优势，仅 7.76%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其发

展的显著优势（见图5）。

图5 对雄安新区发展优劣势的判断情况

三、雄安新区设立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

六项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北京定位为全

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为契合北京首都功能的定位，势必有大量的

在京机构需要迁往天津、河北或雄安新区，以达到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

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重点承

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

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

能要。

1.央企直属（下属）企业最有可能从北京迁移至

雄安新区

经济学者认为最有可能从北京迁移至雄安新

区的是央企直属（下属）企业，近 2/3（66.21%）的受

访经济学者持有这一观点。有 58.90%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部分名牌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所或两所）应搬

迁至雄安新区。57.99%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非行

政职能的部属事业单位应疏解至雄安新区，超过半

数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部分三甲医院（57.08%）、大

型企业总部（民营企业）（54.79%）应搬迁至雄安新

区，也有接近半数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央企总部

（49.77%）、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47.49%）应疏解至

雄安新区。由此可以看出，更多的经济学者倾向于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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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央企直属（下属）企业疏解至雄安新区更符合

当前的发展现状（见图6）。
2.目前在京著名高校整体校区迁往雄安新区的

可能性并不大

针对在京名牌高校迁入雄安新区的问题，经

济学者认为，在中央没有明令要求某个具体高校

迁址雄安新区之前，在京著名高校整体校区迁往

雄安新区的可能性并不大。仅 29.68%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在京名牌高校应采用整体校区搬迁的形

式迁往新区，其中 16.89%的受访者认为在京名牌

高校应分阶段逐步搬迁，12.79%的受访者认为在

京名牌高校应一次性整体搬迁；70.32%的受访者

认为在京名牌高校应通过不同的形式部分迁入，

其中 38.81%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设立分校或二级

学院是一种较好的形式，17.81%的受访经济学者

认为以部分院系迁入的形式为佳，也有 13.70%的

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应通过以新设研究院的形式进

行高校迁入。综合经济学者们的判断，如果在京

著名高校迁往雄安新区，以整体校区迁入雄安新

区的可能性并不大，这说明优势教育资源整体落

地雄安新区尚有难度。由此也表明，尽管众多高

校都愿意助力雄安新区发展，但在京著名高校整

体校区迁往雄安新区的难度颇大，在党中央、国务

院没有明文要求的情况下，在京著名高校更倾向

于以在雄安新区设立分校或二级学院的形式进行

一部分教育资源的转移（见图7）。

图6 对从北京疏解至雄安新区的机构（单位）的判断情况

图7 对在京著名高校如何迁入雄安新区的判断情况

3.在京医疗资源不会大量向雄安新区转移，转

移以新增优势医疗资源为主

北京人口集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优势资源过

于集聚，将除首都功能定位外的优势资源疏解至雄安

新区将极大地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将加速雄安新

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在北京的医疗机构将以何

种形式迁移至雄安新区为佳的问题上，36.07%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应以在雄安新区设立分院的形式将

部分在京医疗资源转移到雄安新区；32.88%的受访

经济学者认为应以多个医院合作成立新医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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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对在京优势医疗资源迁入雄安新区的判断情况

4.雄安新区在短期内难以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

二个央企总部聚集基地

自雄安新区设立以来，中船重工、航天科技集

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交建、中石化等纷纷表

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对接雄安新区建

设，有些央企已明确表示将拿出“迁企”的实际行动。

根据调查，经济学者们认为雄安新区难以成为

继北京之后第二个央企总部聚集基地。如果政策执

行到位，各项福利措施配套齐全，超过半数

（20.09%+11.42%+25.57%）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会

有一定量的央企总部搬迁至雄安新区。36.99%
（11.42%+25.57%）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将有10家以

上的央企总部全部搬迁到雄安新区，其中25.57%的

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将从北京迁入不少于 20家的央

企总部；20.09%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央企总部迁入

雄安新区还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力度和迁入职工的各

项福利安置措施。此外，也有另一部分受访经济学

者持有不同的观点，34.25%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在

京央企更倾向于在雄安新区设立新的功能型总部，

同时保留原在京总部；仅 5.48%的受访经济学者担

心大批央企总部迁入雄安新区会影响雄安新区创新

机制的形成，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央企总部的集聚并

不会对地区的创新机制造成不利影响。综合判断，

央企纷纷表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并不意味着在京

央企总部会集体搬迁至雄安新区，央企总部迁与不

迁，以及迁多少，对政策的依赖性较大（见图9）。

图9 对在京央企总部迁入雄安新区的判断情况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进行转移；13.70%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应采用与当

地医院合作的方式进行医疗资源的转移；仅11.42%
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部分在京三甲医院适宜于整体

迁入雄安新区。由此也表明，尽管当前北京面临着较

大的人口疏解压力，且雄安新区对优势医疗资源有着

巨大的需求，但这些情况并不会造成在京医疗资源向

雄安新区的大量转移，而是更多地以新增优势医疗资

源作为转移的主要部分（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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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京央企最有可能以成立分总部（原在京总

部保留）的形式迁入雄安新区

通过调查显示，雄安新区在短期内难以成为央

企总部集聚地，但经济学者们也认为，如果政策执

行到位，将有一部分央企迁入雄安新区，不过，在具

体迁入形式上，经济学者们的观点各有侧重。根据

调查，30.59%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在京央企最有可

能以成立分总部（原在京总部保留）的形式迁入雄

安新区；21.46%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应该将企业总

部及其所属单位全部迁入雄安新区；18.72%的受访

经济学者认为应该将总部迁入，部分所属单位保

留；17.35%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应该以分公司或项

目部的形式迁入；11.87%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可以

采用总部部分功能迁入的形式（见图10）。

图10 对在京央企迁入雄安新区的判断情况

6.应着力解决随迁职工子弟的生源待遇问题

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

载地，按照国家战略部署要求，雄安新区将承接大

量从北京迁入的央企（及其下属机构）、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等，这些单位工作人员子弟随迁后的高考

待遇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根据调查，超过80%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由北

京疏解至雄安新区的单位随迁职工子弟至少也应享

受优于河北生源的待遇。31.96%的受访经济学者

认为在京单位迁往雄安新区，其职工子弟应享受北

京生源的待遇；31.05%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随迁

职工子弟应享受特殊定制，优于河北但不优于北京

和天津生源的待遇；更有14.16%的受访经济学者认

为随迁职工子弟应享受优于京津冀生源的特惠待

遇；仅有18.26%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随迁职工子弟

应与河北生源享受同等待遇。综合经济学者们的判

断，尽管雄安新区目前隶属河北，但雄安新区作为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必将有大量的在

京工作人员由于各种原因转移到雄安新区，为进一

步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应着力解

决随迁职工子弟的生源待遇问题，随迁职工子弟至

少应享受优于河北生源的高考待遇（见图11）。

图11 对随迁职工子弟该享受何种生源待遇的判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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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调查研究，就目前的政策体系来看，

如果中央没有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约束在

京机构或单位从北京疏解至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

设立可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从北京转移了较少部

分的非首都功能。对于高等院校、央企总部等拥有

较多职工的单位来说，如果只是部分迁移，并不能

在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如果中央不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可能也会使各在京

机构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为名，在雄安新区继续开

枝散叶、开疆拓土，虽然这实际上也促进了雄安新区

的建设与发展，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效用将会

大打折扣，与设立雄安新区的初衷相悖。由此，根据

本次调查，雄安新区能否成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

中承载地，还有待具体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四、雄安新区设立对京津冀发展的四大影响

雄安新区设立之初就着眼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无论是从其战略定位来看，还是从其现实发

展来看，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都

将是史无前例的。

1.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显著促进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

雄安新区将对北京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呢？根据调查，超过半数（51.83%）的受访经济学者

认为雄安新区将显著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27.06%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将与北京在功

能上形成互补；11.47%的受访者认为雄安新区将有

效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仅3.67%的受访者认为雄安

新区将在一定程度上与北京抢夺优势资源。由此可

以看出，绝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的设立是高

度认可的，一致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北京的

发展将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综合经济学者们

的判断，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为北京的发展带来

持续利好，不仅有助于加速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还将与北京形成互动互补的发展格局（见图12）。

图12 对雄安新区如何影响北京发展的判断情况

2.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并不能有效改变北京

房价的上涨态势

房价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

话题，尤其是北京的高房价已严重影响首都人民的

生活质量与创新能力的发挥，致使很多具有创新能

力的年轻人疲于应对一路高涨的房价。本次调查

就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北京房价的影响进行

了试探性调查，调查发现，超过半数（51.84%）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设立后北京的房价将维

持上涨趋势，其中44.04%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

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有效延缓北京房价的快速上

涨，但并不能改变其上涨趋势，也有7.80%的受访经

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加速北京房

价的上涨。仅有 18.81%（3.67%+15.14%）的受访经

济学者认为未来北京房价会呈现下降趋势，其中

3.67%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将延缓北京房价的下降趋势，15.14%的受访经济学

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加速北京房价的

下降趋势。也有 29.36%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将雄

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基本不会对北京的房价产生

影响。综合经济调查判断，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或将有助于疏解北京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在

京购房的刚性需求，从而有可能延缓北京房价快速上

涨的态势，但并不能有效改变北京房价的上涨趋势。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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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为天津带来利好与

挑战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所做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那么，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天津

发展的最显著影响是什么呢？根据调查，雄安新区

将为天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同

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与天津抢夺优势资源。

28.77%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

展将为促进天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的发展

契机，有助于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扮演更

为重要的角色，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有部分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天津发

展将造成不利影响，由于雄安新区的定位为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28.77%的受访经济学者担心处于政

策高地的雄安新区将对天津形成明显的政策挤压，

并将在一定程度上与天津抢夺优势资源。此外，也

有 16.44%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将与天津

在功能上形成互补。综合经济调查判断，超过半数

（58.45%=16.44%+28.77%+13.24%）的经济学者认

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为天津未来的发展带

来重大利好，也有不少经济学者（41.56%=28.77%+
12.79%）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对天津发展

提出新的挑战（见图14）②。

图13 对雄安新区影响北京房价走势的基本判断情况

图14 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天津发展影响的判断情况

4.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极大促进河北的发展

根据调查，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

展将极大促进河北的发展。31.19%的受访经济学

者认为雄安新区将弥补河北的发展短板，拉近河北

与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差距；23.39%的受访经济学者

认为雄安新区将成为引领河北发展的新增长极；

21.10%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将带动整个

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仅有 16.97%的受访经济学

者对此表示忧虑，担心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会吸

附河北的优势资源。整体而言，经济学者们认为雄

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河北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

促进作用（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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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观点，受访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的建

设与发展将对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带来的影响并

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不过大部分经济学者认

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三地的发展，以及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以正向为主，虽然也有少数经

济学者对雄安新区将如何影响天津、河北的发展表

示些许忧虑，这也正说明经济学者们并没有盲目跟

风，而是在理性地思考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与作用的

发挥。

五、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三大预期

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意义重大，通过本次调

查，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不应以财政资金为主，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应是

高端高新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雄安新区的建设很

难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就，需经历30年左右的发展

历程才能成效显著。

1.财政资金不应该是支撑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
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

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雄安新区建设初期需要新建大量的基础设施，因而

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在资金的主要来源方面，经

济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仅有不到1/4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应由财政资金来

支持，具体体现为 23.74%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

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主要来源于财政直

接拨款；17.81%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主要来源于央企、国企投资；

21.92%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应广泛动员多方资本，让社会资本直接参与

共建；19.18%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应雄安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应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共同投资

开发（见图16）。

图15 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对河北发展影响的判断情况

图16 对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的判断情况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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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最有可能是高端高新产

业和智能制造产业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注重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

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而规划建

设雄安新区的关键是创新要素集聚产业，把雄安新区

规划成产业集聚的平台。通过本次调查，在雄安新区

未来主导产业发展方面，有71.23%的经济学者认为

高端高新产业将是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有60.27%

的经济学者认为智能制造产业将是雄安新区的主导

产业，随后依次有学者认为雄安新区未来的主导产业

可能是文化创意产业（支持率为48.40%）、现代服务

业（支持率为 45.21%）、电子信息产业（支持率为

41.55%）、其他产业（支持率为6.85%）。由此可见，大

部分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最有可能是

高端高新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其次有可能是文化创

意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见图17）。

图17 对雄安新区主导产业发展的判断情况

3.雄安新区的建设需经30年左右才能成效显著

雄安新区的设立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

国内外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党中央、国

务院对雄安新区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寄予厚望，

社会各界对雄安新区的发展前景也进行了多视角

解读。然而，雄安新区设立伊始，其建设与发展不

可避免地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经济学者对雄安新

区的建设与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根据调查分

析（见表1），大多数的经济学者预期，雄安新区将通

过 10—2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各项目标。从国内经

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

设立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现

如今，雄安新区将如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备受

瞩目，在雄安新区对社会发展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方

面，经济学者更倾向于认为雄安新区需要20—30年

的时间才能达到与深圳经济特区或上海浦东新区

相当的水平。可见，经济学者并不认为雄安新区的

建设将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就，也需要像深圳经济

特区或浦东新区一样经历 3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才

能成效显著。

调查研究发现，雄安新区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第

20—30 年的时候，在表 1 的五项调查中，仅有两项

表1 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建设取得成效的期许

时间预期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初显成效

对社会发展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会在多长时
间内与深圳经济特区或浦东新区相当

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与北京相当的
公共服务水平

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与天津相当的
公共服务水平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10年以内

27.06％
8.29％

9.72％

26.85％

8.33％

10—20年

45.88％
27.19％

25.93％

32.87％

31.48％

20—30年

13.30％
31.34％

24.07％

23.15％

22.22％

30—50年

8.72％
20.28％

22.69％

10.19%

18.98％

50—100年

2.75％
4.61％

10.65％

2.31％

9.72％

更长时间

2.29％
8.29％

6.94％

4.63％

9.26％

20年之内

72.94％
35.48％

35.65％

59.72％

39.81％

30年之内

86.24％
66.82％

59.72％

82.87％

62.04％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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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有 72.94%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

设将在 20年之内能初见成效，仅 27.06%的受访经

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将在 10 年之内初见成

效。在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完善进度方面，

59.72%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将在 20年之

内达到与天津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仅35.65%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将在 20年内达到与北京

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北

京的公共服务水平远高于天津，且雄安新区要想在

30年内达到与北京公共服务相当的水平还有一定

的难度，毕竟仅有 59.72%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 30
年之内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将达到与北京相

当的水平，而竟有高达82.87%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

雄安新区将在30年之内能达到与天津相当的水平。

雄安新区绝非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

区，创新驱动将是雄安新区的发展基点，进行制度、

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吸引高端高新技术企

业集聚，建设集技术研发和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

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是雄安新区发展

的必由之路。有学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借

助北京巨大的科技创新潜力，发挥市场优势和创新

体制优势，形成具有创新优势的新型特区，推动创

新发展和引领型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创新节点。经

济学者对此是否持有不同观点呢？进一步分析表1
中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擎的

判断，发现并非所有的受访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成

为创新驱动引擎都持乐观态度，有37.98%的受访经

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在 30年之内还难以成为创新

驱动引擎，其中有将近 20%（9.26%+9.72%）的受访

经济学者认为雄安新区

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

擎需要 50 年以上的时

间，这表明仍有相当一

部分的经济学者对雄安

新区能否建设成为创新

驱动新引擎持观望或审

慎态度。

综合以上观点，本

次调查的受访经济学者

认为财政资金不应该是

支撑雄安新区基础设施

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最有可能是高端高新产业和智

能制造产业，其次有可能是文化创意产业、电子信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雄安新区的建设很难在短期内

取得较大成就，需要像深圳经济特区或浦东新区一

样经历3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才能成效显著。

六、雄安新区体制机制创新的三个重点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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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市场活力。

1.雄安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在行政与

市场两方面

根据本次调查，雄安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主要体现在行政色彩浓厚与市场机制活力不够两

个方面。72.60%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行政色彩浓

厚是雄安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58.45%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活力不够是雄安新区发展与体

制机制创新的主要障碍。接近半数（45.66%）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政策持续性或将是雄安新区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障碍，这表明也有不少的经济

学者对政策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由此也说明，在

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各项政策

的持续性，也是经济学者较为关注的议题。除此之

外，也有为数不少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地方主义思

维模式（35.16%）、人才工作机制（29.68%）与户籍制

度（28.31%）也将对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形成

一定的制约，但其负面影响不及行政色彩浓厚和市

场机制活力不够两方面显著（见图18）。

图18 对雄安新区体制机制障碍的判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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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雄安新区的建设更多以政府为主导，市场

配合

在雄安新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

如何扮演？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真能有效发挥吗？根据调查，本次的受访经济学者

并不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市场能发挥资

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至少从目前情况看，部分经

济学者认为还有一定难度，仅有37.90%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市场作用将大

于政府作用，其中15.98%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市场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仅有

19.18%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与

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将扮演相当的角色，即政

府 50%+市场 50%。可见，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在

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应更多地是政府为主导，市

场配合（见图19）。

图19 对政府与市场在雄安新区发展过程中角色扮演的判断情况

3.雄安新区将在住房制度、户籍制度、行政服务

制度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雄安新区的发展存在一些

体制机制障碍，但随着雄安新区的发展与完善，经

济学者们普遍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发展过程中，将在

住房制度、户籍制度、行政服务制度等方面取得体

制机制创新的重大突破。根据经济学者们的判断，

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是住房制度，67.58%的受

访经济学者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住房制度将取得重大突破，由

此也表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住房制度已成为急需

实现创新突破的重大议题，同

时，住房制度问题也是建设雄

安新区需要着重解决的问

题。根据调查，在体制机制创

新方面，经济学者们最为关注

的是住房制度，其次是户籍制

度，接下来才是行政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制度、教育

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由此可见，经济学者们所高

度关注的问题，也正是与广大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问题，如住房制度与户籍制度都是居民生活的最基

本问题。经济学者们关注的雄安新区的建设重点，

首先是居民生活的现实需要，其次才是居民工作的

相关制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雄安新区的

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好与居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问题（见图20）。

图20 对雄安新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判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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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经济学者们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

与发展过程中住房制度极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雄安新区设立之时，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强对雄

安新区与周边区域的统一规划管控，避免城市规模

过度扩张，促进雄安新区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国

家也将在雄安新区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道路，控

制房地产价格，保障民众住房需求。同时，京津冀

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也表示，雄安新区将

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通

过广泛调查，近 1/3（30.88%）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

雄安新区的住房制度试行方案最有可能是试行以

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17.97%的受访经

济学者认为最有可能的试行方案是限制商品房的

开发比例，并严格限定商品房价格；17.51%的受访

经济学者认为可以在雄安新区对商品房试行房产

税，推行新的商品房制度，也有 11.98%的受访经济

学者认为雄安新区将不设商品房，全部采用公租

房的形式。此外，有 21.66%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

雄安新区的住房制度试行方案可能采用其他的方

式（见图21）。

图21 对雄安新区住房制度创新的判断情况

综合上述观点，本次调查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

行政色彩浓厚与市场机制活力不够是当前雄安新

区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障碍；也有相当一部分

的受访经济学者认为在未来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

中，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

作用，而当前雄安新区的建设更多的是政府主导、

市场配合。此外，经济学者们普遍认为在雄安新区

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在住房制度、户籍制度、行政服

务制度等方面取得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突破。

七、结论

综合本次调查发现，经济学者对雄安新区的发

展与建设普遍持乐观态度，但乐观中也带着审慎，

大部分经济学者并不认为雄安新区的宏大目标能

轻易实现，学者们普遍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需要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成效显著。

在对雄安新区的基本判断方面，经济学者们认

为雄安新区宜定位为副省级行政区，但对于其具体

的行政归属，经济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雄安新区

的设立与发展将显著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将与

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一体两翼”的北京空间优化

新格局；接近半数的经济学者认为高层领导的重视

是雄安新区发展最显著的优势，但也有相当一部分

经济学者担心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以行政力量为主

导，从而制约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

在雄安新区如何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

面，经济学者们认为最有可能从北京迁移至雄安新

区的是央企直属（下属）企业；根据目前的情况来

看，在京著名高校整体迁往雄安新区的可能性并不

大；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并不会造成在京医疗资

源向雄安新区的大量转移，而是更多地采用加法的

形式，以新增的优势医疗作为转移的主要部分；雄

安新区在短期内难以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央

企总部聚集基地，如果政策执行到位，将有一部分

央企迁入雄安新区；在京央企最有可能以成立分总

部（原在京总部保留）的形式迁入雄安新区，且应着

力解决随迁职工子弟的生源待遇问题。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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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安新区对京津冀的发展影响方面，经济学

者们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对北京的发展

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仅有助于加速北京非

首都功能的疏解，还将与北京形成互动互补的发展

格局，然而这并不能有效改变北京房价的上涨态

势；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为天津带来重大利

好，也将对天津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雄安新区对

河北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

有经济学者担心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会吸附河

北的优势资源。

在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预期方面，经济学者

们认为财政资金不应该是支撑雄安新区基础设施

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雄安新区的建设很难在短期

内取得较大成就，需经历3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才能

成效显著；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最有可能是高端高

新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其次有可能是文化创意产

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在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经济学者们

认为雄安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体现在行

政色彩浓厚与市场机制活力不够两个方面，且短期

内雄安新区的建设更多的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配

合；在雄安新区的发展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体制机制

的障碍，但雄安新区将在住房制度、户籍制度、行政

服务制度等方面取得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突破。

注释

①从样本量来看，仅1位经济学家认为雄安新区应作为天津

飞地进行管辖，该位经济学家并不是来自天津，且其所答问

卷都十分完整，对其他议题的观点与主流观点极为一致，因

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并没有将此作为无效问卷，而是作为该

议题的特例。②此处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项总和略大

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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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exploring a new pattern of optimal development in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layout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ultivating a new engine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August 2017, th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 and the China Economist set up 25 questions to
conduct a direc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from five aspects: non-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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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策地区指向的优化问题研究*

胡 彬 余 子 然

摘 要：在区域政策多样化和密集化的背景下，区域政策地区指向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区域政策地区指向的具体

内涵是指区域政策覆盖的空间范围，即区域政策的直接受益主体；而外延则包括政策的受益形式，即针对特定主体

的区域政策的核心目标、实施内容与适配措施。地区指向作为区域政策指导与反馈机制的载体，具有自上而下的

战略意图分解和自下而上的信息收集与政策效果评价功能。区域政策地区指向的优化应当把握国家战略内涵深

化与扩展的总体方向，关注地区发展转型升级的动态需求，确定区域政策支持的重点地区、动态调整政策目标、主

要内容与措施，并完善其在政策制定体系中的反馈载体功能。

关键词：区域政策；地区指向；国家战略；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9）03-0033-08 收稿日期：2018-1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视角下的城市转型路径与机制研究”（14BJL082）。

作者简介：胡彬，女，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余子然，女，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生（上海 200433）。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