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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将西部地区的交通物流通道

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构建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与陆海新通道建设评

价系统，对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解读，探

索出西部地区以国家新区促进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以陆海新通道促进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的特色发展之路。基于MATLAB软件采用熵值法对 2010—2019年西部

国家级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与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13+1”省市区的通道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测算与评价，采取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水

平。结果表明：①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评分普遍低于国家级新区城市发展评分，

这说明现有的陆海新通道的物流运输能力还不能满足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要

求。②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与陆海新通道建设评价系统耦合协调度低，但近

两年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说明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

具有正面影响。基于模型结果，进而探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发

展机理，本文从两者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融合、产业融合三方面分析解读西部

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发展逻辑与协同联动路径，进一步探究两者协同

联动的保障机制。研究认为，西部国家级新区为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陆海新通道属于远景规划，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建设具有反哺作用。以

西部国家级新区为支点，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

外发展经济贸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部国家级新区 陆海新通道 耦合协调度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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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to

form a new pattern of the background, the western region trade channel

construc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ilding the appraisal system of national new evaluation system

and New land-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six western

state-level new district and New land-sea channel i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 explore the western region district promote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interconnectivity New land-sea channel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Based on Matlab software, the entropy method is adopted to

calculate and evaluate the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estern

state-level new areas and the corrid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13+1" provinc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from 2010 to 2019,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adopt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cores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China are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scor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new area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of the existing land and sea new

channels can not mee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new areas.(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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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western national-level new district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is low,

bu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national-level new district.Results based on the model, this article from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olicy integration and industry

convergence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national district and New

land-sea channe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logic and collaborative

linkage paths, further explor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western national-level new

district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and-sea

passageway. The new land-sea passageway belongs to the long-term

planning and has a feed-back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national-level new district.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and-sea passageways based on the state-level new areas in western Chin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ink rol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o

strengthen the new patter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State-level new district in western China; New land-sea

chann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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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指导意见》，强调推进国家级新区等功能平台建设；构建公、铁、海联运的

物流模式以及西部交通运输大通道。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通过重

构区域尺度、重组行政管理机制、划分特殊功能区，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任务的

综合功能区。依托国家级新区的创新发展，实现对新区腹地的经济带动，是贯彻

新时期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2019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西部陆

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连接中国内陆与中亚、南亚、欧洲的一

条贸易通道。以重庆为原点，向南有三条主通道，通过广西北部湾边境口岸，利

用陆海联运、空海联运等多种运输方式，抵达东南亚、新加坡等地；向北陆海新

通道与中欧国际班列对接，经重庆-兰州铁路等主要西北枢纽经新疆抵达欧洲地

区。陆海新通道是促进信息共享、物流运输、经济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西部国

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作为推进西部大开放形成新格局下的两大政策，两者在推

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实现西部国家级

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发展，关系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关键

大局。

1.1.1 选题背景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务院批准设立浦东新区以来，截至 2021 年，我国已经

设立了 19 个国家级新区。其中，在西部的国家级新区有六个，在西南部有重庆

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四川天府新区、云南滇中新区，在西北部有甘肃兰州

新区、陕西西咸新区。陆海新通道的前身是“南向通道”，2017 年由重庆、广西、

贵州、甘肃 4 省市签署。2018 年，中国和新加坡在重庆签署共建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的备忘录，正式更名为“陆海新通道”。第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

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通知。2019 年 10 月，由重庆市牵头，包括陕

西、云南、贵州在内的 12 个西部省区市，以及海南省和湛江市联合签署合作共

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框架协议。

围绕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所在的省区市分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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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建设陆海新通道的方案规划。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将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成服务能力强，通达程度广、通

关便捷的贸易通道，向北与中欧班列连接，向东和长江黄金水道协同发展。在物

流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将重庆打造为辐射全国的国际物流枢纽，与通道沿线的地

区经济协同发展，整合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开展省际贸易，在对外贸易中，

提升便利化水平。支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使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为重庆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出台了《新时代甘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枢纽制高

点”实施方案》，推进把兰州打造为西北区域中心和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副中

心。西安出台推进通道枢纽建设的规划方案，处于西部中心地带的西安要发挥国

际港务区国际、国内双代码优势，巩固铁路枢纽国内龙头地位，建设为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中心，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通道连接起来。贵阳市出

台《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围绕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提升运输通道

水平、提升城市物流功能、提高枢纽集散能力、加强周边地区协同联动、促进生

态融合发展六个方面展开。成都市发布了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的三年计划，成都

将积极合作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南向开放合作，计划三年建成《规划》中

成都-北部湾出海口的主通道；加快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建设进程，作为

承载南北东西商贸物流的中心枢纽，增强发挥通道建设引领作用；规划建设联动

南北的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因其地理位置，发挥成都的“东蓉欧”中转枢

纽区位优势，向北对欧洲开放，开展贸易往来。云南省政府计划将物流通道的建

设与东南亚邻国进行跨境运输的体制对接，不仅合作共建交通基础设施，而且一

起优化多是联运规则体系的而建设，方便跨境贸易的往来，促进构建连接中国与

南亚地区的铁、公、水、航空综合交通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文立意在于研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

联动机制，事实上并没有将国家级新区与母城、腹地完全割裂，正是由于六个西

部国家级新区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因而将其置与区域主体的位

置。实现西部国家级新区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发展，关系到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新格式形成的发展大局。

1.1.2 研究目的

在当代共同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形成新格局的视角下，将经济发展领域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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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级新区与通道建设领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大战略结合起来，对西部国家

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关系进行分析解读，一方面，西部国家级新区为陆海

新通道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反哺西部国家级新

区，畅通西部国家级新区省际、国际贸易之路。研究目的是根据两者发展现状，

重点通过耦合研究及实证分析两者协同发展水平评价，从而探究两者协同联动发

展逻辑及路径，进而研究两者协同联动发展的保障机制，为促进西部地区地域协

调发展、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

1.1.3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现有的关于国家级新区的研究，大致从尺度重构、辐射带动、经济增长极、

行政模式、社会治理角度的单方面出发，且研究聚焦在东部发达地区，西部国家

级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将国家级新区与其他战略相结合研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

少。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目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达度，推进西部

大开发走向“大开放”；连接“一带一路”，整合陆海交通资源；西部地区通过这

条大动脉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本文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出

发，把视野放到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中国西部，将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

结合起来研究两者的协同联动机制，有利于推动国家级功能性平台的整合研究，

也可以对区域协调和协同发展理论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

（2）现实意义

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起到连接区域合作的作用，设立国家级新

区是中央政府区域重新划分、重建行政管理体制、整合区域资源的措施，具有一

定的政策目的。陆海新通道是在我国西部腹地建立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北连“一

带”，南接“一路”，建成后在发挥整合西部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大

的作用。作为一条贸易通道将西部国家级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联动起来，使

得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上的国家（地区）实现对接，通过对两者联动机

制的路径研究，也可以对区域协调和协同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政策建议，探索出西

部地区以国家级新区促进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以陆海新通道促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的特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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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标与方法

1.2.1 研究目标

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基于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和共

建“一带一路”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探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西部陆海新

通道协同联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保障机制问题。基于这一研究目标，本文重点

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西部国家级新区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协同联动发展现状及水平

做出有效的评价。

第二，对西部国家级新区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现实

路径做出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

第三，对西部国家级新区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的保障机制做出系

统的梳理。

1.2.2 研究方法

本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

逻辑分析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国家级新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经典研究

文献，学习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等经典理论，找准相关研究的前沿

问题和主要症结，从而为西部国家级新区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发展分析

提供理论依据。

（2）实证研究法。首先构建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子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用熵权法测两个子系统的指标权重，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两

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以此解析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的现实

水平，并分解其影响因素。

（3）逻辑分析法。通过归纳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

通道的协同联动发展主要做法，结合经典理论、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来系统梳

理西部国家级新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路径和保障

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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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结构安排

文章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写作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大致做介绍、阐述选题所具备的意义、行文框

架逻辑结构、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以及下一步的

研究计划。

第二部分，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相关文章

研究以及协同发展相关理论研究，并重点介绍耦合测度模型。

第三部分，对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现状、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图 1.1 写作基本框架

第四部分，分析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协同发展核心影响因素，拟运

用熵值法求取评价系统中各指标所占权重，再通过耦合测度模型对西部国家级新

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协同发展进行水平评价。

第五部分，分析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协同联动发展逻辑，拟从

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融合、产业融合三方面探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

设协同联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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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探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协同联动发展的保障机

制，从工作协同阐述政府部门之间应达成怎样的合作，从统筹协同来说明中央政

府应发挥的作用、从信息共享体现了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对通道建设和贸易往来

具有重大的作用、从政策衔接保障各部门齐心共建避免通道建设中出现责任划分

不明确等问题、最后利益调处保障各部门都能从通道建设中取得发展红利促进建

设积极行，从这五方面来探究两者的协同联动保障机制。

第七部分，总结文章的分析过程、得出研究结论。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点

第一，将西部国家级新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结合起来，研究其协同联动发展

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组合创新价值。

第二，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统，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来评价西部国家级

新区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的水平并分解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方法

应用创新。

1.4.2 不足之处

第一，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使用过程中，可能构建的评价系统不够全面，

从而可能会影响测度协同联动发展水平的精准性。

第二，由于理论水平有限，有可能不能完整地梳理二者协同联动发展的内在

机理和现实路径，从而可能使政策参考价值降低。

1.5 下一步研究方向

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可追溯到 2017年，2019年 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陆

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距今不过两年有余。囿于时间长度的因素，现有数据建成

的实证模型不足以体现陆海新通道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协同联动效应，因此本文

的实证模型仅反映陆海新通道战略确立之前的西部国家级新区与西部交通基础

设施的状况，也说明了陆海新通道建设对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除了补充陆海新通道的数据以完善实证模型，全方位反

映陆海新通道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协同联动之外，还可从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与西

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来检测陆海新通道对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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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关于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文献研究

2.1.1 国内外关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文献

（1）国外关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文献

国外关于区域规划与城市建设方面的研究包括 Ebenezer Howard 在 1898 年

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Garden City）、卫星城市理论（Satellite city）、Eliel Saarinen

有机疏散理论（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精明增长（Smart Growth）

及生态城市理论（Eco-City）、宜居城市理论（Habitable city）、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等。由于通讯信息技术进步，生产组织方式发生转变，全球贸易条件

随之改变，生产分工打破了国界的限制，进而跨国公司得以实现全球贸易网络整

合。Scott（1996）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导致了国家角色的转变，使区域和

城市成为一国经济重要增长点，区域迅速崛起，城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此背景

下，Swyngedouw（2000）研究发现欧洲各国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因地制宜的

制定政策，整合区域资源并重新分配。为保障这一点，建立具有国家权威性质的

机构来进行区域规划协调，以保障产业重心城市的区域发展。而在亚洲太平洋地

区，Laquian（2005）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重新划分区域空间，给予政策上的

便利，通过建立经济开发区、科学园区等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吸引外来人口流入，最终形成人口规模巨大、产业聚集的超级大城市。

（2）国内关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文献

目前国内主要从新区治理模式、区域规划、经济增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

方面对国家级新区展开了讨论。从新区治理模式来看，王佳宁和罗重谱（2017）

通过总结归纳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模式，认为国家级新区应该抓创新，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吴晓林（2017）通过研究对国家级新区的管理体制进行

了探讨。晁恒和李贵才（2020）通过各国家级新区的管理模式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市辖区+合署办公”的行政效率最高。因而权力边界模糊

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不太容易发生，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

等管理类型则容易出现权力边界模糊等问题。王佃利等（2016）从行政区域重新

划分的角度，认为国家级新区从管理区域的重塑、行政目标的调整、管理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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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等方面实现了区域的重新组建。从区域规划研究来看，叶姮等（2015）基于

GRNN潜力评价方法对我国新区的功能定位进行了研究。郝寿义和曹清峰（2016）

则从国家级新区作为特殊经济区发展的角度，从定位、特征及发展演变过程来看，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通过行政区域的调整达到经济发展目的的新阶段。国家级新区

作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晁恒等（201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经济

特区的划分、沿海城镇的开放、国家级新区等战略区域的设立，实现差异化的政

策等级支持制度，是区域战略加入全球贸易资本网络，使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汪东等（2017）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指标，对各个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比

较分析，认为国家级新区要实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得至上而下开

展治理完善顶层设计。王志锋等（2019）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发现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与当时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同时发生的，特别

市早期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展国家

级新区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聚集效应、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三

方面。范巧等（2018）从国家级新区辐射带动力出发，认为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地

区辐射的带动力体现在城市拓展、人口迁徙、创新外溢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国家

级新区要成为核心增长极才能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带动力。晁恒（2018）研究发

现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明显高于东部的国家

级新区。

2.1.2 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文献研究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使西部地区经北部湾出海口与新加波、东盟等地开展

贸易往南，向北对接欧洲国际班列直达欧洲。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之前，新加坡

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仅限与沿海地区，未深入内陆西部腹地，因此，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新加坡及东盟的关系，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通达度逐

步提高，目前已经覆盖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通道的地理布局来看，向南

分为三条主通道，其中两条以重庆为中心，一条以成都为中心：以重庆为起点，

经湖南至北部湾出海口；自重庆为重点，经贵州、广信抵达北部湾出海口；自成

都经广西通道北部湾出海口。通过这三条线路最终抵达新加坡以及东盟。以重庆

为中心，向北与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等西北重要交通枢纽相连通，衔接

“一带一路”的交通，抵达中亚、南亚、欧洲等重要物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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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推动西部大开发，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着重大的意

义。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出发，宗会明（2020）运用“可达性分析”和“重力

模型”分析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国家陆路交通格局，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西

南地区的建设可重点围绕重庆-仰光、重庆-新加坡、重庆-曼谷三条廊道，并注重

加强重庆、曼谷等重要城市节点的联系。纵观全局，傅远佳（2019）指出“陆海

新通道”的建设加强中国西部地区与新加坡及东盟多个国家互联互通，为西部地

区向海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就基础设施而言，初步形成了公铁税联运、空

铁转接等多种运输方式相互配合的运输体系，重庆首趟出口印尼的专列发车，扩

大了“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朋友圈。国内外运输班次逐步增加，物流体系渐

次完善以满足国内外进出口贸易的运输需求。在陆海新通道建设绩效测算方面，

呙小明和黄森（ 2020）基于东盟各国 2008-2017 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

SE-Window-DEA模型定量测度东盟各国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

建设能够促进整合区域产业、加强对外开放合作、达到经济建设协同发展的目的。

从通道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看，王泽东等（2020）基于有向加权网络分析方

法以及 BRIM 算法研究环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对环渤海城市群的影响发现通道建

成后对推动了各城市的发展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而陈延斌等（2019）采用引力

模型市政考察渤海跨海通道对城市群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却表明通道建设仅对

端点城市的经济带来显著提升，对于其他地域的影响并不明显。申晓燕等（2016）

通过时间序列预测方法研究通道建设对区域经济联系的影响发现山东半岛以东

的区域联系不段增强，而山东半岛以西的经济区域间联系越来越弱；北京、天津、

辽宁省的西北区域、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区域、内蒙古的中西部区域其经济联系不

受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的影响。王泽东等（201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道建成前，

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由南向北转移，虽然速度足部减缓，但是是区域失衡持续

存在。通道建成后，虽然环渤海的经济仍有向西转移的趋势，但速度明显之后，

这说明如果仅考虑物流建设的话，通道建设并不会对渤海湾地区的经济转移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测度交通距离与经济的联系强弱发现，距离越远，对经济发

展的影响越弱。

建设“陆海新通道”对发展内陆经济、向海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

此，杨祥章和郑永年（2019）指出在建设“陆海新通道”的过程中协调要注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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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利益，扩大区域辐射范围，与其他经济走廊相互贯通，提升各国的互联互通

水平。加快形成陆运与海运对接，增进交通通达度，东部与西部实现协调发展，

支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健深入。

2.2 协同学和耦合论

2.2.1 协同学

协同学（Synergetics）是由 Haken创立的，为研究在整体情况下的子系统之

间相互发展的联系，当一个系统中多个子系统发生变化时，所引起的宏观上的变

化导致整个系统发生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系统结构，黎鹏（2005）认为协同学可

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在对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中，国内外专

家学者研究得比较深入，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比较充足。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Douglas(2000)指出城市对相邻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体现在经济辐射力。Nazmin

（2005）从金融如今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发现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周边地区设

立分支机构，以此扩大规模，通过积累资本、增加储蓄和投资来实现区域发展。

Krugman（1996）认为区域的辐射带动力主要对经济、政治、文化上产生作用，

对周边城市的带力主要体现在与这些城市的竞争合作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

缩小区域间经济的发展差距，李兴江和唐志强（2007）认为其核心是建立地方之

间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和谐发展，创造平等的发展条件、合理的分工体

制是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汪彬和陈耀（2016）指出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存

在诸多障碍也不容忽视，如缺乏区际利益分享机制、发展机会不均衡等。因此要

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应着重从区域市场一体化、交通设施一体化、产业写

作一体化、公共政策服务一体化及生态环保一体化入手。冯德显等（2006）研究

认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辐射力的

基本内容出了综合经济辐射之外，还体现在对临近区域产业的带动、企业的发展，

以及从社会的科技、人才、文化方方面面具有带动作用。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框架下，各区域坚持统筹规划，建立完善的交通设施体系，积极实施开放战略是

实现互利共赢的必走之路。在协同联动研究方面，孙海燕等（2017）通过研究通

道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联系，认为国家级新区为通道建设提供技术、人才、资金

方面的支撑，通道建成后将会反哺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郭爱君和陶银海

（2016）站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视角，基于增长极和区域协同发展效应和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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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评价指标分析国家级新区的辐射带动力以及作为经济增长极发挥的作

用，提出国家级新区与“一带一路”协同联动发展的路径。在协同发展水平评价

方面，林昌化（2018）在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水平是通过构建系统指标，

用距离来分析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鲁渤等（2020）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运

用 DID 模型对沿海节点城市经济与港城协同发展进行政策评价。李琳和吴珊

（2014）认为区域经济是否存在协同发展的情况可从现状和影响协同发展的因素

来构建评价指标，运用 DEA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评价与比较

分析。

2.2.2 耦合论

耦合指两个及以上系统之间的关系，若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从而时期协调发

展，这种现象则称之为耦合。耦合论最初被用在物理学中，用来测度电路元件输

入输出的大小关系，其联系的程度强弱用耦合系数来描述。耦合度越小，说明两

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弱，系统处于无序状态。反之则说明两个或多个系统

相互作用强，系统处于有序发展状态。关于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理论将在第四章

做详细的叙述。就现有将耦合用于研究的文献来看，曾繁清和叶德珠（2017）为

测度我国金融体系与产体系的协同情况，采取了耦合模型来实证分析两者联系的

强弱，以此来评价中国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协调程度。马卫等（2015）采取熵

值法对中国所有省份进行测评，以分析研究中国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刘洁等

（2020）通过构建协调发展指数，对对京津翼协调发展现状进行测算。魏丽莉和

杨颖（2019）在研究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时，运用动态

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实证刻画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演变过程。

在评价交通设计建设与城市协同发展水平方面，耦合测度模型运用甚广，王冠孝

（2016年）、游细斌等（2017）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体系，运用耦合测度模

型来定量分析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程钰等（2013年）通过构建交通可

达性指数研究交通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经济学者为区域协同贡献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这

也为笔者研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提供了丰富了文献资料，

使研究方法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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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评述

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与国家所处阶段与发展目标相关，回顾国家级新区的历史

会发现，新区的设立时间大多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或面临结构转型的困

境时期。随着以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为目标，目前西部大开发走入到一个瓶颈期，

现有战略从“大开发”走向“大开放”，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良性发展，需要从

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入手，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提出，通过新建或扩展公铁枢

纽，扩大通道能力，提升西部地区交通运输通达度与运输能力。陆海新通道贯穿

西南部，向北连接中欧国际班列，形成西部地区物流运输大动脉，北接中欧，南

连东南亚，东接长江黄金水稻，实现全国交通运输网络贯通全域。陆海新通道的

建设不仅推动了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而且整合通道沿线资源、推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促进西部经济良性发展。在现有的关于国家级新区的文献研究中，

晁恒和李贵才（2020）、王佃利等（2016）、王志峰等（2019）从行政区划调整的

角度研究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吴晓林（2017）、王佳宁和

罗重谱（2017）从国家级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来比较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模式。郝

寿义和曹清峰（2018）、史宇宏（2019）从区域协同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家级新

区的设立对区域协同发展的作用。范巧（2018）聚焦在国家级新区对周边的辐射

带动力机制。在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文献研究中，王泽东等（2020）、孙海燕（2017）

研究通道建设与城市建设的相互影响，游细斌等（2017）研究交通建设与城镇建

设的协同发展。鲜有将两个国家战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相关文献中，略结合起来研

究两者协同联动机制。本文将西部地区交通建设领域和城市建设领域的两大战略

结合起来，对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解读，

研究二者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是对该领域研究内容的一个很好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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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现状

3.1 西部国家级新区建设现状

截至 2020年，位于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共计 6个，这部分从新区的发展

概况、行政管理模式、战略定位和主导产业四方面着手，介绍西部国家级新区的

发展现状。

3.1.1 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概况

西部地区 6个国家级新区均位于我国的交通枢纽城市和经济核心区域，是西

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西部地区 6个国家级新区的基本情

况如表 3.1：

表 3.1 西部地区六个国家级新区概况

新区名称 两江新区 兰州新区 西咸新区 贵安新区 天府新区 滇中新区

成立时间 2010．5 2012．8 2014．1 2014．1 2014．10 2015.9

所在区位 中国西南、

长江中上

游地区

中国西北

部、秦王川

盆地

中国内陆

腹地，黄河

中游

贵州高原

中部

成都平原，

成都市主

城区南部

偏东方向

中国西南

部、昆明市

主城区东

西两侧

规划面积 1200km² 1744km² 882km² 1795km² 1578km 482km²

港口 果园港、寸

滩港

甘肃（兰

州）国际陆

港

西安国际

港务区

成都港 水富港口

空间发展

格局

一心四带 两区一城

四片

一河两带

四轴五组

团

一核两区 “1775”城

乡空间格

局

一主四副、

通道对接、

点轴联动

自贸区建

设进程

中国（重

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

中国（兰

州）自贸区

推进中

中国（陕

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

中国（贵阳

贵安）自由

贸易试验

申报中

中国（四

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

中国（云

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

资料来源：基于笔者对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官网、兰州新区门户网站等官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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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新区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中上游地区，管辖面积 1200平方公里，

辖内有果园港、寸滩港。兰州新区位于我国西北部、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西

北重要枢纽城市，经河西走廊直达新疆。总面积 1744平方千米，辖内有甘肃（兰

州）国际陆港。兰州新区总体规划形成“两区一城四片”总体空间结构。西咸新

区位于中国中西部，规划面积 882平方千米，辖域有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

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在区的空间结构为“一河两带四轴五组团”。贵安新区地

处贵州高原中部、黔中经济区核心区，建设面积 1795平方公里，贵安新区是西

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贵州省的中国（贵阳贵安）自由贸易试验区还在申报中。

贵安新区规划构建“一核两区”的空间结构。四川天府新区规划面积 1578平方

公里，天府新区地处成都平原，辖内有中国（四川）自由贸易区。云南滇中新区

占地面积 482平方公里，滇中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中心位置，昆明市

两侧。云南滇中新区构建“一主四副、通道对接、点轴联动”的空间布局。

3.1.2 行政管理模式

目前国家级新区的行政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政府型、政区

合一型、管委会型。西部六个国家级新区的行政管理模式都属于管委会型。“管

委会”行政管理模式是指在原行政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级新区的管理由省政

府（直辖市政府）成立管委会来负责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土地开发等事

务。“管委会”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市辖区+管委会”、“市辖

县+管委会”、“跨地市+管委会”。重庆属于直辖市，两江新区的行政管理属于“市

辖区+管委会”，管委会型的行政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该管理模式由当地政府派出

机构成立的管委会，采用扁平化大部制，管理效率相对高；其缺点在于协调困难、

缺乏权威，责任划分不清；管委会型管理模式以经济只能为主，社会职能为辅。

3.1.3 战略定位

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出发，根据各个国家级新区的区域特征，站在国家宏观

发展的战略高度，国家级新区的产业特点可归纳为高端产业集聚。

两江新区的产业定位是重点发展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兰州新区发展的支柱

产业为石油化工、生物医药，且重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西咸新区作为国家创新

的各个新区因地制宜设立战略定位在战略定位的官方表述中，“创新”是新区和

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新区设立的重要目标包括推进城镇发展，新区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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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是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西部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有相似之

处，也有不同之处。从战略定位的表述来看，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可从核心功能、

产业目标、城镇建设方面概括。从核心功能来看，两江新区和西咸新区都具有金

融中心的功能，前者在长江中上游，后者在西北。兰州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

区滇中新区都是区域经济增长极，只是分属的地域不同，这一点差别主要由两个

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体量与发展潜力决定的。

从产业定位来看，西部国家级新区的产业定位比较相似，都有类似“先进制

造业、高端服务业”的描述，但细看也有不同，就兰州新区来说，是承接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除此之外，西咸新区还肩负科技创新中心；就城镇建设来看，兰州

新区与贵安新区的重点主要在生态环境，两江新区、天府新区滇中新区的重点在

于城乡统筹发展，西咸新区在于国家创新城市建设。

3.1.4 主导产业

对国家级新区来讲，主导产业是实现国家级新区经济增长极功能的重要载

体，是实现国家战略规划的基石，是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西

部国家级新区的主导产业状况见表 3.2：

表 3.2 西部国家级新区的主导产业

两江新区 电子信息业、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

兰州新区 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业、中医药产业、大数据产业、有色金属

西咸新区 信息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物流业

贵安新区 电子信息业、大数据产业

天府新区 电子信息业、汽车制造业

滇中新区 电子信息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

资料来源：基于笔者对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官网、兰州新区门户网站等官网整理

从西部各国家级新区的产业数据来看，2019 年的电子信息业成为两江新区

第一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是两江新区主要的支柱产业，是两江新区又一个上

千亿级的产业集群；生物医药是两江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园是

两江新区重要园区之一。兰州新区围绕国家定位，致力打造千亿级高端化工产业

园，精细化工产业是兰州新区的特色支柱产业；兰州新区的装备制造基地是我国

最大的石化装备配套基地，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现金装备制造业产业化基地，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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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产业可优先获得国家支持建设；中医药产业、大数据产业是兰州新区的

主要支柱产业。从表 3.2 来看，西部各个国家级新区的支柱产业类型大致交叉，

这种况状导致了各个西部国家级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探究其原因，

是因为同处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相近，新区设立时间相近，政策目标相似，发

展目标也相似，因此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支柱产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性。

3.2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现状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以及海南省、湛江市联合签署《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框架协议》后，正式形成了合作共建的格局。从共建陆海新通道的省际合作现状、

陆海新通道交通设施建设现状、陆海新通道物流运输能力现状、陆海新通道的港

口建设现状、与周边国家对接现状五个方面来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现状。

3.2.1 陆海新通道的省际合作建设

以共同建设陆海新通道为目标，通道沿线各省市区的部门之间纷纷展开了合

作，签署了相应的文件共同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实施方案，见表 3.3：

表 3.3 西部地区各政府部门共建陆海新通道合作协议

时间 合作省市/单位 签署文件名称 内容

2020.11 “13+1”省市口岸 “单一窗口”合作协议 推动贸易便利化、加大国际

合作力度，共建陆海新通道

2020.08 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

外汇管理部、市金融

监管局等 13 部门

《金融服务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方案》

进一步完善金融政策、组织、

产品和服务体系

2020.07 重庆市、四川省政府

口岸物流办

物流合作协议；单一窗

口协议

完善合作共建机制、推动两

地物流联动发展

2019.10 满洲里海关在内的 13

个西部直属海关，以

及湛江、海口海关

《区域海关共同支持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合作备忘录》

区域海关合作，提高通关水

平，创造高效便利的环境

2019.10 “13+1”省市政府 《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

通道框架协议》

形成“13+1”共建格局

资料来源：基于笔者对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官网、兰州新区门户网站等官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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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陆海新通道交通设基础施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有三条，按照《规划》的建设目标，到 2020年，推

进一批沿线铁路的新建或扩建、建成重庆内陆国际分拨中心。按照《规划》的要

求，讲陆海新通道 2020年的铁路建设目标与之对应的建设现状总结为表 3.4：

表 3.4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建设现状

陆海新通道 规划铁路 建设进展

东线 怀桂高铁 推进阶段

渝怀铁路增建二线 建设中

柳州—怀化电气化改造 建设中

中线 渝贵高铁 推进阶段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 推进阶段

贵南高铁 建设中

渝贵铁路 完工

西线 成渝铁路成都—隆昌改造 推进阶段

湘桂线南宁—凭祥段改造 推进阶段

隆百铁路黄桶—百色段 建设中

隆黄铁路隆昌—叙永段改造 获批准

隆百铁路叙永—毕节段 推进阶段

成自宜高铁、川南城际铁路 建设中

南宁—百色复线电气化 完工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规划》

3.2.3 陆海新通道物流运输能力

按照《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主要在重庆建成重庆内陆国际分拨中心、

在广西北部湾出海口，计划基本打通铁海联运、多式联运“最后一公里”，通关

效率大幅度提高。截至 2021年 5月，成立了东盟冷链（重庆）分拨中心；与其配

套的交通基础设施渝西高铁开工。现在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正式投入运营，钦州港实现海

铁、公铁联运零距离接驳转运；在通关效率方面，实现“多式联运、一票直达”；国际铁海

联运提单由重庆全球签发全球，实现全程“一单制”；优化通关监管，15 个直属海关通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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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按照《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中关于物流运输能力的发展目标、铁海

联运集装箱运量；北部湾集装箱运吞吐量达 500万标箱。放眼整个西部地区，截

至 2020年 11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已到发合计 7200余列。2020年

北部湾港—香港班轮承运量 8.67万标箱。

3.2.4 陆海新通道的港口建设

陆海新通道重要出海港口有广西北部湾港、海南洋浦港。港口重点建设项目

有两项，一是泊位的建设，二是完善航道设施。泊位建设要求有三点：一是建设

北海铁山港东、西两港区泊位，将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建设为自动化集装箱泊

位、30万吨级油码头；二是对洋浦港集装箱码头进行改造；三是将防城港港建

设为 30万吨级码头，将钦州港建设为 2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就建设现状来讲，

截至 2020年 12月，北海港铁山港西港区北暮作业区泊位、北海港铁山港东港区

榄根作业区招标建设 1-2号泊位；洋浦港 3#泊位及小铲滩 3号泊位调整为兼顾危

险品集装箱直装直取泊位；防城港赤沙 2号 30万吨级码头等深水泊位正在建设

中，钦州港正在建设满足 20万吨级集装箱船进出北部湾的码头。对完善航道设

施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疏通治理航道；二是扩建进港航道；三是建设承载重吨进

港航道。

3.2.5 陆海新通道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已实现对西部 12省区市合作共建，目的地拓展至全

球百余国家和地区的三百余港口。按照《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规划》对周边国家

设施联通的布署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加强连接口岸交通建设，与中南半岛的铁路

网对接，改建和新建通往口岸的公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从铁、公、水三方

面来实现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其中对中、东、西三个方向的交通设施改造提升见

表 3.8。在对外口岸中，大理至瑞丽、玉溪至磨憨铁路正在建设中，云南的边境

公路也正在改造，在对外互联互通建设上，要加强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机制衔

接。具体交通设施建设现状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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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陆海新通道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概况

设施项目 建设规划 建设状况

口岸交通建设 大理—瑞丽铁路 建设中

玉溪—磨憨铁路 建设中

口岸公路新建和改造工程 起于泸水、止于富宁的边境干线

公路处于推进阶段

湘桂线南宁—凭祥铁路扩能改造 推进阶段

对外交通设施互联

互通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衔接 政府已发布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

接合作的共同主席声明

中越陆上基础设施衔接 越南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

路线路推进中

中老铁路建设 建设中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规划》

3.3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3.1 西部国家级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新区行政管理问题

一是管理事权界限不清晰。管委会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容易产生上下级

衔接不足的问题。国家级新区的内设机构、省派机构众多，设计新区市政、发展

改革、规划建设等多个部门，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一旦信息共享不足，则会

造成决策成本成倍增加。且各级政府在管理事权界线划分模糊，如果出现权责问

题，难免导致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二是管理缺乏效率。新区部门之间存在权责

交叉象，若沟通效率低，则难以意见统一，从而导致管理关系混乱、缺乏科学性，

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发生。三是行政管理难以协调。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是在

原行政单位上划分出来，在空间上进行区域划分调整。然而会出现新设的行政管

理系统与原系统相重合。管理的交叉问题难以协调，这阻碍了国家级新区实现所

承载的发展目标。

（2）产业结构重合

从表 3.2 可以看出，西部国家级新区的主导产业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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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中几乎都包含电子信息业、装备制造业、大数据产业等，主导产业重合

让西部各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同质竞争，探究其原因，是因为西部各个国

家级新区处于相近的地理位置，同在西部大开发框架下，有着类似的发展目标、

相似的政策红利，所以西部国家级新区的主导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性。因此

探究各国家级新区之间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优化产业结构、

共同提升实力水平、扩大海外市场是破局的关键。

3.3.2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规划建设，标志着中国西部地区从“大开发”走向“大开

放”。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囿于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缺乏

有利的交通条件，更没有东部优越的区位条件，因此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尽管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目标是改善西部地区的物流交通状况，促进西部地区加强海

内外的交流。然而先阶段的通道建设仍存在很多问题。

（1）现阶段通道运力不足。

通道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物流运输量。陆海新通道规划的从国内至东南亚的主

要运输路线有东、中、西线三条，均从重庆出发至北部湾出海口，虽然东、中、

西线都在扩能改造，从表 3.5 可以看出，西线的铁路路线绝大多数处于推进或建

设中，且西线通道仍存在未贯通路段，交通堵塞，运输压力大。内陆多场站港口

吞吐能力趋于饱和，通道承载力存在一定的困难；且沿线的转运枢纽因其承载量

不足，中转时会产生拥堵问题，尤其是转运配套设施陈化，不能快速完成公铁转

运的情况下更容易造成常态化拥堵；西部地区因幅员辽阔且受复杂的地理位置的

影响，交通建设配套资源跟不上，使西部运输网络不够密集。

（2）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与陆海新通道国内段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迅速相比，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难

度较大。出境运输是以走公路、铁路为主，东盟通道的铁路建设早在 1995 年就

提出来了，然而因为需要跨国协调、缺乏资金、跨国协调难度大等问题，铁路建

设并没有实质上的进展。由于泛亚铁路地理波及范围广，涉及新加披、马来西亚、

越南、缅甸、泰国及中国在内的 7各国家，由于国家之间信任不足、资金短缺、

建设标准不统一等原因，铁路建设一波三折，至今也没建好。

（3）物流枢纽缺乏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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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布局方面，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范围包含整个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幅员

辽阔，枢纽之间距离较远、布局分散，远距离运输使得物流成本上升。在枢纽的

功能方面，物流枢纽之间分工不明确，导致了部分枢纽之间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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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协同联动水平测度

4.1.数据选取说明

为了保证建模所用数据具有权威且来源可靠，本文数据全部收集于政府部门

所发布的统计资料，包括《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 年-2019 年）》、西部

12 省区市和海南省及广州湛江市 2011-2020 年的统计年鉴，与此同时还参考了

各省区市政府信息网站发布的国民经济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空间布局，主通道有

三条，分布在重庆、四川、贵州、广西；核心覆盖区为云南等西南地区；辐射延

伸带为包括甘肃、青海、陕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宁夏在内的西北地区。截

至2020年签署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共建的省区市包括西部12省以及海南省和湛

江市，形成“13+1”的格局。所以本文构建陆海新通道系统评价体系取值是通道

沿线的所有省市区，包括西部 12 省以及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本文探究西部

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机制，并未将国家级新区与其腹地割裂开来，

因为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不仅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创新驱动力，以国

家级新区为主导，带动全域协同发展，因此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取值范围是包括六

个新区所在的省市区级数据是合理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陆海新通道的概念在

2017 年提出并开始建设，本文主要关注 2017—2020 年的数据，2017 年之前的陆

海新通道系统数据供参考分析。

4.2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系统评价体系的构建

本文西部国家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系统评价体系的构建参考了世界银行

（1995）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综

合选取恰当的指标测度西部国家级新区和陆海新通道基础设建设水平和协同发

展情况。该系统评价体制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由 4个一

级指标，18个面板数据组成；陆海新通道系统由 3个一级指标，10个面板数据

组成。构建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评价体系的一指标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

市人口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能源基础设施。二级指标见表 4.2，

在这里不多做赘述。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系统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包括交通基础

设施、交通运输保障能力、交通运输管理能力，具体二级指标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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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在构建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之前，首先要将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用熵权法测度两个系统中指标的贡献度。最后运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来评价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与陆海新通道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本文对原始数据采取 axin MM � 标准化处理，用公式（1）对原始序列 ，

,…, 进行变换：

}{min}{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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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过对原始序列的处理，得到新的序列 ， ，…, [0,1]。

采用熵权法来测度每一系统指标对城市建设或经济发展的贡献权重，熵权法

评价函数如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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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 分别为陆海新通道系统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评价函数； 表

示第 i项指标的贡献权重，总权重为 1，所以右式等于 1。陆海新通道系统与西部

陆海新通道系统的耦合度可用公式（3）计算：

（3）

上式，C表示耦合度， k是可调节系数，参照相关文献的经验做到， k通常

取 2（王冠孝等，2016）。 ，C越趋近于 0，表示两系统发展水平差距越

大，耦合程度低，越趋近于 1，则两系统发展水平越接近，两者耦合程度高。

耦合度可以较好地反映两个子系统见协同发展的强弱程度，但也会出现两个

子系统发展水平低耦合度高的情况，这属于低水平高耦合，因此，还需引入协调

度来调整。耦合协调度的公式如下（4）：

（4）

上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D 、E 为待定参数，和为 1，在探究西部国家级

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耦合协调度中，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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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重要，因此赋予相等的权重，即 。

4.2.2 评价标准

耦合协调度模型反映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协调状况D，以

及两者所处的发展层次 ，有效地避免了两系统低水平高耦合的结果出

现。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耦合度模型相比，结果更精准也更加的稳定，适用范围更

广。若 ，则表明在 t时期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落后于陆海新通道

的建设，若 ，则在 t时期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滞后于西部国家级新区

的发展（廖重斌，1999；王璐等，2016）。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见表 4.1。

表 4.1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00-0.29 极度失调—中度失调

0.30-0.49 轻度失调—濒临失调

0.50-0.69 勉强协调—初级失调

0.70-0.89 中级协调—良好协调

0.90-1.00 优质协调

耦合协调度在 0到 1之间，越趋于 1表示两者耦合协调度高，系统之间属于

优质协调，两个子系统处于有序发展。越趋于 0，表示耦合协调度低，系统之间

发展关联度低，两个子系统处于无序状态，发展处于失调阶段；若出现发展失调

情况，表示城市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交通基础设施也不能够承载城市的物流、通

讯需求；协调度趋于 1，表示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本、能源

以及交通来支撑城市进一步的发展，此时交通物流功能也能完全支撑城市的发展

需求。当 时，城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发展磨合阶段，此时

城市的城镇人口超过总人口的 50%，城市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撑交通基

础设施的建设，城市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处于良性耦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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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熵值法的权重测算

4.3.1 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指标权重占比

因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评价体系的构建

须采用复合指标法（游细斌、杨青生等，2017；陈忠暖、高权等，2015）。本文

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发展水平以及城市能源

基础设施四个方面来综合评价城市发展水平（陈文锋，2012）。用水普及率、燃

气普及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等为正向指标，数值越高，说明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程度越高；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等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说明

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好；非农业人口占比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正向指标，

占比越大，说明支撑非农业产业发展的空间越大，第二、三产业更愿意入驻，改

善当地产业结构；城市基础能源设施消费数量为正向指标，可供消费量越大说明

该地区进驻非农业产业众多，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良好。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采

取 18 个二级指标通过熵值法的测算，18 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本文实证建模软

件为 MATLAB2019,其系统评价体系及权重见表 4.2：

表 4.2 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及权重 1U

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评价

一级指标 所占权重 二级指标 所占权重

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 11U
0.3605

用水普及率（%）
0.0302

燃气普及率（%）
0.0443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0.0268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0.022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0.036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363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台）
0.0617

每万人拥公共厕所（座）
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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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及权重 1U

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 12U
0.3182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0.1032

市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0.0093

人均 GDP（元）
0.0501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0.0824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0.0369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363

城市人口发展水

平 13U
0.133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0.0626

第三产业人员占就业比重（%）
0.0704

城市能源基础设

施 14U
0.1886

电力消费量（亿千瓦小时）
0.0693

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天）
0.1193

从表 4.2 可以看出，在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的 4个一级指标中，城市基

础设施所占权重最大，为 0.3605。其次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所占权重为 0.3182。

在一级指标之下的二级指标中，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天）所占权重最大，

为 0.1193。这说明在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建设与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大致能决定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能源基础设施更是国家

级新区发展的保障。

4.3.2 陆海新通道建设系统评价指标权重占比

陆海新通道不仅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也是物流通道、信息通道、对外开放通

道。因此陆海新通道系统评价指标，除了交通基础设施，还包括交通运输保障能

力及交通运输管理能力。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等级公路为正向指标，

里程越长，说明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通达性高；公、铁、水、航空运

输能力为正向项指标，运输能力越强，说明该地物流集散越通达，且非农业产业

发展水平高；电话普及率、年电信业务量为整项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电信

通信水平越有保障，邮政分布密度越高（处/km²）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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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在模型中设置为负向指标），说明当邮政局服务能力越高，物流可达性好。

其系统评价体系及权重如表 4.4。

表 4.4 陆海新通道评价系统及权重 2U

陆海新通道系统评价

一级指标 所占权重 二级指标 所占权重

交通基础设施

0.2203

铁路营运里程（km）
0.1104

内河航道里程（km）
0.0286

等级公路里程（km）
0.0813

交通运输保障能

力 22U
0.676

公路货物运输量（万 t）
0.0913

铁路货物运输量（万 t）
0.1961

水路货物运输量（万 t）
0.2224

航空承运能力(万吨)
0.1652

交通运输管理能

力 23U
0.1046

电话普及率（%）
0.0223

年电信业务量（亿元）
0.0720

邮政局分布密度（处/ km²）
0.0104

在陆海新通道评价系统中，所占权重最大的一级指标是交通运输保障能力，

所占权重为 0.675，其中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水路货物运输量是所有二级指标中所

占权重最大的，为 0.2224。一级指标中，所占权重第二的是交通基础设施，权

重为 0.2303。交通运输管理能力占的权重最小，为 0.1046。这说明交通运输保

障能力与交通基础设施对通道建设的影响比较大，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应该加

大对这两块的投入。

4.4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耦合协调度分析

4.4.1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调机制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来研究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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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指测度两个或以上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强弱关系。从西部国家级新

区与陆海新通道两个系统的作用机制看，西部国家新区作为西部地区的区域增长

极，对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提供支撑，陆海新通道将整个西部地区的交通串联起来，

形成西部的物流大通道反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

双系统耦合协调机制如图 4.6：

图 4.6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耦合协调机制

西部国家级新区综合发展水平高，对建设陆海新通道的助力就越大，一方面

西部国家级新区经济发展越好，对进出口的需求就越大，与之对应的陆海新通道

的通道基础设施建设、运输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要求就越高，需要在原有的基

础上提高通道物流运输能力，以保证西部国家级新区发展具有持续性；另一方面

随着城市空间布局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规划新的交通物流通道以保障西部地

区城市人口、货物、信息的持续流动。因此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两个系

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西部国家级新区将带动沿途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使陆海

新通道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保障水平、交通保障能力得到增强；陆海新通道建

设又将使西部国家级新区进出口更加的便利，进而扩大海内外的市场。

4.4.2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耦合度与协调度

经过对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与陆海新通道系统的数据进行耦合度公式

（3）与耦合协调度公式（4）计算，本文要说明的是，陆海新通道的概念是在

2017 年确立的，从 2010 年至 2017 年的陆海新通道系统是陆海新通道确立之前

的通道数据，在本文中起参考对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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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耦合协调度

年份 西部国家级新

区系统评分 1U

陆海新通道系

统评分 2U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2010 年 0.5696 0.3214 0.0996 0.0516

2011 年 0.5905 0.3459 0.1035 0.0522

2012 年 0.6034 0.3526 0.1051 0.0527

2013 年 0.6067 0.3795 0.1054 0.0529

2014 年 0.6082 0.3818 0.1057 0.0529

2015 年 0.5992 0.4097 0.1057 0.0522

2016 年 0.5987 0.4028 0.1054 0.0522

2017 年 0.6044 0.4123 0.1057 0.0526

2018 年 0.6139 0.4678 0.1071 0.0529

2019 年 0.6053 0.5124 0.1064 0.0524

2010—2019 年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与陆海新通道评价系统的评分、耦

合度、耦合协调度从表 4.7 可以看出，西部国家级新区的系统评分从 2010 年的

0.5696 稳步升到 2019 年的 0.6053，这说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在 10 年里有

所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前 10 年的建设中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陆海新通道

系统评分从 2010 年的 0.3214 上升为 2019 年的 0.5124，在 2017 年至 2019 年三

年时间里通道评分提升稳步，但并未有明显的跨越，这说明陆海新通道建设还处

于较早期阶段，建设成效并未显现出来。就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评分对照表 4.1 的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来看，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这 10 年里，西部国家级新区的

发展与陆海新通道提出前的发展呈现发展无序状态，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水平

比较低，陆海新通道目前的通道能力还不能够承载西部国家级新区的交通、物流、

信息传递要求。

4.4.3 小结

通过建立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评价系统并代入近 10年的数据进行

实证建模发现，国家级新区系统评分与陆海新通道系统评分稳中有升。西部国家

级新区系统评分从 2010 年的 0.5696上升至 2019年的 0.6053，陆海新通道的系

统评分从 2010年的 0.3214上升到 2019年的 0.5124，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虽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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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比较低，但也在逐年提高。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可从西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

统与陆海新通道评价系统中抽调出所占权重高的指标中来具体分析。

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在国家级新区评价系统的 4个一级指标中，截取比重

最高的指标来分析国家级新区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里占权重最高的二级指

标是每万人拥公共厕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中占权重最高的指标是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额（亿元）、城市人口发展水平中占权重最高的指标为第三产业人员

占就业比重（%）、城市能源基础设施中所占权重最高的指标为能源消费量（万

吨标准煤/天）。

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图 4.8 西部国家级新区每万人

拥有公共厕所数量总体是呈上升趋势，其中两江新区的数据上升最快，从 2010

年的每万人 0.57 座上升到 2019 年的每万人 4.25 座；甘肃兰州新区的上升曲线

较为平缓，从 2010 年的每万人 0.5 座到 2018 年的每万人 0.76 座；云南滇中新

区的数据在 2016-2019 年之间上升速度最快，从每万人 0.6 座到每万人 1.56 座。

总的来讲，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 4.8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座）

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图 4.9看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在大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四川省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体量是西部国家级

新区所在六省市中最大的；贵州、重庆、云南、陕西的固定资产投资体量与增长

速度大致相当；而甘肃省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 2010-2016年呈上升趋势，2016

年之后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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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从城市人口发展水平来看，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所在省市的第三产业人员占

比总体来讲是在不断上升的，其中陕西省在 2011-2012年的第三产业人员占比是

下降的，随后不断上升。在六个国家级新区所在省市，重庆的第三产业人员的占

比遥遥领先，说明重庆第三产业相比其他西部国家级新区更发达，随后是四川省。

贵州省第三产业人员占比最低。

图 4.10 第三产业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

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城市能源基础设施来看，陕西和云南的能源消费量在不

断上升，且 2018 年的消费量位居六个西部省市之首，重庆市的能源消费量趋于

平稳且大体下降，四川省的能源消费量呈不断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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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天）

总的来说，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城市建设大体上处于不断上升时期，其中两江

新区、天府新区所在省市的城市建设相比其他省市更加的快速，贵安新区、兰州

新区所在省市的城市建设相对落后，但也在不断的发展中。这也是西部国家级新

区系统评分逐年上升的原因。

就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而言，如表 4.4所示，在陆海新通道评价系统的 3个一

级指标中，虽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里占权重最高的二级指标是内河航道里程，

但由于内河航道里程是自然赋予，几乎处于不变状态，因此取铁路营运里程来分

析；在交通运输保障中占权重最高的指标是水路货运运输量，但由于西部有些省

份没有航道也没有水路，因此分析占比第二位的铁路货物运输量；在交通运输管

理中占权重最高的指标为年电信业务量。

从图 4.12 可以看出，陆海新通道的铁路营运里程的建设速度大体比较平稳，

稳重略有增长，在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13+1”省市区中，内蒙古的铁路营运

里程最高，其次是新疆，这是由于内蒙古与新疆占地面积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两个

省市，因此铁路营运里程数相比其他省市区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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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铁路营运里程（km）

从陆海新通道的交通运输保障来看，陆海新通道铁路货物运输量与铁路营运

里程别无二致，整体上趋于平稳，稳中略有上升。内蒙古的铁路运输量是陆海新

通道建设省市中最高的，第二位是陕西省。结合图 4.12 与图 4.13 可以看出，近

十年交通基础设施虽然在建设，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建设，其

运输量的上升幅度更是不大。

图 4.13 铁路货物运输量（万吨）

从陆海新通道的交通运输管理能力来看，2017 年是陆海新通道建设省市年

电信业务量的一个分界点，2017 年之前，年电信业务量稳重有升。2017 年之后，

年电信业务量整体大幅度上涨，四川省因其人口体量大，年电信业务量自 2012

年起稳居西部第一。这可以看出，近两年西部地区的邮电运输业发展迅速，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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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通道的建设提供了保障。

图 4.14 年电信业务量（亿元）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西部国家级新区的整体发展呈快速上升趋

势，而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建设在近十年间发展比较缓慢，因此难以支撑西部国

家级新区的发展，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可以体现出来。加快陆海新通道

的建设，扩建与开辟新的交通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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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逻辑及路径

从第四章实证建模结果可以看出，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建设评分略高于陆海新

通道的建设评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目前呈现出无序发展状态。一是因为西部国

家级新区的建设较早，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时间较长，新区经济发展由点向周边辐

射，但从整个西部地区来看，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落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仍

受交通因素、信息因素、人文环境等客观因素制约。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最早于

2017年初现雏形，其前身是南向通道，开始扩建或新建交通基础设施。西部地

区的交通技术设施建设、信息通讯建设是一个大工程，建设时间较短，基础设施

建设逐渐铺张开来，但还未完工，因此未发挥出通道优势。结合西部国家级新区

与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来看，二者的协同联动的必要性及其逻辑、路径可从以下几

个小节来分析。

5.1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设协同联动发展逻辑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同处于我国西部地区，共同推动西部经济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二者协同联动发展，加快陆海联动、构建空铁联运、公水联

运，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国家级新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陆海新通

道是西部地区对接海内外的贸易大动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的保障。西部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与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相辅相成，国家级新区

为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提供科技、人力、产业、经济支持，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反哺

西部国家级新区，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5.1.1 西部国家级新区在通道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目前西部国家级新区发展势头强劲，六个国家级新区所在的省区市人口数量

庞大、产业众多、综合实力超群，陆海新通道建设依托西部国家级新区能够得到

相应的支持。由于六个国家级新区发展定位与发展重心不尽相同，因此能够提供

的保障也大相径庭。

两江新区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与创新中心，在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

中具有改革创新优势。在物流建设上，重庆市政府正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中

心，发挥西部龙头重要交通枢纽的作用，组建运营组织中心负责联系加强通道沿

线区域协作、推进通道建设项目实施、搭建公共信息平台，为相关组织提供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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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金融和运输安全提供保障性服务。新加坡与重庆合作的中新智慧城市建设，

按照框架协议，重庆与新加坡将尝试在智慧畜牧业、智慧旅游等领域展开合作。

新加坡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创新中心、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等项目也顺利落地并实

施。中新双方在为推动新渝两地企业的联系，提升创新能力谋求协同发展，重庆

和新加坡分别互设中新互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中心。在市场层面，重庆市政府正积

极组织协商沿线省区市共同建设综合运营平台，加强沿线通道产业合作，平台将

对品牌、规则及运作重新规划，按照同一的原则整合通道物流资源，以达到优化

资源配置，形成产业集聚相应，高效利用通道资源。

兰州是西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是南来北网的重点交通枢纽，兰州新区的作

用在于提升运输能力，保障物流发展质量。首先，要逐步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目前一批重大铁路、公路、机场正投入建设。其次，要在甘肃本地建设口岸。目

加快多式联运物流园、冷链物流园、电商产业园等物流交易园的建设。

西咸新区在推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实行至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由上层制定

建设规划，规划下达推动实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由陕西省政府出台了建设实施

方案，在方案中明确权责规划，避免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实施规划目标明确、

重点建设任务突出、权责清晰。根据规划要求，陕西主要推进的重大项目有两个，

一是推进西安国际航空物流基地的建设，缩短物流达到时长。二是建设先新筑铁

路物流基地，发挥西北重要铁路枢纽的作用，使南北物流通道更加畅通，发挥西

安的枢纽优势，与周边省市协同发展。

贵安新区致力于加快通道能力建设，贵州因其地势，交通通达程度低，发展

相对落后，提升通道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从空间布局来看，贵州省有贵阳市、

遵义市两个重要枢纽节点城市，从而辐射带动其他地区。贵州将工作重点放在提

升物流枢纽功能上。在通道干线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贵州至广西铁路

正投入建设。贵州省通过多式联运物流公司，来壮大本土的物流主体，从而保障

对外物流服务稳妥运行。贵州依托陆海通道开展进出口贸易，与澳大利亚、新加

坡、日本、泰国、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性的贸易往来。

天府新区所在的四川省加入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后，加快建设交通基础设

施，通过扩建、新建铁路来完善交通网络布局,从而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保障通

关便利，增强西部地区对外展开经贸合作，目前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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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要重点投入高速公路、铁路、水运的建设。根据交通往来的密集成都，

目前川渝高速公路已开通 13 条，四川到贵州、四川到云南的高速线路也相继增

多。不仅如此，四川至重庆双向航线也开辟出来了，两成的水运中转的班轮也实

现了常态化运行。在对外交通物流建设方面，成都至东盟海铁联运班列实现了每

日一班的常态化运行。四川境内多个市区均开通了至北部湾的铁海联运国际货运

班列。同时，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整合通道资源，联合签署西部陆海新通道框架

协议的“13+1”省区市的百余家企业也联合建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产业发展

联盟，推动通道沿线物流一体化发展。

滇中新区致力开拓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口，以支持西部地区开展外向型经

济，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云南省等边境口岸与东南亚互联互通，助推“一

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云南借助其边境区位优势，通过澜沧江，与缅甸、

老挝、泰国开展国际水路运输，推进跨国航道的疏通与建设，提高国际水运运输

能力。不断修建高级航道，推进水富港等沿岸边境港口的建设工作，提升航运历

程。除此之外，也要推进物流服务的建设，成立物流公司服务覆盖东南亚邻国的

贸易。

5.1.2 陆海新通道建设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影响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重庆、成都等西部省市加强与新加坡等东南

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自重庆、成都至北部湾的三条铁路运输线与贯穿西北的中

欧班列与形成有效衔接，成为西部地区进行对外贸易的大动脉。北部外港口扩大

港口航道，提升承载能力，航线不断增多，增进对外贸易交往。促进西部地区参

与国际贸易、整合沿线资源，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省级。但现有的通道受

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道线路密度不足、运输成本偏高等制约因素，难以满足

西部地区的物流运输需求，这就需要西部地区各省市区政府加强合作建设西部交

通基础设施，扩大现有通道能力。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一条贯通南北的铁、公、海

联运通道，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能够改善西部省区市的交通物流需求、提高

贸易出口量，而且能够加快实现对外贸易的手续便捷化，降低物流成本，增强西

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陆海新通道连接西北和西南，优化了西部地区产业布局和

资源分配，改变了以往东西向发展，西部充当大后方的局面。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建设使西部地区由后台走向前台，是西部大开发有了有力抓手。在发展布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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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幅员辽阔的西部实现南北联动发展，突破空间限制。西部国家级新区通过陆海

新通道不仅能够实现东西向物流发展，也实现南下北上互联互通，带动了整个西

北跟南部沿海城市、东南亚、乃至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物流贸易和

科技文化交流。

5.2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协同联动路径

西部国家级新区为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建成陆海新通道是推

动西部国家级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

动路径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融合与产业融合。

5.2.1 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受地理位置因素的制约。西部地区地形多种多样，兼

具丘陵、盆地、黄土高原、沙漠景观，交通建设难度大，整体交通通达度低。为

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首先得建设完善的西部物流枢纽布局，改善交通状况，

提高物流运行效率。提高交通运输线的通达度，保证路线的通畅性和交通路线均

等化水平。其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公铁联运与港口、园区无缝相接工作。

在交通线路布局上，衔接东西、纵贯南北。再次，要考虑加强资源能源开放所在

地的路线建设，提升沿线铁路的运输能力加强港口的集散运输体系。最后，在与

东部对接时，充分利用长江航信通达东部沿江各省市区，构建陆海联运、空铁联

运等多式联运提升通道运能，加快西部地区无水港的建设。优化完善中欧国际班

列排班布局，增加班次，提升运营能力，扩大枢纽节点建设。在客运货运枢纽港

口建设方面，完善综合客运、加快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能力，加快信息通道

等，加快建设开放物流网络，完善跨境邮递体系。完善物流枢纽的布局建设，积

极发展临空经济，扩大枢纽机场建设。加强北部湾出海口的建设，将北部湾港打

造成具有国际经济力的出海港。在陆海新通道沿海段积极发展向海经济，培养具

有竞争力的海洋产业。

5.2.2 政策融合

陆海新通道纵贯我国西南地区，北连欧洲，南接东盟各国，向东通过长江联

动东部各省市，是连接“一带”与“一路”的交通纽带，是为加强中国向南与中

南半岛、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向北对接新亚欧大陆桥、通向中亚、欧洲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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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走廊。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加强了西部地区与东西各国的经济交流。国家级新区

作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承载着区域产业结构省级、优化发展质量的使

命。将陆海新通道与国家级新区两大国家级战略相结合，向东与长江经济带互联

互通，加强西南、西北骨干通道衔接、延伸拓展辐射范围，全面推动西部地区深

化改革开放。在政策上衔接成渝双城经济圈，发挥北部湾等重点区域的枢纽辐射

带动作用。将国家战略有机衔接、加强南北合作相互促进形成发展新格局，为西

部地区开发开放提供新动能，完善交通物流大通道的建设，保障西部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

5.2.3 产业融合

陆海新通道的建立有利于推动西部国家级新区内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

区域产业布局，减少同质化竞争，有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做好承接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工作，在培育新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上迈出更大步伐，将

信息技术注入传统产业，促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革新产业管理模式，使西部地

区的产业在产于国际竞争中，更具竞争力。依托陆海新通，将西部农村的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发展循环农业，从农产品生产道农产品深加工增加附加值，促进农

牧产业全链条式发展。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建设高标准的农田、在西北部草

原建设现代化生态牧场，在农作物生产上划分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棉油糖等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加快高科技农具的研发推广应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以及相关产业的建设。推动互联网与教育、医疗、旅游

的融合发展。优化网络硬件基础设施，推提升网络速度降低资费收取，积极支持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开发西部地区特色旅游资源，提升西部地区劳动就业率，

促进经济发展。依托国家政策红利打造区域重要主导产业。加快西部地区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加强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在资源配置上加大对西部地区自然资

源调查与规划评价的支持力度，在资源配置上优先将资源分配西部地区以支持其

发展。鼓励中央企业的分支机构在西部地区注册，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适

当减少企业税费，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为保障产业持续向上发展，

在引入全国同一执行的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对西部地区的产业进行因地适宜的

调整以适合西部的具体形况。修订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并及时根据情

况调整，完善承接产业转移引导政策，指导西部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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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保障机制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这为西部地区经济健

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资源要素分布不匀、经济发展条件不一使西部国家级

新区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将西部国家级新区

与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的深度对，通过建设贸易物流通道，使西部因交通问题的

地区得到发展，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同时实施对外开放、扩大内需以优化西部发

展模式，以六个西部国家级新区为支点，辐射带动西部经济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因此探寻西部国家级

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联动保障机制尤为必要。

6.1 提升工作协同创新能力

西部各国家级新区以及陆海新通道沿线各省市区设立省际联合工作机构，共

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事项和项目，鼓励建立物流、交通、产业等联盟，西部

各省区市规划共建一批合作示范区、重大改革试验区，提升现有合作平台。国家

级新区作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在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深

度对接和有机融合中，西部各个国家级新区应加强沟通协作，建立完善多层次、

常态化合作共建机制。在陆海新通道建设过程中，完善省际联席会议制度，从政

府层面推动省级协商制度、西部省市区发展改革委会制度等。在国家级新区与陆

海新通道工作对接中，共同商讨重大合作事项，解决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重

大问题。西部国家级新区做好协同工作，提升物流运输的效率，加强口岸建设进

度做好服务保障，建好区域物流集散网络，为保障交通效率，还要完善跨境运输

的标准规范体系，加强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衔接，共同承担物流压力。以现代化

信息技术促进智慧物流的发展，达到增进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作用。发展

通道经济，整合西部资源，活动政策鼓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深化国际经贸

合作。在产业协同发展中，强化措施推动产业发展，以金融支撑产业发展，以通

达的交通支持产业物流。以扩大通道动能支撑物流发展，以强大的物流运输能力

支撑经贸往来，以对接国外市场来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在工作协同中，要明确责

任的划分，做好团队凝聚力来保证通道建设。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建设中监管监

督，将每一项规划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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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统筹资源推进通道建设

统筹通道资源，协同推进主通道建设。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外交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带头完善共建通道的联席会议制度。以顶层设计规划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协助各底层部门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西部省区市

合作共建工作中，要加强省际协商合作，做好统筹规划。重庆市牵头的际协商合

作机制，西部省区市协商解决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区域合作有关事项。在各个领

域成立专家领导小组，加强对规划编制、体制创新、政策制定、项目安排和推进

实施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沿线城市成立领导办公机构，明确工作职责，明晰责任

划分，形成上层规划落实到位、领导工作切实落地、建设工作高效运行的协调推

进机制。推动轨道交通编制多样化的交通体系。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发挥财政政

策的引导性，激励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大地方政府债券的发放、加强政府的

投资支持力度。在资金统筹方面，建立完善的投融体系，政府成立专项投资资金。

在政策统筹方面，做好产业统筹、人才引进、社保政策、。在做好西部的确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的工作，做好招商引资的协调工作。

6.3 依托先进信息技术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共享实时数据。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

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共享实时数据。为实现西部国家级

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重视数据挖掘价值，

引进高科技人才，加强数据应用创新，促进通道物流降低成本提升通行效率。陆

海新通道不仅是物流通道，也是信息通道，鼓励和支持西部沿线的物流公司，依

托通道建立与电子商务平台配套的物流平台，在内部构建完善的区域分拨网络，

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鼓励电子商务平台与信息平台的对接，促进市场交易透明

化，实现沿线信息互联互动。通道沿线口岸合作促进通关便利化水平，沿线企业

通力合同，优化整合资源，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要提高互联网网速的建设能力，

满足物联网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要为大型的外贸企业、物流园区开拓铁路联络专

用线，为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现及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有力数据支撑和信息保

障。充分挖掘大数据和信息网络的，目前西部地区的医疗信息系统建设较为落后，

通道建设包含互联网的建设，应大力补齐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暴露的短板，推

进西部地区医疗卫生系统的建设。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应加强区域环境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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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与执法。

6.4 完善政策衔接机制

探索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政策衔接机制。在完善与优化现有合作

对接机制的基础上，做好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政策衔接工作。在西

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西部国家级新区要落地土地政策，促进土

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做好通道建设规划，保证交通基础设施、国家物流枢纽等

项目的建设用地；依托陆海新通道，在国家级新区内建设港口实现新加坡港双枢

纽港联动，为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添砖加瓦，形成中国西部地区和东盟国家之间区

域的互联互通。除此之外，还要与“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湄公河合作、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政策衔接起来。在陆海新通道衔接

“一带一路”方面，要加强与西北骨干通道衔接、增加西北枢纽节点，扩大辐射

范围，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北部湾等重点区域的枢纽辐射作用，构建通道有效

支撑、政策衔接、南北相互促进发展，推动形成西部地区从开发走向开放；湄公

河合作与陆海新通道衔接，实现通关一体化、协商一致标准认证体系、在口岸设

施功能衔接等方面实现通力合作，先后启动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智慧口

岸”建设，进一步提升港口功能。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北与中欧班列对接，向

南和长江黄金水道高效联动，西部地区依托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

6.5 完善税收激励机制

为保障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协同联动发展，建设陆海新通道的资金

分配及通道建设取得成果后应注重利益调处，使通道沿线城市享受到经济发展的

红利。在建设之初注意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国家级新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

建立互利共赢的税收分享机制。推动西部国家级新区对外开放，在通道龙头片区

依托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区。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有风险控制能力、

监督机制完善有效的前提下，为估计企业积极参与建设，推进通道沿线主要港口

以及内陆国家物流枢纽的退税政策，通过中央预算投资建设计划、中央专项资金

拨款计划等建设资金来源的支持，积极建设枢纽、交通线、扩大港口功能等基础

设施，在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构建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不断完善营商评

价机制。对内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向基层部门延伸，提高建设效率，创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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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批制度，政策扶持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激励企业健康发展，着力打造西

部地区一流营商环境。在建设工作中引入“智库”，向领域内专家学者、企业家

们征求意见。定期举办系列行业高端论坛，搭建西部地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发

展成就、未来前景和投资潜力。做好西部国家级新区与陆海新通道的利益调处工

作是保障两者协同联动发展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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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使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突破交通基础设施的限制，解决

了西部地理交通线路拥堵、货物运输乏力问题，这将有力改善西部地区交通闭塞、

对外贸易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使西部腹地不在囿于地域瓶颈，有力推动西部地

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有利于促进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协同联动发

展。而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也需要西部国家级新区提供人力、资金、产业、建设用

地的支持。本文将国家级新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结合起来，通过对西部国家级新

区与陆海新通道之间的协同联动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搭建之前，原向南通道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的耦

合协调度比较低，原通道系统的物流运输能力不能满足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需

求。这个结论从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原通道系统与西部国家级新区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低于 0.1，且通道系统总体评分低于西部国家级新区系统总体评

分，这说明原通道系统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的运输需求。

第二，国家级新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以国家级新区为主导、辐射带

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范巧，2018），将西部国家级新区置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

环境中分析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西部六个国家级新区分别为陆海新通道的建设

提供产业、技术、人才、信息支撑。但西部各个地区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国家级

新区之间因其发展战略定位差异、经济实力差距、所在区位不同等原因，六个国

家级新区能为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的支撑大相径庭。

第三，陆海新通道是“一带一路”交通建设的纽带，是一条贯通西部地区向

东延伸的物流大通道。陆海新通道扩大原有的交通枢纽运输动能，为提高西部地

区的交通运输能力，新建多个航空枢纽、铺建多条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网络越

发密集，中欧国际班列的运次不断增加，不仅提高了物流运输，而且打通了西部

地区南下与北上的贸易通道，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缩短了运输距离。陆海新通

道的建设对港群组合结构重新整合，港口竞争合作关系持续深化以及新区产业内

通外连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提升了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效率，

密切对外经济往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四，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为西部国家级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助力。陆海

新通道的建设畅通了西部国家级新区对外发展对外贸易的交通路线，不仅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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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贯通西部南北的物流大通道，为西部地区对外发展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与

政策条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保障。

第五，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状况息息相关，高交通通达度对区域经济的拉

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陆海新通道是展望到 2035年的远景规划，从当前建设陆

海新通道的趋势来看对西部国家级新区的反哺作用体现在各个层面。立足西部国

家级新区，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有利于西部地区加强与东部地区产

业协调发展，有利于通过陆海新通道向外开放开展经济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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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时间一晃而逝，初到兰州参加研究生复试的天气，也和这两日一样，黄

沙漫漫。那时准备复试的焦灼与今日敲完毕业论文的最后一行字却未敢放松的心

情别无二致。虽然前者意味着研究生生活开始，后者意味着结束。这篇论文从选

题到成篇耗费近一年半的时间，数据收集与补充耗时甚久，中间几度写写停停。

论文的完成离不开我的导师杨志龙教授的悉心指导，杨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严

谨的治学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让人敬佩。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里，感念杨老师

的照拂。

研究生三年的生活充实而快乐，感谢任课老师们，让我在课堂学习得以一窥

中外经济学家们对人类社会深邃的思考。感谢我的同窗们，在数不清的课堂讨论

中，在奋斗过的竞赛中让我收获良多。感谢我的室友，一起探寻兰州美食，一起

远行旅游的经历让人怀念。也感谢甘肃这片辽阔的土地，西北的景致很美，让我

有幸一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鸣沙山的沙是滚烫，月牙泉边的酒很甜。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是你们的支持与鼓励让我得以安心完成学业。研究生

三年有长进，有收获，也让我更加确定以后要走的路。山水长，衣衫薄，期待下

一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