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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重建了國家經濟政策

論述，將生產力置於政策中心，也接受了區

域發展的不均衡。不均衡論述的普遍性接受

與區域差距的爭論，模糊了次國家區域的界

定，區域政策的表述被均衡/不均所過度簡

化，而忽略其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特定邏

輯。本研究以文本分析回顧中國區域政策表

述中的區域定義，並以新疆棉花生產的經驗

研究指出，區域，除了從改革開放前被中央

－地方關係與國防佈局所界定，到改革開放

政策下由國內自由貿易與區際分工所界定，

仍然需進一步重視全球化經濟影響下，不同

空間尺度交互穿透的複雜性。 

關鍵詞：區域政策、空間尺度、新疆、棉花 

Abstract: 

China has been rebuilding its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by giving priority to productivity 
promotion and accepting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ommon 
acceptance of disparities i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ed debates have 
blurred the definition of sub-national regions.  
The discourse of regional policies has been 
over simplified by an oblivion of specific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s.  By reviewing 
region definitions in the texts of regional 
policies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n Xinjiang’s 
cotton produ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at 
the definition of regions, though variously 
dictated by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s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cerns in pre-reform years, 
and by domestic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uring the reforms, it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under the surg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various 
spatial scale penetrations. 

Keywords: regional policy, spatial scale, 
Xinjiang, cotton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以來，其

經濟再結構成為舉世注目的焦點。歷經‘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姓社姓

資’、‘姓公姓私’的論戰（馬立誠、淩志

軍，1998），其國家經濟政策的論述，從 20

世紀初以來的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

資本主義對抗的生產關係鬥爭的脈絡，轉向

重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官方論述重

訪其所標舉的馬、恩、列、斯、毛的歷史唯

物論正統，提出相對於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

的內在矛盾，社會主義的內在矛盾存在於生

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以及上層建築與經濟

基礎之間1，由於 1949 以降的 30 年執政造成

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極大矛盾，因此

改革開放所推動的再結構的重點，即在於承

認經濟邏輯的相對自主性，而重新將生產力

置於國家經濟政策的核心。（顧龍生，1996） 

經濟政策論述的轉軌，使得改革開放後

的空間經濟（spatial economy）也成為區域策

論戰的重要議題，而多半集中在區域差距之

趨同（convergence）/趨異（divergence）、區

域差距度量方法、區域理論之有效性、以及

區域差距的成因與因應。而第九個五年計劃

所承諾的‘縮小區域差距’以及第十個五年

計劃所提出的‘西部大開發’，則是對於區

域政策論戰與區域差距現實的反應。本研究

的旨趣在於經由文本分析，探討當以區域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指中央－地方關係與國家－企業關係。（顧龍生，

1996: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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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作為制度實現的物化場域，中國改革開放

前後的區域政策表述中，區域如何一再地被

界定﹔並經由新疆棉花生產區域的經驗研

究，指出‘均衡/非均衡’的表述或許具備政

治號召作用，但由於忽略空間尺度（spatial 

scale）的複雜性，而在納入全球化經濟時產

生地方發展的新挑戰。 

三、結果與討論 

從全國尺度出發的中國區域政策表述，

儘管歷經了從平均論、均衡論、國防論，到

傾斜論、成長極論、不均論，到分工論，始

終一致的是，區域乃是被國家主權所界定的

領域範疇，所不同的是，在不同歷史階段，

以政治、國防或經濟邏輯為其特徵。然而，

在分工論的表述中，我們卻看到兩個不同空

間尺度論述的斷裂。1980 年代以來所主張的

對外開放，是將東部沿海地區放進國際分工

架構中來思考﹔1990 年代末期以來的西部大

開發，除了開放部分內地城市有直接納入國

際分工的機會外，最主要者在於建立國內統

一市場下的區際分工，以及以國內區際分工

維持東部納入國際分工的層級結構。對於這

兩個層級是否能如此有序地建立，或其相互

間的互動可能，則很少看到進一步的闡述。 

然而，回應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地方

發展策略，由於國家逐步撤出計畫經濟體制

並賦予內地對外經貿政策，內地地區因須直

接面對國內市場乃至國際市場的競爭，其地

方發展政策的空間向度反而不再僅框架於國

家領域內，而呈現著國際尺度、國家尺度與

地方尺度交錯的現象。因此，相對於關於中

國都市化的知識討論看到了新都市化過程與

全球化（globalization）間的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Wu 2000），區域政策表述卻忽略

了全球化經濟與中國經濟再結構下，不同空

間尺度交互穿透的複雜性，而預設了國內區

際分工與國際分工的層級關係，層級間的分

野由國界所界定，而以城市與特定開放區作

為仲介。 

基於標準化的勞動過程、通訊進步、金

融市場開放、跨國投資對於國界阻礙的解

除，全球化經濟的空間分工使得某些區域表

現出令人艷羨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曲線（Sunley 2000），使得區域被強調應被視

為組織入世界性區際分工（ worldwide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的經濟單元

（Scott 1998），也使得相對固著的區域往往

必須以割喉的優惠政策爭取具有彈性機累能

力的企業投資。邊陲區域的困境在於，由於

其歷史積累的邊陲性，往往難以吸引投資，

或即使吸引了投資卻又形成投資的弱著床，

導致投資的聚集不必然確保長期的成長率

（Sunley 2000）。 

新疆的特殊性在於其邊陲區域與邊疆區

域的雙重身分，前者所造成的孤立，使其至

今的去邊陲化（demarginalization）努力，仍

難擺脫初級產品的分工位置﹔後者使得國家

給予其特定的保護與支援，支撐起其適應環

境的初級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與技術，形成

了進一步競爭的基礎，但舊制度的慣性又形

成其競爭的阻力，致其在國內分工中，扮演

著水、石油、煤、稀有金屬、農牧產品的儲

備與供應基地，與納入國際分工的東部沿海

地區形成次級分工。一個改變這種次級分工

位階的可能，是所謂的向西開放政策，藉由

與中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回教國

家的經貿關係，建立新疆的比較利益與工業

化﹔或者藉由國際運輸系統的連結，重拾

‘絲路’的地理位置（Zhao 2001﹔廖淑馨，

1991）。綜合了基於過去歷史教訓而要求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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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革，著眼於國家內部區際分工的區域政

策，納入國際市場的世界性區際分工，尋求

對自身較為有利的另類國際分工，以及企圖

利用邊疆區域的邊界性使其成為跨界流通的

新絲路，凡此，使得邊疆區域置身於各種空

間尺度的空前複雜交錯影響下，而使其實踐

遠較政策表述更須具備能夠處理這種複雜的

能力。 

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研究觀點方面，本研究對於中國大陸

區域發展論述加以釐清，並以新疆棉花產業

為經驗研究，提出應注意空間尺度的相互穿

透觀點，而不宜過於簡化區域發展論述。在

經驗研究方面，本研究遠赴新疆進行田野調

查、收集資料，並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城市

與區域發展研究所的劉君德教授、黃麗博

士、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副所

長張小雷博士、以及新疆師範大學科研處處

長金海龍教授，建立了對於中國西部大開發

區域發展的共同調查合作與交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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