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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

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各地区要

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

——摘自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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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启动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

——摘自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的主旨发言

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

度发展⋯⋯实施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产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

经济增长极。

——摘自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区域发展迈向多点支撑
本报记者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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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7 日晚，北京市携手河北省张家口市
被国际奥委会确认为 3 个 2022 年冬奥会候选地之
一。消息发布后，张家口市崇礼县太舞旅游度假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宏知道，机遇来了！

李宏所说的机遇在哪里？首先就是对旅游业的
促进。自崇礼成为冬奥会候选地以来，他可是忙得不
可开交。好奇的游客纷至沓来，一时间，曾经寂寞的
山林、草原、农家乐，被驾车、徒步、骑行结伴而来的
游客挤满。

崇礼距离北京仅 220 公里，只需 2-3 个小时车
程，高速公路直达县城，但在过去，这里只是滑雪爱
好者眼中的天堂，四季绚丽的美景并未受到周边大
城市的关注。

“崇礼冬季雪期长，雪质佳，滑雪度假项目连片
且成规模的开发，不仅为居住在北京、天津等大都市
的人群提供了全季候户外运动的目的地，更为经济
欠发达的崇礼地区带来了发展新契机。这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为我们带来的珍贵‘礼物’。”说起崇礼的未
来，李宏信心十足。

就在不久前，北京市旅游委和张家口市政府签
署了 《北京—张家口奥运旅游协同发展对接备忘
录》，将合力借势申奥推进规划、宣传等各方面的
对接。

京津冀协同发展带给河北和崇礼的机遇，不仅
在旅游业。县城基础设施改善、一批大项目进驻，
都让李宏和他的伙伴们感到振奋。

文/本报记者 孙 璇

崇礼的“礼物”

李宏,河北省

崇礼县太舞旅游度

假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4 年，我国区域发展呈现一个鲜明特点：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

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体现出大开大阖、纵横内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构建

区域发展新棋局，为经济转型升级打造广阔空间——

12 月初，河北省发布《关于加快金融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消息一出，资本市
场再次对京津冀概念股报以热烈掌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今年提出的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注入“国家动力”之
后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步驶入“快车
道”，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
同发展三个重点领域已在率先突破。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依托“黄金水
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从“一带一路”到上
海自贸区、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
⋯⋯今年以来，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

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围绕加快
重点地区发展、落实重大发展与改革战
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
域总体发展战略，国家密集出台了“国家
战略性”区域规划。其中，“一带一路”、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
规划，引领区域发展新格局。

今年以来，“一带一路”正从战略构想
逐步向具体项目转移，已发起建立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新常态
下，我国更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一带一路”海陆并举，南北呼应。商务部

部长高虎城说：“‘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
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
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
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

今年，国务院公布《关于依托黄金水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部
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
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
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
带。如今，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的 12 个直
属海关已经实行通关一体化。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

三大战略规划，引领区域发展新格局

新常态下，要求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

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优化

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概念，指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

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逐步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

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

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总体上呈现东快西慢、

海强陆弱的格局，广大内陆地区经济开放的水平、

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这种不平衡，是我国的一

个基本国情。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

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

局，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的

重大任务。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

余地，从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情况看，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比较

优势和后发优势日益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雁阵模

型”已逐步形成。

向大空间要大格局,向大格局要新动力。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战

略的“落子”，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

河和陆路交通干线⋯⋯一盘促进各地区在更高水

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推动形成国内外联动、东中

西统筹、南北方协调的发展新棋局已然呈现。尤其

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充分反映了对我国

未来发展格局的运筹帷幄和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

的深刻洞察，内外联动，纵横捭阖，可谓“一子落而

满盘活”。

区域协调发展，目的在发展，难点在协调。随着

大空间格局的推进，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

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进一步简

政放权，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

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

置，形成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

态环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域协调发

展新机制。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下好区域协同发展这盘棋，中国经济的战略

机遇期将延续更长时间。

文/徐 行

三大战略引领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
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
位置，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
协调发展，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
优化配置。

实质上，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必须回答
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哪些重点区域协同发
展，能在全球化时代下引领或保持中国的
竞争力、活力或者优势？二是长期以来国
内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如何解决？三是一

些经济社会转型的任务，比如流域治理、生
态环境保护等跨区域问题，如何统筹解
决？新常态下的区域发展，不仅要立足解
决当前问题，还要解决长远问题，体现出高
瞻远瞩的战略性。

除了以三大战略为核心的区域发展新
格局初步成型之外，另一条线是加强区域
重点突破。2014 年，陕西西咸新区、贵州
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
区、四川天府新区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复设

立，从而使国家级新区数量增加到了 11
个。密集设立国家级新区，意在打造多个
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区域发展的利益共
同体，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
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继续实施，与
此同时，各地区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
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优化经济发展空
间格局，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形成区域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改变产业同构化的

局面，从而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加强重点突破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一些投资机构与阿里云等开展
战略合作，在北京建设了云计算加速孵
化器，在河北张北大规模部署云服务，在
天津落地。郭洪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
不是说北京不要的转移到河北、天津，也
不是三地之间互相挖项目，而是按照国
家要求，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把新兴产
业 蛋 糕 做 大 ，建 设 世 界 级 的 创 新 型 城
市群。

郭洪的体会，说中了 2014 年区域政
策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出综合改革，通过
跨省域合作解决重大发展问题。

过去 30 年，我国区域合作主要表现

为：中西部地区主要贡献劳动力、资源能
源，东部地区则依托交通优势和区位优
势，利用国内外资金和中西部劳动力、资
源能源，发展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另一
方面，由于缺乏体制机制配套，区域间协
调发展问题未能得到较好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认
为，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合作要从资源要素
互补式合作为主，转向创新发展互助式合
作为主；从以 GDP 增长为主导，转向以可
持续发展为主导；从松散型合作，转向机制
化合作，逐步形成区域合作新常态。

新常态下，要求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
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多
规合一”。着力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
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下好区域发展这盘棋，补齐城乡二元
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短板”，为我国经
济 转 型 提 供 了 纵 深 空 间 。 数 据 表 明 ，
2014 年前三季度，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
与全国水平持平，西部地区则高出 2.1 个
百分点；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部和西部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分别比全国水平高
1.7 和 1.8 个百分点，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了动力。

加快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