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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盘 棋 谋 划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新 篇 章
本报记者 祝 伟

这是一盘着眼全局、联动东西南北、统筹国内国

外的发展大棋局——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8 场聚

焦区域发展战略的座谈会，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迈向

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指明了前进方向。

起手布局，落子成势。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各

地区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发展均衡性逐步增强，人民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呈现出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的区域协调发展崭新局面。

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培育发展动力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

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6 月初，2024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

浙江温州举行。在这次座谈会上，沪苏浙皖四地进一

步提出，谱写长三角一体化新篇章，勇当中国式现代

化先行者。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

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来，沪苏浙皖四地始终紧贴“一体化”“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以不足 4%的国土面积撑起了超 24%

的经济总量，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

长三角蝶变，是区域重大战略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六大区域重大战略的实

施，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多样、差别巨大的

客观实际，逐步构建起以点带面、以线串点的空间发

展新模式，发挥出对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示范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尹俊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坚实步伐。10 年来，

“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稳步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实现

高铁全覆盖；北京科技成果向津冀两地“就近转化”比

重不断提升，截至去年年底，中关村企业累计在天津、

河北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已突破 1 万家；越来越多的京

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持续延伸。

——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沿江 11 个省市的坚定共识。围

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持续发挥协同联

动整体优势，不断培育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新优势、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设施“硬联

通”、机制“软联通”、百姓“心联通”从愿景逐步变成

现实。“湾区社保通”“跨境理财通”“政务服务跨境

通办”等一批标志性事项落地实施。自

“澳车北上”和“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牌车已突破200万辆次。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海

南自贸港建设蹄疾步稳、蓬勃兴起，逐步建立自贸港

政策和制度体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起步。

沿黄各地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流域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推动发展方式转型。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化发展“差距”为

追赶“势能”，一幅协调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铺展。

优势互补各扬所长 增强发展平衡性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

条件差别之大世界少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国

情。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

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

的路子。”“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

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为

新形势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指明方向。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地处长江上、中游分界点的湖北宜昌，磷资源富

集，曾因磷化工产业而闻名全国，但也造成了当地生

态环境恶化。痛定思痛，从 2017 年起，宜昌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作出坚定抉择——对域内化工企业全面实

施“关改搬转治绿”，同时通过打造精细磷化中心，推

动化工产业加速向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转换，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强劲动能。

推动重要功能区建设，保障国家粮食生态能源安全。

在西南地区，四川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资源

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责任，加快建设保障国家重要初

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

仓”，去年粮食产量 718.8亿斤，创 26年来新高。如今，作

为全国水电第一大省，全国每 100千瓦时水电有 30千瓦

时产自四川；天然气（页岩气）资源量、年产量均居全国第

一位，全国每100立方米天然气有24立方米产自四川。

“评判一个区域是否协调发展，不能单一以经济

指标作为标准，更不能简单以 GDP 论英雄，而是要看

其承担的功能是否有效发挥。”尹俊说。

提升跨区域协同水平，促进要素资源畅通流动。

一辆新能源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完成全部

配套零部件供应需要多久？长三角地区给

出的答案是：4 小时。

在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不断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

域协同，发挥人才集聚多、

科技水平高、产业基

础 好 和 市 场

潜力大等优势，有的放矢补链固链强链。今年 1 月底发

布的《2023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自 2018 年

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总指数年均增长 11.17%。

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高水平区域开放新格局。

在南海之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型起势。6 年

来，海南自贸港先行先试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稳

步扩大，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自

贸港政策叠加优势，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

护、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推出了一批新举措。海南在高

水平开放上提升领先度，在高质量发展上跑出了加速度。

“各地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质量与发展效

益、发展成本与收益分配，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

率，不断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全局上、

源头上、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北京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

员任晓刚说。

下好“全国一盘棋”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

重要战略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放眼大江南北，在区域经济版图上，后进者奋力

追赶，领跑者奋勇前行。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

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全国一盘

棋”不断走深走实。

看东部，经济“挑大梁”势头强劲。上海“五个中

心”建设提速，面向经济主战场，C919 国产大飞机、首

艘国产大型邮轮相继问世，自主研发出一批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重大战略产品；山东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

升，积极布局区块链、虚拟现实等 24 个重点领域，国家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产业数字化指数、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看中部，崛起态势愈发显现。安徽经济总量

过去 10 年间连跨 3 个万亿元级台阶，在

我国经济版图上，实现了由“总

量 居 中 、人 均 靠 后 ”向

“总量靠前、人均

居 中 ”的 历

史性跨越；江西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妩媚青山、浩渺

鄱阳湖，“水清江豚跃”“林深鹿饮溪”“天净万鸟翔”成为

生动名片。

看西部，增长潜力持续释放。重庆汽车产量超过

230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50 万辆，全球每生产

3 台笔记本电脑就有 1 台是“重庆造”；陕西光伏电池转

换效率屡破世界纪录，超导、特高压输电、新型显示等

领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看东北，全面振兴步伐坚实。首艘国产航母、航

母舰载机等一批“大国重器”在辽宁问世，老工业基地

再创辉煌；吉林粮食产量连续 3 年超过 800 亿斤，现代

农业建设“排头兵”地位更加巩固；黑龙江建设现代农

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高标准农田和绿色有机食品

认证面积、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均居全国首位。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不仅在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对外开放和促进创新协同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各地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要素自由

流动和高效配置。这既扩大了内需市场，激发了消费

潜力，又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浙

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胡文木说。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区域发展的整体性、

协调性、均衡性明显增强。2023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

生产总值分别达到 269897.7 亿元和 269324.9 亿元，占

全国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21.3%、19.6%提高到 21.6%、

21.5%，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向着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

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目标稳步前行。这是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优秀答卷，

也是适应发展新形势、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显著优

势的生动写照。

融合联动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本报评论员

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

算⋯⋯一个个国家级工程，都是区域协调发

展的大手笔。在中国经济版图上，这些互动

互联显著改善了不同地域资源要素不平衡

问题，最大限度汇聚发展合力。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

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

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

艰巨任务。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 8 场聚焦区域发展战略的座谈会，作出一

系列新部署，为加强区域战略协同集成、以

重大战略引领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从京

津冀到长三角，从西部大开发到中部崛起，

从长江经济带发展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连成势，

形成了贯通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

盾新挑战，下好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

胜要诀。

在“新”字上求突破。面对更趋复杂严

峻的国内外环境，一个共识更加清晰：推进

高质量发展既是突围向上的根本出路，也是

需要迈过重重难关的艰辛道路。创新是区

域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必须推动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实现

新突破，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

时，各地要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通过

深化改革、联合创新，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

动的障碍，握指成拳、重点突破，加快培育新

质生产力。

在“融”字上下功夫。发挥各自比较优

势，加快融合联动，对各地而言是共赢的选

择。近年来，高铁飞驰、高速成网，各区域间

的“硬联通”不断加快，“说走就走的旅行”成

为可能。除了“硬联通”，机制、标准、公共服

务等“软联通”不断深化，京津冀、长三角、大

湾区等地区的交融更密切，流域综合治理多

地 融 合 联 动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不 断 取 得 新

突破。

在“实”字上见成效。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仍要

清醒地看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值得关注，

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发展动力极

化现象日益突出，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

困难。要正视问题，因地制宜谋发展，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大写意”进入“工笔

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更需聚

焦 重 点 、精 雕 细 琢 ，细 腻 处 理 好 每 一 个

笔触。

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共同富裕上。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千

差万别，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

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也

是一条根本路径。通过深入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一场关系中国式

现代化成色的奋斗。面对繁重任务，仍需一

以贯之贯彻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久久为

功，自强不息，将宏伟蓝图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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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一列高铁正在通过池一列高铁正在通过池

黄高铁太平湖大桥黄高铁太平湖大桥，，湖光山色景湖光山色景

美如画美如画。。池黄高铁进一步完善了池黄高铁进一步完善了

区域路网结构区域路网结构，，助力长江经济带助力长江经济带

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左学长左学长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丹江口水库有丹江口水库有““亚洲亚洲

第一大人工湖第一大人工湖””之称之称，，是南水北调是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的水源区中线工程的水源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图图③③ 工作人员在东数西算工作人员在东数西算

（（贵州贵州））智算中心内巡检智算中心内巡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续续摄摄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