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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支撑,也是迈向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在第五部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下强调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与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板块下有关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内容相比体现了

守正创新的思路。 文章通过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总结新

时代十二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取得的成效,发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客观规律不

断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理念、机制与政策体系,围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产生的最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形成的最大实践标志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经了伟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中,中国式

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

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需以着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

核心目标;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逻辑与重点在于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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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布局。 基于优势互补视角,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在于通过科学

合理的规划与高效资源配置,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公平惠及全民,即“合理分配蛋糕”。 基于高质量发展视

角,区域协调发展在宏观层面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总量增长,而是一场以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驱动

的全方位变革,旨在“做大且做好蛋糕”。 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策略。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区域原有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深

化上,还能够为各地区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区域

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同时,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增强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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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
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

定》) [1] 。 这次全会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更是对下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明确与宣示,进一步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推
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 其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内

容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板块相比体现守正创新的思

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第五部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下,强调要完善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进一步指明了新发展阶段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动力方向。
概括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二年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实施与推进是促进中国区域

发展实践的有效举措。 在新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与新挑战,完善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核心目标应聚焦于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优势互补是区域协调

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 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的逻辑与重点,关键在于构建统筹兼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推进这一布局的关

键策略在于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激发区域发展的内在活力与巨大潜力。

一、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是新时代十二年促进中国区域发展实践的有效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理念、
机制与政策体系,围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产
生的最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的最大实践

标志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经了伟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 [2] ,为中国区域板块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奠定了现实基础。 从

2013 年到 2016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谋划与调整区域经济布局,相继推出共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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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向区域联动、

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模式转变,进一步凸显了各区域的特色与优势[3] 。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

大报告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明确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 [4] ,并针对特殊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5] ,明确提出要基于各地区比较优势、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建设目标,

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实践上为“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指明了道路方向。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中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

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6] 。 同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推

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重要文章[7] ,在理论高度上规划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

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的蓝图。 进入“十四五”时期,202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进一步总结升华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成果,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实施的京津冀协

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自贸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战略整合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8] ,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的多样性和差

异性,旨在通过不同空间尺度和类型的战略实施,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

动作用,彰显了发挥区域优势互补的深远意义和战略价值。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

调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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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从实践中洞察理论并指导实践的辩证法精

髓,就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定位、总体思路及具体路径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二)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取得的成效

从实践成效来看,2012 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发生了伟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其中,“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为提升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机制,其成绩表现在:第一,地区产

业结构与自身区域优势匹配度不断提升,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形成合理化、专
业化的分工体系。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4)》为例,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总量从 2014 年的 5. 87
万亿元跃升至 2023 年的 10. 44 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比重攀升至 8. 3%。 三地紧密合作,依托各自

优势,共同构建了氢能、生物医药等六大关键产业链,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

链。 其中,北京凭借其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和丰富的科研资源,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

先进制造业;天津则依托其坚实的工业基础和港口优势,主打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而河北,虽
起步较晚,但凭借资源与劳动力优势,重点发展了重工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并从京津两地吸纳了

大量技术合同,成交额显著增长,2023 年达到 810. 1 亿元,同比增长 101%[10] 。 又如长江经济带作为

产业经济体系最完备的区域,近年来新旧动能转换与合理化产业分工得到有效发展[11] 。 以赣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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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一方面,赣州市自 2012 年起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以来,共计 3
 

108 户次企业享受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减免企业所得税 65. 64 亿元,显著减轻了企业税负,为赣州承接长珠闽等沿

海产业转移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城市,也是江西省承接东部沿

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近年来,赣州市瞄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产业转移首要来源地,着力壮

大现代家居、电子信息、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纺织服装、医药食品等“1+5+N”产业集群[12] ,不断增

强全市产业结构与自身区域优势匹配和自主“造血”功能。 第二,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间相对差距

逐渐减少,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相对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

体相当的目标。 具体来看:(1)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相对提升,
并呈现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2023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 26. 99 万亿元、26. 93 万

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21. 3%、19. 6%提高到 2023 年的 21. 6%、21. 5%[13] 。 从经济增速

看,2023 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名义 GDP 同比分别增长 5. 1%、3. 3%、4. 6%、3. 7%,有
17 个省份 GDP 同比增速跑赢全国,其中,西部地区有西藏(9. 5%)、内蒙古(7. 3%)、新疆(6. 8%)、
宁夏(6. 6%)、甘肃(6. 4%)、重庆(6. 1%)、四川(6. 0%)、青海(5. 3%),中部地区有湖北(6. 0%)、安
徽(5. 8%),二者占据了全国的 58. 8%。 (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资源、医疗资

源及社会保障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更加均衡。 截至 2023 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义务教育生师

比基本持平,中西部地区大班额比例显著下降。 东北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位居全国

前列,中西部地区超过东部地区。 全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分别为 10. 66 亿人、2. 44 亿人、3. 02 亿人,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6. 4%。 全国社

保卡持卡人数达 13. 79 亿人,覆盖 98%的人口①。 (3)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相对均衡,中西部地区交通

网络日益完善,航空运输服务覆盖面广,为区域间的联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截至 2023 年

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 9 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 4. 5 万公里。 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 6. 4 万

公里,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贵阳至南宁高铁等 3 项目建成投产,重庆至万州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

在建项目有序推进。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
 

645 亿元、同比增长 7. 5%;投产新线 3
 

637 公里,
其中高铁 2

 

776 公里②。 在航空服务方面,全国客运航空公司共执行航班 467. 17 万班次,平均航班

正常率为 87. 80%③。 (4)区域间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西部

地区的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均有所提升,农村低保标准显著提高。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东部、东北、中部同西部地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持续缩小,中西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中

部、西部地区农村低保标准显著提升[14] 。

可见,进入新时代十二年来,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重点就是聚焦于如何高效整合并利

4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介绍 2023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2024- 01- 25。 https:∥www. gov. cn / zhengce / 202402 / content_
6932261. htm。
数据来源:新华社,我国高铁达到 4. 5 万公里,2024-01-09。 https:∥www. gov. cn / yaowen / liebiao / 202401 / content_6925054. htm。
数据来源:中国民航网, 《 2023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 06 - 04。 https:∥www. mot. gov. cn / tongjishuju / minhang / 202406 /
P02024062136739414202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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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探索并实施差异化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在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

引导相结合的原则下发挥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合力”,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形成了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实践”。

二、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核心目标,
在于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

标[15] 。 2021 年 10 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对新时代推

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总体原则和具体思路进行了详细论述[16] 。 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东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17] 。 面对到二○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

一重要阶段性目标,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以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内在要求。
(一)共同富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始终锚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依据社会发

展的不同阶段与主要矛盾变化,历经五大阶段性调整:从最初的均衡发展,历经非均衡发展、非均衡

协调发展,再到均衡协调发展,直至当前的均衡协调高质量发展阶段,贯穿了“注重公平—注重效

率—公平与效率兼顾—以注重公平为重心、兼顾效率—公平与效率兼顾、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

辩证逻辑主线[18] ,持续为推进共同富裕积累物质基础。 新征程中,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共同发展、共生发展、共享发展等新要求和新挑战[19] 。 对比共同富

裕这一长远目标来看,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效仍有一定差距,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是有效推动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新形势和新思路的重要支撑。
准确理解和把握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三大判断与三大逻辑,是奋力迈向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前提。 三大判断包括:(1)东西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依然显著。 东部地区凭借

优越的区位优势、先发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开放的政策环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市场

体系,经济发展迅速。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等

原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上下游关系仍制约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的缩小;(2)
北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 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部分地区差距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特别是这些地区在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依然存在一

定困难,难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3)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仍有困难。 如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等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矛盾突出

等原因,已成为改善区域协调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重要压力点、着力点和突破点。 三大逻辑包括:
(1)经济建设方面,在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逐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乃至群体间的人均生产总值差距,实现经

济发展成果的广泛共享;(2)社会建设方面,应致力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全体居民能够

平等地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安全、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

障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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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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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化区域间的协作与互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有助

于加快均衡布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就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与共同富裕关系而言,一方面,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需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缩小区域间发展的相

对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差距体现在多个维度,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
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居民收入的差距,以及不同行业间因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收入差

距[20] 。 例如,凭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合作,加强

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通过政策调整和市场机制来平衡行业间的收入

差距。 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借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来提升区域内总体经济水平,这不

仅意味着追求更高的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需要优化区域内产

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增强区域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此

外,还需加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资源

和企业入驻,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1] 。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以实现区域内经济总量的

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加繁荣富强的生活环境。
因此,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

更高标准。 特别是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亟需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其

关键支撑。 可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进程为核心目标。

三、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逻辑与重点,
在于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东北资源条件

较好,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

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2] ;2024 年 3 月,在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

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要努力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

设” [23] ;202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提出“要坚持

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4] 。 这些讲话共同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当

前关于推动区域发展的系列论述,紧紧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发挥区域优势互补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这一论断展开,并就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全局和区域的系统观”,“平衡与不平衡的相对

论”,“保护和发展的辩证法”,“抢抓机遇和久久为功的方法论”四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

6



刘耀彬,等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部署。
当前,我国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区域

互助机制、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5] 。 然而,对照区域协调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当

前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分化现象凸显,部分

地区之间的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完善已成为制

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25] 。 优势互补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

求,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 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已成

为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
(二)建立优势互补、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策略路径

第一,从优势互补视角出发,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在于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高效资源配置,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公平惠及全民,即“合理分配蛋糕”。 这要

求在微观层面深入剖析各区域的特点与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公共

服务供给策略,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具体而言,对于经济发达、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要鼓

励其进一步发挥带头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同时加大对周边及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通过技术转移、产业合作等方式促进区域间经济联动[26] 。 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则需加大政策扶

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切实提升当地居民的

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当然,在此进程中,还要注重区域间发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避免过度强调效

率而忽视公平。 最终通过建立健全以优势互补为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应对中国式

现代化新征程中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二,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审视,其在宏观层面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总量增长,更是一场以经济

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驱动的全方位变革,旨在“做大且做好蛋糕”。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随时代演

进不断丰富,从 1. 0 阶段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到 2. 0 阶段强调质量、效率、动力的全面变革,
再到 3. 0 阶段融入新发展理念,展现出持续深化的趋势。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体现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质量的显著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27] 。 这要求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作出新调整:一方面,亟需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协同的区域

经济体系,该体系通过促进局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并发挥其溢出效应,为区域间协调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即遵循增长极理论,增长首先在某些增长点和极上显现,随后通过多渠道扩散至整个区域,
直至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8] 。 另一方面,要将创新驱动置于战略核心,通过增加研发投

资、深化产学研合作、培育创新生态与产业集群等举措,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效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以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推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这一过程中,深化对区域

优势互补的理解与应用是基础,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模式则是核心。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策略

　 　 当前完善实施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既注重优势互补又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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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而这一格局的核心策略在于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强劲动力。
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在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上速度不够均衡,创新

能力整体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动力来源不足等问题;在区域之间优

势互补上比较优势不够凸显、分工布局不够合理,还面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等诸

多困境。 新质生产力是促进区域优势互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 [29] 。 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0] 。 这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

要求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

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 因此,面对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优势互补作为区域协调

发展必然要求的现实背景,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能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带来内

生动力,另一方面还可为区域优势互补奠定空间基础[31] 。 这不仅是新时代新征程中有效完善并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迫切需求,更是以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第一,就新质生产力与优势互补而言,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其强大的渗

透力和融合性为区域间优势互补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各地资源禀赋、产业

结构、科技水平等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正是实现优势互补的潜力所在。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体

现在对各地区原有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深化上。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往往基于其

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因素而形成,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渗透,这些传统优势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强化和拓展[32] 。 例如,东部地区凭借其在科技、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快地吸收

和应用新质生产力,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从而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前沿领

域形成更强的竞争力。 而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相对较

低的劳动力成本,与东部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能够为各地区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一些地区可能因资源

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而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应用,这些地区完全

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弯道超车,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例如,通过引入智能制

造技术,一些传统制造业基地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从而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就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而言,高质量发展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新质生

产力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驱动力。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区域

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从而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例如,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还促进了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同时,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促使区域发展从依赖资源

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向依靠科技创新和人才驱动转变,即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构
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区域能够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区域间创新资源的流动和共享,通过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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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可以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33] 。 另一

方面,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培育会衍生大量绿色低碳技术,如清洁能源技

术、节能减排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 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通过推广这些技术,区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推
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34] 。 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通过淘

汰落后产能,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服务业,区域能够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体系,这种转型

不仅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绿色竞争力,还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增强区域

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就是要以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重大契机,着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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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key
 

support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march
 

towa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combing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 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welve
 

year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followed
 

the
 

objective
 

law
 

to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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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and
 

improve
 

the
 

concepts 
 

mechanisms 
 

and
 

policy
 

syste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made
 

a
 

series
 

of
 

major
 

strategic
 

plan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regions
 

an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bigg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s
 

Xi
 

Jinping s
 

concept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the
 

biggest
 

practical
 

mark
 

is
 

that
 

China 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journe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mproving
 

the
 

strategic
 

mechanism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uld
 

tak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core
 

objective.
 

The
 

logic
 

and
 

focus
 

of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mechanism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bout
 

increasing
 

the
 

total
 

economic
 

volume
 

and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also
 

about
 

ensuring
 

that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can
 

equitably
 

benefit
 

all
 

people
 

throug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iming
 

at
 

reasonably
 

distributing
 

the
 

cak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t
 

the
 

macro
 

level
 

goes
 

beyond
 

the
 

single
 

economic
 

growth 
 

but
 

is
 

an
 

all-round
 

change
 

driven
 

by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aiming
 

at
 

making
 

the
 

cake
 

bigger
 

and
 

better.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promot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region s
 

origi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ut
 

also
 

cultivates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or
 

each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form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mentum
 

of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itself
 

a
 

green
 

productiv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wer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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