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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形成逻辑与时代特征

刘耀彬 ，彭 峰

摘 要: 深入研究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

体系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有着重要意义。引入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环

境—认知—实践”的系统分析框架，结合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程，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的形成逻辑。这一战略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使命、基本方略和战略目

标上深化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认知，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框架和实现机制。因

而，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都有着鲜明的新时代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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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历届领导集

体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实践，形成了特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战略( 刘耀彬 等，2017) 。新

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通过调整内地和沿海工业布局来减少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①，这一阶段被

称为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范恒山，2011)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提出“两个大局”思想②，通过优先发展东

部沿海地区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即非均衡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随着四大板块的提出，我国逐步

形成区域发展总体战略③，即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针对新时代区域发展的新特征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

了一系列创造性举措，在实践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研究我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逻辑及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区域发展的理论体系，对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也有着重要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已有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文献侧重于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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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表述了促进生产力平衡布局的观点，即“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

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

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7 ～ 278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即“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

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逻辑。肖翔( 2017) 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协调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尹虹潘( 2018) 以国家级战略

平台布局为视角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过程; 王佃利等( 2016) 将国家级新区纳入区域战略中分析

其行政逻辑重构; 殷洁等( 2018) 探讨了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和治理重构。另一类文献侧重于探讨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王佳宁等( 2017) 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

设三大战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周文等( 2015) 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发

展、世界格局重建的积极作用; 晁恒等( 2015) 分析了国家级新区这种尺度重构行为对区域空间生产的

影响。第三类文献则注重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对策建议。高国力( 2018 ) 指出了新时代我国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 阎东彬等( 2017) 探讨了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空间布局

优化及其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借鉴意义; 陆大道( 2018) 强调长江经济带是“T”字形架构中横贯东西的重

要经济带，贯彻习总书记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最为关键的是落实“共抓”; 陆玉麒等( 2017 ) 从

流域、双核和宜居三重视角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思路。
现有区域协调战略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内涵分析和效应研究为主，缺乏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内在关联的深层理论研究;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地
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现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没有建立综合视角的系统分析框架。
因而，本文引入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环境—认知—实践”的系统分析框架，结合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程，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为新时期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支撑。

一、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

内容分析法用相对规范的方法读取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政策文本中相关问题的本质事实及其关

联的发展趋势( 李燕萍 等，2009) 。扎根理论是在系统而灵活的准则下，收集和分析质性数据，并扎根于

数据中建构理论。本文采用语义内容分析法，将政策文本分解为“信息元”，结合扎根理论方法，借助质

性编码区分和综合初始数据，提炼概念和范畴，通过主轴译码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 将核心范畴与

其他范畴联系起来，建立综合视角的系统分析框架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
本文收集了国家发展五年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

展新机制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政策文本 32 篇。随机选择 16 篇政策文本用于建构模型，另外 16 篇用于检验模型。对用于建模的文本

所给出的关键词进行初步编码后，将这些关键词进行分析提炼得到七个范畴和多个概念，这七个范畴分别

为: 国际环境、国内现实、历史使命、基本方略、战略目标、内容体系、实现机制，如表 1 所示。
表 1 开放编码形成的概念和范畴

编 号 范 畴 概 念

1 国际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平，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

信息化，增长，金融市场，商品价格，波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新兴经济体，科技革命，产业变

革，国际能源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中国家，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多边

贸易体制，地缘博弈，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风险，挑战

2 国内现实

新常态，不平衡问题，消费，市场空间，物质基础，产业体系，资金供给，人力资本，创新累积效

应，综合优势，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增长动力，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

动力，活力，不协调问题，经济增速，结构调整，动能转换，挑战，需求，供给，结构性矛盾，传统

比较优势，创新能力，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空间开发，资源约束，生态环境恶化，不可

持续问题，公共服务供给，收入差距，贫困

3 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共产主义，时代潮流，人民意愿，改革开放，初心，信心，梦想，斗争，矛盾运动，实践，

历史进程，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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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编 号 范 畴 概 念

4 基本方略
领导，人民，中心，改革，发展理念，价值体系，文化，民生，自然，国家安全观，人民军队，“一国

两制”，祖国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党，人民群众，联系

5 战略目标
小康社会，新机制，区域战略统筹，区域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开发秩序，一体化发展，区

域政策，现代化经济体系，美好生活，支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共同富裕，现代化强国，保障

6 内容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东北，中部，东部，

四大板块，总体战略，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城市

群，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 － 西江经济带，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资

源枯竭地区，产业衰退地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产业转移示范区，跨省合作园区，产业合作基

地，资源深加工基地，海洋经济示范区

7 实现机制

战略统筹，融合发展，陆海统筹，顶层设计，市场一体化，要素自由流动，交易平台，制度，区域

合作，互动，国际合作平台，区域互助，扶贫协作，对口支援，互利共赢，利益补偿，生态补偿，公

共服务均等化，服务保障，医疗保险，义务教育，政策调控，区域比较优势，区域性政策，财政转

移支付，政策联动，发展保障，预警体系，法律法规

表 1 中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涉及的概念和范畴可形成三大类关系: 战略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战
略认知的深化、实施战略采取的行动，分别对应三个主范畴: 环境、认知和实践。通过主轴编码在范畴间

建立联系，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编 码 关系类别 主范畴 相关范畴

1 战略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环境
1． 国际环境

2． 国内现实

2 战略认知的深化 认知

1． 历史使命

2． 战略目标

3． 基本方略

3 实施战略采取的行动 实践
1． 内容体系

2． 实现机制

通过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形成了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逻辑的三个主范畴: 环境、认知和

实践。通过选择性编码，可以建立图 1 所示理论模型。用另一组的 16 篇政策文本检验模型是否饱和，

没有形成新的范畴，因而，上述模型是饱和的。

图 1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逻辑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对所处时代环境的科学分析能够促进战略认知的深化，

环境分析既要立足于新时代下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国内现实，也要联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战略认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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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三个方面: 历史使命、基本方略和战略目标。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取决于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和

基本方略，同时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的制约，认知深化为战略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实践包括内容体系和实现机制。这一战略是在特定环境下，党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不

断深化认知，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按照“环境—认知—实践”的综合框架，从环境变迁、
认知深化、实践发展三个方面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

二、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环境分析

区域发展战略与特定时期的历史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届领导集体都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对区

域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注重社会公平的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

略取决于我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同时也受到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和经验的影响，这一时期以内

地建设为重点，平衡工业布局。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准确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两个

大局”的指导思想，在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促使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

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落后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的

快速发展和我国国力的显著提升。21 世纪以来，国际竞争与合作并存，国内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环境恶

化。党中央统筹区域发展，形成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一探索实践为新时代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12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

部环境日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地区收入

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仍然艰巨。这也导致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呈现新特点: 经济分化从传统区域

板块间扩展到板块内部，地区发展多维分化; 要素流动更加依赖区域综合环境( 范恒山，2017a) ; 一些地

区资源要素缺口扩大，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环( 范恒山，2017b) 。

三、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认知

( 一)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历史使命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使得实施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成为历史必然。针对新时代区域发展的新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把协调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②，“十三五”规划纲要从五个方面对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③。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出发，提出区

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规划。
( 二) 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

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④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的目标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

当”。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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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EB /OL］． ( 2017 － 10 － 18) ［2019 － 02 － 24］．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19cpcnc /2017 － 10 /18 /c_1121819598． htm．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

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

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等五个方面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部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1 页。



力支持这些地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紧紧抓住贫困人口脱贫这个短板，坚决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使全国各地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中趋于一致。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导向不在于强调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强调

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这一认知突破了以往从生产或产出的角度考察区域发展的局限性，标志着区

域协调发展的认知升华到新阶段。

四、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实践

( 一)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容体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重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侧重于探索“大城市病”的治理方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着眼于保

护长江生态环境、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于港澳与内地协调发展、打造国际一

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重大战略为引领，以四大板块为基础，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促进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至此，新时

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了多层次的框架结构，既最大限度覆盖了全国所有区域，又形成了主线清晰的

高质量发展格局。
1． 坚持内外统筹与一体联动相结合，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发挥对“西

部大开发的带动作用”，强化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支撑”作用和东部地区的“龙头引领”作用; 京津冀协同

发展着眼于优化空间格局、实现三地优势互补; 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助于构建“东西双向、海陆统筹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城市群互动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促进港澳与内地协调发展。以重大战略为引领，以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国家战略区域融合发展，集中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内外统筹、一体联动的动态协同思维。在国

家重大战略引领下，区域发展政策叠加效应日益凸显，我国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

带正在逐步形成。
2． 坚持开放合作与海陆统筹相结合，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能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致力于“以点带

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致力于推动与沿线国家建立“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实现“人海和谐、共同发展”。在此之前，我国的开放主要是“沿海开放”
“向东开放”，导致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的洼地”，而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则是全方位、
多层次的大开放大格局。这种开放模式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能够促进相关区域要素合理流动，增强边境

地区经济活力，促进相邻国家战略互信，深化相邻国家战略合作( 柳思思，2014) 。“一带一路”建设将促

进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是对我国开放模式的重大创新。
3． 坚持经济增长与绿色生态相结合，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引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实

际出发，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地引导各地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实施差别化的

区域政策，初步形成了主体功能清晰、区域优势互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针对当前区域发展

不足这个主要矛盾以及总量质量都亟须提高的严峻形势，着眼于绿色经济的提质增效，通过绿色发展形

成协同创新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区域总量质量的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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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开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同时，以攻

坚脱贫为重点，大力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补齐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①。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支

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完善革命老区的支持政策，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振

兴; 加大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推动民族地区健康发展; 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边疆地区开放开

发; 加大力度支持贫困地区摆脱贫困，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贫

困地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沿海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保障

了区域发展的长远性和有效性。
( 二)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机制

1．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与西方传统的区域主义理论存在差异，也与国外盛行的新区域主义理

论不尽相同。其特色在于既强调“开放”“协作”“治理”，也注重在政府引导下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和完

善政策引导，借助战略规划和尺度重构方法，实现多尺度互动和区域协同治理，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要着

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②。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提出“要做好顶层设计”③。党中央成立国家规划领导小组( 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从

顶层设计上推动不同区域间横向合作，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同时，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利益诉求差异，鼓

励和支持地方政府自发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并支持地方政府通过特别经济区和试验区等进行区域制度

创新。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的结合，促使国家重大战略融合发展，促进区域间相互补充、相互融通，增强

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叠加效应。
2． 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

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

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④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有着重要意义。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⑤。针对地区

间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差异，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制，让要素和资源流入到有利于扩大

有效需求的领域，充分发挥地区产业比较优势，推动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五、结 语

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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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

中之重”(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3 ～ 24 页) ，“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尽快脱贫

致富奔小康，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41 页) 。
习近平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 7 点要求［EB /OL］． ( 2014 － 02 － 28) ［2019 － 02 － 24］．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 /2014 /

0228 /c87228 － 24487564． html．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EB /OL］． ( 2018 － 06 － 14) ［2019 － 02 － 24］．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

n1 /2018 /0614 /c64094 － 30056137． html．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 /OL］． ( 2017 － 06 － 19) ［2019 － 02 － 24］．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xuexi /n1 /2017 /0619 /c385474 － 29347581． html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EB /OL］． ( 2018 － 11 － 30) ［2019 － 02 － 24］． http: / / cpc． peo-

ple． com． cn /n1 /2018 /1130 /c419242 － 30433877． html．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

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构建，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区域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凸显。但同时必须清

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区域差距仍然较大，地区经济呈现多维分化趋势，一些地区要素缺口扩大等。在当

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存在许多挑战，但也面临重大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区

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战略部署，应当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指引，坚持内外统筹与一体联动

相结合，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坚持开放合作与海陆统筹相结合，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能; 坚

持经济增长与绿色生态相结合，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引擎;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开创区

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必须紧密联系所处的时代环境，不断深化认知，不断实践创新，深入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坚决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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