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时代，踏上

了为之奋斗的新征程。在新征程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国逐步走上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在目标定位、价值导向、实施方略、实践方

法、推进策略、体系框架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质。新征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在深化推动各大区域板块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深入推动各类区域发展战略的融通协调，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地方应从国家战略总体布局中找准定位，在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走势中塑造区域发

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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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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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

的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国家为顺应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而作出的全局性、综合性长远谋划，为我国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围绕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主题，学术界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一是对我国区

域发展战略进行历史梳理，基本形成了改革开放前区域均衡发展、改革开放后区域非均衡发展、新世纪以来

区域统筹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划分（刘云中，2018；张志强、席强敏，2019；刘秉镰等，

2020）；二是聚焦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的研究，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协调发展格局进行测度与

实证分析（张贡生，2018；郭芸等，2020）；三是对区域重大战略布局进行研究，从区域差距演变和结构变迁、

区域协调发展等角度对我国区域重大战略的机制与效应进行分析（汪晨等，2019；孙久文、张皓，2021；杜宇

玮，2021）；四是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分别从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主体功能区战

略、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等角度研究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路径（张鑫、杨兰品，2021；刘耀彬、郑维

伟，2022；李同昇等，2021；吉富星、樊轶侠，2021；郭先登，2022）。

综上，已有文献为深化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但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看，在以下方面仍然有待完善和拓展：一是已有研究未能从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站位高度，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性回看；二是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新征程，需要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路径、理论逻辑、基本规律、未来走向进行系统归纳与学理提

升。为此，本文力图沿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演变的历史脉络分析我国区域战略的演进轨迹，从区域发展

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中，分析研判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的未来走向与推进方略，以期为新征程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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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可能的启示。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轨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

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

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对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

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把握发展主动权、下好先手棋，我国适时提出了加快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安排。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可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一）1949~1978年：“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程。从 1949年至 1978年，

在总体和平、局部战争的复杂国际环境下，为兼顾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我国实施了政府主

导框架下以工业化为主轴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布局生产

力，促进国民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内部循环。这一时期，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我国实施的是重工业

优先、以内陆地区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均衡化发展战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

业和重工业，都有约 70%在沿海，只有 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③1953年，我国

开始实施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导方向的“一五”计划，即“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

防现代化的基础”④。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其次是华东和华北，约 79%的重点工程布局

在内陆地区。1966年制订的“三五”计划提出，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

布局”⑤。这一时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由“二五”计划时期的 1∶0.89∶0.57，转变为“三

五”计划时期的 1∶1.11∶1.3，内地及“三线”地区成为我国的重点开发区域，国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门类比较

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由此形成了以内循环工业化为主的经济体系。这一经济布局不仅直接推动了中西部

地区基础工业的发展，也为当前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20世纪 70年代初至“五五计划”时期，中国与国际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沿海地区发展机会逐

渐增多（曾培炎，1999）。1973年，“四三方案”引进工程批准实施，外循环初步显现，但这一时期是处于计划

经济体制下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阶段，外贸发展水平低，外循环极其有限。1950~197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

额占社会总产值比重年均值仅为 5.1%。总的看，改革开放前的近 30年，经历了“一五”时期“156项工程”奠

基、“三线建设”布局、“四三方案”等重要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基本是以“内循环”为主导支撑。在经济内

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下，我国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地区经

济产业结构高度雷同，重复生产、重复建设现象十分突出，整体宏观经济处于低水平的平衡发展状态。

（二）1979~2000年：以“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为方向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工作重心，改革

开放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我国经济以计划性内循环为主的基本格局。1987年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同年底，中央起草的《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

展的报告》提出，要支持沿海地区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两份报告得到了邓小平同志

的大力支持；1988年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把沿海

经济开放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国际循环战略的实施，以

及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参与度和份额，我国

外贸进出口额占 GDP比重由 1979年的 5.9%增长到 2000年的 39.2%。这一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内循环为

主、外循环逐步扩大的发展格局。与这一发展格局相适应，这一时期在区域发展上，我国实施的是重点发展

沿海地区的非均衡战略。从实践历程看，1979年我国先是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后在汕头和厦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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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此后相继设立了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新技术开发区等政策倾

斜地区。我国逐渐形成了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沿特区—沿海—沿江—沿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区

域差异化发展阶段（姚鹏等，2015）。1981年开始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沿海”带动“内地”发展，发展资源

向沿海地区倾斜。“七五”计划首次明确了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要求，并第一次把全国划分为东、中、

西三大经济地带，提出生产力和经济布局由东向西梯度推移。“八五”时期，沿海经济带增长明显加快，如

1995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之比扩大到 2.3∶1。“九五”时期进入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摸索阶段。

这一时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我

国下一阶段加快融入国际市场打下了基础。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客观上也加剧了东西部发展差距的

扩大，并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区际利益冲突与市场分割等问题。

（三）2001~2011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格局下的区域统筹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新阶段。这一时期

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世界工厂”地位逐步确立并日益巩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腾飞提供

了强劲动力，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2006年达到 67%的历史顶

点，逐渐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特征突出。这一时期，在市场化和外向型经济发

展导向下，由于区位优势、要素禀赋、区域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存在差距扩大趋

势。为改变区域差异日益扩大的趋势，“九五”计划时期，我国区域发展进入了战略统筹构建期。1999年至

2004年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先后实施，我国

基本形成了覆盖全部国土空间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布局（魏后凯，2008）。随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

系列文件的出台实施，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区域互动统筹的发展战略（刘秉镰等，2019）。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使得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带动了物流、人流，促进了产业发展。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施促进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建立和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了接续

替代产业发展能力及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中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一批国家级产业转

移承接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龙头”。但

2001~2010年，东部地区 GDP相对水平与非均衡发展阶段相比居于高位，人均GDP相对水平也相对较高（表

1），表明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

（四）2012年以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转变的重要外部诱因。

特别是近几年来，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制造业回流和分流双重压力凸显，过去几十年形

成的国际贸易格局面临瓦解，扩大内需、创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势在必行。我国内需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有 7个年份超过 100%，对外贸易依存度 2019年下降至 32%，我国已经进入了内需主导的发展阶

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应地，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我国提

出了以“区域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实践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

兴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安排，从而开启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的新时代（张贡生，2019）。2012~202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总量和人均GDP相对水平均有所提升，

东部地区GDP总量和人均GDP相对水平与统筹发展战略阶段相比有所下降（表 1），表明区域协调发展的趋

势进一步明显，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空间指向和政策体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向。

第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我国区域发展的整体部署由区域统筹进一步提升拓展为区域

协调发展，除以往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外，功能区、老少边穷地区、资源型地区等的发展涵盖

到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更加明显，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实现振兴发展。青藏高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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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水塔”保护高标准推进，黑龙江、山东、河南、吉林、安徽 5个省份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压舱石”，资源

型城市资源产出率累计提高超过 36%，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6万元，边疆巩固和边境安

全得到有力保障，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进一步增强。

第二，协调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的区域发展空间指向进一步凸显。新时期的区域发

展差异不仅表现为传统的东中西差距，“南强北弱”的不平衡发展也进一步凸显。在继续推进东部、中部、西

部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的同时，统筹南北方发展成为区域战略重点，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城市

群为战略骨架的空间战略体系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中心城市发展，引领城市群

协同一体化进而带动区域板块融合发展成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长三

角、京津冀 9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7.3万亿元，占全国 40%以上，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源和南北平

衡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三，区域政策体系和发展新机制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区

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政策框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贯彻实施，从关注总量差距向关注人均指标差距转变，从关注经济领域差距向同时关注社会领域差距

转变，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延伸到了面向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由传统保障市场要素流通向建设更大范围和

更高能级的高标准现代市场体系拓展（贾若祥，2018）。如，东、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生师比基本持平，中

西部地区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超过东部地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

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 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近 60%，全国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化的理论逻辑与体系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践探索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区域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黄阳平、林欣，

202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价值主线，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在“全国一盘棋”的

整体布局下，通过统与分结合、发展与保

护相结合、重点与特色相结合，因地、因

时、因发展阶段靶向协同实施区域重大

战略（杨承训，2017），构建优化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相适应的空

间结构与区域格局，进而形成并不断增

强全国整体综合优势的系统化理论体系

（孙久文、蒋治，2022）。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区域发展理论超越了西方经济地理学

的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整体

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

（一）理论逻辑：在实践中形成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

从发展历程看，中国区域理论创新

与发展是在实践中逐步积累形成的。从

毛泽东同志开始，经过党和国家几代领

导集体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表 1 1996~2020年中国各地区GDP和人均GDP相对水平的变化

年份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GDP相对水平（以各地区平均为 100）
东部地区
202.38
203.02
204.54
207.32
209.94
211.15
219.33
216.26
216.69
221.94
221.97
220.25
216.51
215.35
212.36
208.16
205.28
204.79
204.63
206.42
210.33
211.46
210.34
207.51
207.72

中部地区
84.35
85.18
84.71
82.76
81.44
80.67
82.11
77.76
78.63
75.12
74.70
75.74
76.85
77.28
78.81
80.14
80.67
80.66
81.06
81.33
82.37
83.33
84.25
88.80
87.81

西部地区
73.05
72.06
70.78
70.05
68.53
68.37
70.10
67.74
67.59
68.44
69.32
70.33
72.54
73.33
74.51
76.89
79.02
80.05
80.72
80.26
80.42
79.59
80.60
83.30
84.27

东北地区
40.23
39.74
39.97
39.87
40.09
39.81
28.46
38.23
37.08
34.50
34.00
33.68
34.09
34.03
34.32
34.81
35.02
34.50
33.59
32.00
26.87
25.62
24.82
20.40
20.20

人均GDP相对水平（以各地区平均为 100）
东部地区
147.77
148.51
149.55
151.69
148.45
149.11
164.69
153.20
153.65
158.36
157.77
155.49
151.20
149.40
144.57
139.21
135.42
134.18
133.57
135.23
141.61
142.74
141.66
142.96
142.31

中部地区
73.21
74.10
73.59
71.96
72.83
72.20
78.45
70.45
71.70
71.15
71.42
72.90
73.81
74.45
76.15
77.29
77.70
77.97
78.81
79.82
83.63
85.33
86.58
93.79
93.15

西部地区
63.10
62.35
61.04
60.37
60.52
60.79
66.61
60.95
61.45
63.54
64.87
66.20
68.19
69.13
71.25
73.06
74.72
75.73
76.54
76.54
79.04
78.54
79.58
84.28
85.06

东北地区
115.92
115.04
115.83
115.97
118.20
117.91
90.25
115.41
113.20
106.94
105.94
105.42
106.80
107.02
108.04
110.44
112.16
112.13
111.07
108.41
95.71
93.39
92.17
78.96
79.4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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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

域发展理论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源泉。其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三新一高”的重

大论断和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的成熟和定型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⑦。其中，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在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阶段。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在“强国梦”目标指引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 3个层面

的战略体系来支撑保障，分别是宏观层面的整体战略、中观层面的区域战略和各领域层面的细分战略，即宏

观上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部署，中观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等融通互补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各领域层面如科教兴国、制造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

网络强国等细分领域战略，新发展阶段结构严密的国家战略布局为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了

系统化的体系安排，为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定位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顶

层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完整全面准确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为新时代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

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科学指引。一方面，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要践行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从注重总量和增速的高速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从偏重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转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发挥不同区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各区域形成合理分工、优势

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网络，将区域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科学高效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

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实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实现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要充分调动各区域参与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

积极性，将各区域纳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区域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我国区域发展的路径指引。“三新一高”框架下的区域理论发展与创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

展理论的鲜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的独特秉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6个方面：一是在目标定位上，紧紧锚

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目标不动摇；二是在价值导向上，始终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将区域发展与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相结合，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将区域协调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是在实施方略上，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不论是改革开放

前的“优化生产力布局”，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两个大局”，还是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都是立足全局，通

过平衡发展、优先发展、协调发展形成全国合力，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四是在实践方

法上，坚持统分结合、发展与保护相结合、重点与特色相结合，其中，统分结合即全国统筹与分区竞发相结

合，即在全国统筹框架下以区域重大战略推动各地区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与保护相结合，

即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创立主体功能区制度，在经济增长和质量提升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区、国家粮食

安全区、能源安全区和边疆安全区等功能区域保障；重点与特色相结合，即以重点优势区域优先发展“以点

带面”，其他区域扬长避短、凸显特色，实施非对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五是在推进策略上，坚持因时、因

地、因发展阶段施策，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实施不同的发展策略和区域战略，在改革开放前的内循环

主导的发展格局下，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后“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循环战略框架下，实施区

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科学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六是在体系架构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四大板块内容，分别是区域格局、空间结构、战略布局与政策体系，区

域格局以梯度共进和协调发展为主线，空间结构以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和重要功能区“循环系统”两

大系统的统筹协调为框架，战略布局以比较优势、合理分工、协同融合为主轴，政策体系在纵向上坚持因时、

因地、因发展阶段施策，在横向上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的统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其中，区域格局设

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化脉络与推进路径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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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布局和优化方向，空间结构划定了两大系统在国土空间框架中的开发保护格

局，战略布局锚定了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施力框架和发力点，政策体系构筑了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的保障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二）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化的内在规律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交互过程中，我国

区域发展战略演化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效果导向，呈现出特有的内在规律，具体来看：

1.坚持目标导向：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需要

从总体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整体性与区域性相统一的耦合关系，始终服从服务于

具有稳步推进与梯度升级规律特征的国家整体战略发展需要。一方面，我国整体发展战略呈现出围绕“强

国梦”目标而展开的稳中有进和螺旋上升的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尽快实现“迟到的现代化”，把我

国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为自立自强的工业国，我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并制定了国

民经济长远规划“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建立与国际水平大体接轨的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第二

步全面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尤其推动工业化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确立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了深化改革开放、重点带动全局、先富带动后

富的实施方略，并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我

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步入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提出了分“两步走”到本世纪

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我国历次区域发展战略的出台实施呈现出鲜明地对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

落实落细落地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业西渐”为主线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体现出在“冷战”时期国

内外复杂环境下，我国以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家自主工业体系和破除内陆工业“空白”的宏观部署

和战略抉择。实践证明，自立自强的国家工业体系为中华民族“站起来”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改革开放

后，我国实行的东部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了对长期以来区域发展低水平均衡的

突破，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效率优先的发展策略、从东到西的差异化区域战略布局，使得国家生产力得到迅

速释放，到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摆脱了“短缺经济”局面，并于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开

始实现“富起来”。在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直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

东中西、平衡南北方，呈现出为实现“强国梦”目标打造充

分平衡协调的区域整体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2.盯准板块分化：以区域问题导向确立区域发展战

略方位

从定位来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呈现出瞄准盯准区

域发展共性与个性的交互关系，以系统性问题意识精准

确立区域发展战略方位的内在规律。其基本逻辑体现为

因发展阶段、因区域状况、因个性问题定位区域发展和区

域战略，突出表现为“大问题”定调、“中问题”分类、“小

问题”定策。以改革开放时期的非均衡发展阶段为例，这

一时期国家发展的“大问题”是经济蛋糕不够大的总量问

题，“中问题”是各区域之间的低水平“弱者均衡”的平均

主义问题，“小问题”是东部沿海区位、市场、技术、人才等

生产要素活力难以得到有效释放的体制机制问题，若继 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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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维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则难以破除各区域低水平、低层次的“短缺经济”掣肘，而实施区

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充分释放生产要素活力，重点突破允许东部沿海地区先发

展起来，先富带后富，是做大蛋糕、破除总量经济短缺瓶颈的关键之举。在做大总量蛋糕后，西部大开发、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有序精准实施，则是进一步正视区域发展的板块差异格局、以区域问题

为观测点确立区域重大战略的具体体现。

3.聚焦空间结构：兼顾动力系统打造与循环系统建设

从空间结构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支点呈现出从分区域增长极“单点突破”到大区域增长带“群

带融合”，并兼顾生态功能区等循环系统建设的规律特征。一方面，作为区域发展战略落地实施的支撑载

体，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动力源区域发展，动力系统打造能级也逐步从都市圈、城市群培育到经济带建设。理

论上看，区域发展战略支点可分为以经济功能区、都市圈等为载体的点状支点，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团状支

点，以及以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融合一体发展为载体的带状支点。从空间布局看，我国区域重大战略的支

点载体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点状支点向团状支点转换升级，并呈现出向带状支点提级升档的成长规律。改

革开放初期，为实现率先发展和重点突破，东部沿海城市相继成立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保税

区等各类经济功能区。作为东部优先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时间推移，上海、深圳、广州、珠海、宁波、厦门、

青岛、温州、福州、南通、大连等沿海开放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都市圈支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市场的壮

大以及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的持续发力，上述城市的功能不断得以拓展，辐射影响圈逐步扩大，城市群的协

同一体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枢纽，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一批城市群成为承接区域重大战略的支点枢纽。而且，随着城市群的协同抱团

发展以及五大区域重大战略的有力推进，我国以枢纽城市群为中心，各类优质要素资源正加速向沿海、沿

江、沿河、沿路、沿边地区集聚，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等群带融合的高能级区域战略支点正在

形成。

另一方面，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在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的同时，也高度重

视非城市化地区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循环系统的功能塑造和培育。对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区域

进行重点保护，将生态脆弱区、农业地区纳入国家战略进行空间统筹，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耕地保护红线、生

态红线“三条控制线”，对黄河、长江“母亲河”实施充分有效保护，将黄河保护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战略，将长江保护纳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求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和生态安全。

4.突出政策优化：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从一体嵌套到功能互补、各有边界

从政策配套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安排呈现出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策杂糅到各有边界、功

能互补的政策协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为保障区域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推动重点区域优先突破发展，我

国实施了以行政区域框架为依托的区域政策架构，所有的优惠政策在区域框架体系内嵌套实施，包括对外

开放政策、贸易政策、审批政策、税费政策、融资政策等各类经济政策。在亟需做大蛋糕、总量经济较小的发

展阶段，区域一体嵌套政策为打造“政策洼地”实现重点突破、集中保障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发挥了有效作

用。但随着经济调控重心从总量政策转向结构政策，以行政区域为框架的区域嵌套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的

优化调整、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培育壮大和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打造，尤其对税收政策而言，以区域为

标准的税收优惠极大损伤了税收的统一性、公平性和实效性。当前，随着四大板块、五大区域重大战略的有

序实施，有违区域公平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产业优惠政策正得以清理，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正按照市场化、

产业化、法治化的原则导向，实现政策从一体杂糅向立足各自功能定位的政策协同方向转变优化。

四、当前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入实施，极大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

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化脉络与推进路径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62



《管理世界》

2023年第 1期
展。但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看，我国区域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进一步解

决的现实问题。

（一）南北发展差距扩大正在成为突出问题

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西、中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一步改善了本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受产业结构、市场发育、创新能力、制度惯性等综合因素影

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存在。2021 年，我国西部地区 GDP 总量约 22.37 万亿元，中部

地区约为 25.01万亿元，东部地区则为 62.88万亿元，东西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仍然明显。另一方面，南北

发展差距加大正日益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尤其是东北三省近年经济增速较低，中心城市对高

层次人才吸引力明显下降，人才外流严重；山西、内蒙古、新疆等资源型地区传统优势产业大面积衰退，新

动能新产业发展举步维艰，在绿色低碳发展的硬约束下，这些地区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断档”期或“爬坡

过坎”期。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增长极的南方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南升北降、南强北弱态势日

益显著。

（二）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受政绩考核、区域竞争、财税分成等多重因素影响，各地区仍然存在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行为，一定程

度导致产业结构的同质化，从而导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生产能力过剩。不少地区为早出快出显绩，竞相

出台过度的优惠政策打造“政策洼地”招商引资，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从各省“十四五”

规划看，有 28个省份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超过 20个省将食品制造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产业、新能源等列为优先发展产业，20个以上省份将物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金融业、健康产业、旅游

业等列入“十四五”规划。产业趋同布局导致项目盲目布局和重复投资，稀缺的市场资源被扭曲配置，不利

于区域协同分工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三）生产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待破除

当前，以行政壁垒为典型代表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区域壁垒、市场壁垒仍然存在，制约生产要素跨区域流

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实践中，受属地管理和行政分割约束，各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存在诸多体制

机制障碍，难以真正实现“跨域通办”“跨省通办”或“跨域无感”。一些地区为局部利益考虑，制定地方保护、

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实行“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以“内循环”的名义搞

地区封锁，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为方向的区域合作制度难以有效落地。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方

面，各地区在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险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给人口自由流动带来实质阻碍。

（四）城市之间与城乡之间发展仍不平衡

一方面，长期以来“行政区经济”的强大运行惯性，使得省会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成为各区域发展的

重心，导致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一市独大”。比如，2021年武汉、成都、西安的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省的比重分别达到了 35.4%、36.92%和 35.91%，其他中西部省会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也都超过

20%。另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区域发展的最大短板。部分地区过度支持省会及重点城市的城镇

化进程，对其他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诉求关注不足，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力度偏弱。部分区域的城镇化

质量不高，虽然实现了土地的城镇化，但并未实现人的城镇化。有些地方仅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征地拆

迁、村改居等方式实现了农村居民的户籍“农改非”，但并未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也未能让其享受均等化的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仍待持续深入破题。

五、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未来走向与推进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将是下一步我国推动区域发展的基本原则。它不仅

包括各大区域板块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包括各类区域发展战略的融通与协调，为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

深度优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实践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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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区域格局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将加快

塑造

在新征程上，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和主旋律。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大市场”发展为“强市场”，通过以本土市场为基础的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大

力支持本土企业创新创业，创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刻改变长期以来以西方市场为基础的、嵌

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网络的国际代工模式。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区域格局将朝着各大板块梯度

共进和协调发展的方向深度优化：一方面，在“内循环”为主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东、中、西、东北四大

板块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将成为战略重点，南北平衡发展也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向首都核心区

域适度倾斜的“北移东渐”也将成为区域重大战略优化调整的重要选择。从未来趋势看，聚力打造以京津冀

为核心，以山东半岛为南翼、辽东半岛为北翼的环渤海大湾区经济区，并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形成叠加合力，辐射带动黄河中上游城市群跨越式发展，形成一条贯通东中西、平衡南北方的中国北方

经济战略走廊将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沿

海开放高地优势将更加凸显，内陆和沿边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将进一步由开放腹地走向对外开放

前沿，成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塑造的重要引擎。我国将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高水平打造辽宁沿海经济带，形成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推动

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建设一批中高端产业集群，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推动东部地区加快现代化进程，高水平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创中心和人才基地，培育壮大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届时，我国“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将加快塑造。

（二）在空间结构上，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国土空间高质量开发保护格局将加速形成

一是主体功能区制度将全面完善和严格落实。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立足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深入实

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主体功能突出、分工合理、

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将是我国国土空间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下一步，按照国土空

间结构变化规律和趋势，因地施策，因发展阶段施策，推动城市化区域分类分级发展，形成生态功能区、农产

品主产区、城市化地区科学合理的主体功能分区，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二是以中心城市、城市群和经济带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源将深化开拓。下一步，多点发力、多

层展开的以重点区域带动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方略将深化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特大城市群，以

及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的雄安新区，将以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优质资源要素配置高地的高端定位，打造

全球科创中心和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我国引领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梯队；山

东半岛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原地区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性城市群，将成为各大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轴心和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培育的第二梯队；其他地区也将以

中心城市为引领，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提升放大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辐射

功能和带动效应，多点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是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边疆安全等重要功能区域的保障能力将全面提升。下一步，按照

主体功能定位细化政策单元，着力夯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国家“口粮”保障能力，强化特色农产品区域的优

势品牌培育，持续强化对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加强能源资源富集地

区的战略供给与保障水平，支持边疆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能源安全和边疆安全，将是我国构建国土空间高水平保护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

（三）在战略布局上，融合互动、融通互补的区域战略布局向纵深协同推进

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已经进入经济区与经济带相融合、经济带与城市群相贯通的新阶段，以沿海沿

江沿河沿线经济圈经济带为主的国家横纵经济轴带将加速构筑。下一步，依托“四大板块”形成的京津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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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等区域重大战略将协同共进，深化区域间的融合互动、融通互补，成为我国聚焦实现战略目

标和提升引领带动能力的重要抓手及施力靶向。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全

面提升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系统协同治理能力，深度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其中，长

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培育经济增长极和动力源的同时，也将成为我国打造与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相呼应匹

配的循环系统的战略重点。长江经济带发展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充分发挥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

势，统筹推动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将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海洋强国战略等战略安排进一步融通协调，城乡一

体融合发展和陆海统筹发展也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将深化实施，以大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为主导的区域发展

格局将被深刻改变，“协调发展”的含义将进一步体现为以城带乡、一体融合、全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进程和质量将进一步加快提升，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

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将有序形成。同时，强化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持续培育海洋发展

新动能，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形成海洋空间的高质量开发保护格局，也将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内容。

（四）在政策安排上，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的区域协同协调发展政策体系加快构建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加快构建统一规范、开放高效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制约国内市场高效畅通

和规模拓展的关键堵点，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低成本运行的国内大循环，将国内统一大市场培

育发展成为法治化的强市场，以国内强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我国确保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在区域政策安排上，处理好政策统一性与区域性的关系，结合

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深化推进区域协作，以区域一体化推动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区域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格局，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将区域“小循环”全面服务

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面向全球的“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政策体系，是我国区域政策体系

优化的基本方向。同时，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强化区域战略统筹，完善区际利益补偿与成本分担

机制，支持省际交界地区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新机制，创新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机

制，逐步实现区际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也是我国区域政策优化调整的重要

着力点。

六、在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走势中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

区域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区域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在新征程上，各

地区应紧紧锚定现代化强国建设总目标，从国家战略体系布局中踏准节拍、精准定位，在顺应、把握国家区

域发展战略走势中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区域力量。

（一）从国家战略总体布局中找准定位，以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充分释放区域发展潜力

从区域发展看，各地应立足自身优势，以全面服务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借力区域重大战

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高标准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

配置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结合本地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优势，构建产业链“链长制”平台，强化产业链基

础支撑能力和创新服务能力建设。东部发达地区应着力强化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

系，谋划推动一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精准有序转移，为承接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腾出空间，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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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变，释放以重点区域带动全局发展的整体效应。其它地区应立足区域实际，扬长避

短、凸显特色、发挥优势，依托传统产业特色优势推动转型提档升级，如东北重工业基地和山西能源行业应

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实现“老树发新枝”，深挖潜在特色优势推动跨越发展；如黄河流域的陕西、甘肃、内蒙

古、青海以及新疆等省份可在对传统优势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其太阳能、风能优势，合力

打造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借力发挥战略叠加特色优势、引进内联特色优势、政策集成特色优势等，因地制宜

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二）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形成互融互通的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总体看，各地

应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以“七个一体化”为统领，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即以区域规划一

体化为基石，推进顶层设计一体化；以营商环境一体化为抓手，构建市场一体化机制；以产业发展一体化

为主轴，推动产业链强链、优链、拓链、补链；以科技创新一体化为支撑，做实做强跨域科创大走廊；以交通

通讯一体化为切入，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一体化为依托，推动共建共享、跨域无

感；以生态环境一体化为重点，推动绿水青山共治共享。具体来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经济

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经济带，可在区域一体化上实现率先突破；同时应着力发挥枢纽城市和中心城

市辐射带动作用，深化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一级战略支点的辐射带动能级，进一步提升武

汉、郑州、西安、成都、济南、沈阳等次级战略支点的经济圈辐射带动力，加快培育南宁、贵阳、兰州、银川等

战略支点网络，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区域战略支点网络体系，梯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的区域一

体化进程。

（三）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上加快突破

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看，各地应依托主体功能区框架，统筹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按照主体功能分区，

对生态脆弱区、能源资源富集区、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开发地区等靶向精准发力，通过强化空间发展统筹协

调，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上加快突破。通过建立健全全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规划体系、标准体系、

政策体系、考核体系，系统构筑集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生态于一体的全面绿色发展体系，形成贯通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全面绿色发展格局，高水平打造以全面绿色发展为鲜明特色的区域现代

化建设样板。强化顶层设计，一盘棋统筹规划，探索建立“双碳”友好型生产体系、消费体系、生态体系，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领域；制定完善全面绿色发展的标准规范体系和绩

效指标体系，整合集成当前已趋于泛化的各项绿色发展政策，形成有扶有控、导向明确、重点突出的全面绿

色发展政策体系和考核体系。

（四）创新区域政策体系，塑造共同富裕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一方面，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各地应因地制宜，因发展阶段施策、因区域特色施策，尤其是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应率先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重大平台载

体、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实现区域政策集成创新，通过强化区域间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区域间深度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在深化政府合作的

基础上，深化区域间非政府组织、企业的链式精准合作，推动区域相互促进、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各地应以

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为导向，建立区域间产业链合作机制，靶向发展“飞地经济”，以产业提质升级与产业转

移承接开展区域间产业大协作，在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机制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探索实

施先富地区与后富地区对口合作的“先富带后富”机制，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跨域结合。从区域投资、

财税分享、生态补偿等方面深化完善区域间开放合作的利益共享、成本共担与风险补偿机制，建立强有力的

区域合作督导落实协调机制，实施区域间合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在政府透明度、营商环境、法治指数

等方面的应用，增强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实际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化脉络与推进路径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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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Hao Xianyin and Zhang Nianming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toward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march toward the sec⁃

ond centenary goal, which is the new phase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 new journey,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
e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long-term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fter the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Chi⁃
na gradually takes the path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forme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arget orientation, value orientation, implementation strate⁃
gies, practice methods, promotion strategies, and system framework, etc. On the new journeys, we should not only deep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ll major regions,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im⁃
ing to build a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tribution and national land space featuring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ind the right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and create new advantag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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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Hao Xianyin and Zhang Nianming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Currently,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toward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marching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n the new journey,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to accelerat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s whereby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can
boost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but also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Based o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n we analyze its future trend and promotion strategy from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constructing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deeply develop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1949 to 2021,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and promo⁃
tion path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rough historical induc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com⁃
parative analysi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irst, the low-level balanced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from 1949 to 1978. Seco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age of "expanding foreign trade and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1979 to 2000. Third, the regional overall de⁃
velopment stage of the "two ends outsid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arket and resources from 2001 to 2011. Fourth,
the stage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since 2012.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beys the service for the national overall strategic target, establishe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rientation based on regional problems, balances construction with the power system and loop
system, and integrate region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from the function complementary.

The conclus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long-term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fter the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path and theory of re⁃
gion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arget orientation,
value orientati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practice methods, promotion strategies, system framework, etc.

On the new journey, we should not only deep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ll ma⁃
jor regions,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iming to build a system of re⁃
gional economic distribution and national land space featuring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ind the right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and create new advantages for re⁃
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
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view. Second, this paper systemati⁃
call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logic, basic rul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un⁃
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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