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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
（上接01版）

90年前，当青年学者胡焕庸在地图
上描绘等值线人口密度图时，也许并未
想过，他自黑龙江至云南画下的一条
线，影响如此深远。

“胡焕庸线”——一条与400毫米降
水线走向大体一致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也
是一条总体上区隔肥沃与贫瘠的分界线。
直至今天，胡焕庸线东南一侧43%的国
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西北一
侧57%的国土，仅有全国约6%的人口。

20世纪中叶，当区域经济学在西方
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大国，也开始其现代化进程
中对于区域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论
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
内地工业的关系，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
展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沿海地
区率先发展带动内地发展，形成区域非
均衡发展理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解
决地区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的问题，我国
逐步形成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
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正是社会主要矛
盾的集中体现。

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如何在全国
地域上合理布局，既能化解区域、城乡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又能使都市圈和城
市群、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更好发挥动力
引擎作用？

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必须适应新
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要面
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

（二）布局
“每天早晨步行五分钟，把孩子送

到家附近的幼儿园，然后再步行十多分
钟就到办公室。”

2021年底，贾梦霜从北京到雄安新
区工作。近两年，她的家人也陆续来到
雄安工作定居。去年国庆前夕，他们搬
进了在雄安新区的新家。

贾梦霜所在的公司位于雄安新区
启动区的互联网产业园，如今这里已有
600多人进驻办公。站在公司办公楼平
台环顾，隔壁的中国星网总部已迁驻办
公，不远处的中国中化大厦和中国华能
总部，已经封顶装修。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人口持续增长。
2024年底，雄安常住人口达136.07万人，

“未来之城”正在成为干事创业的热土。
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

立足具体国情，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深
化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用中
国理论、中国实践来解决中国问题。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
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
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
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
力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观点，
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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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作出部署，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机制。

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

西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提出劳动地
域分工理论，根据地区自然、社会、经
济、技术等条件，确定区域经济专业化
方向，通过地区间大规模产品交换，实
现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利益，提高整个区
域的劳动生产率。

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形势下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
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
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
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
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这是我国区域发展理念和政策的
一场深刻嬗变。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不
断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
和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持续深入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牢牢把
握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始
终紧扣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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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
定位；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形
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
从点到线、由线及面，国内大循

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上的通道枢纽，全
方位对外开放的窗口前沿，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探索实践，发展与安全的
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
展、同构发展，而是尊重客观规律，根据
各地区自身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
展的路子，提高地区乃至国家的整体竞
争力和效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高质量的空间支撑和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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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应有之义。

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写下
《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用经济
学的“木桶理论”去阐释协调发展的道
理：“发达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尽力帮
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自
身要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不
懈努力。”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说的缩小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
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
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
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960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
数西算……一个个“当惊世界殊”的重
大工程，越千里山川，通四方之利，济万
民之需，优化资源空间布局和地区功能
分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产业升级、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
稳边固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

援，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
作，干部和专业人才交流，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补齐短板，让发展之“桶”容量更
大，才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不平衡，就要努力去解决，止于至
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三）落子
黄河上游，甘肃兰州。滚滚大河奔

腾而过，雄浑壮美、气势磅礴。
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擘画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黄河蝶变。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主持
召开的第三场有关这一区域战略的座
谈会。从“深入推动”到“全面推动”，这
一次，总书记强调，“牢牢把握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开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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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9场有关区域发展的座谈会，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为区域协调发展
进一步作出顶层设计。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如美国
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
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
东南部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
均是国家经济的核心区域。

进入新时代，正在快速迈向现代化
的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首都？一个人
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何促进人口经
济资源环境相协调？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优
化如何推进？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心之所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
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
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

一子落、全盘活。2017年4月1日，北
京向南100多公里，一座新城应运而生。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
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
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同一时期，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东中
西部协调发展的谋划，也水到渠成。

长江，中华民族母亲河，承东启西、
接南济北，也是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
纽带。长江经济带9省2市，面积占全国
20%左右，人口比例占全国40%以上。
长江流域山水林田湖浑然一体，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更是子孙后代生
生不息、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6年1月5日，在重庆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一锤定音：“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举棋落子，布局日渐清晰——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

家战略，探索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
个单独关税区的体制框架基础上，打造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
极，也为全国区域一体化提供示范；

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亮相”，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路子……
既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突破，也统筹

全局整体推进。
“东北来得比较多，我十分关心这里

的振兴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十多次到东北地区调研、三
次召开专题座谈会，为东北振兴发展倾
注巨大心血。

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
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
高度，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谋
篇布局。

巨笔如椽。
中国版图上，两条母亲河、三大城

市群，既有联通南北东西的经济轴带，
也有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与
四大区域板块融合协同，促进人才、技
术、资金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释
放出“1+1>N”的协调发展效应。

百年变局下，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
规模优势、比较优势、制度优势等，既需
要区域内部、区域和区域之间协同融
通，持续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活力，打
通国内大循环，也要联动形成全方位对
外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
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
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迎风启航。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幅员辽阔、
区域差异巨大，对外开放必须走区域渐
进的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谋划，区域协
调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相互交融，战
略协同耦合效应持续释放。

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东西南北中
全面覆盖，成为支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
重要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
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
放门户；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战
略全面对接——

对内，提升跨区域关键资源要素互
联互通水平，不断完善跨区域产业链分
工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对外，通过有条件地区率先突破，
开展制度创新，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更好对接国际市场和融入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新的重要推动力。

（四）积厚
一个新的制度安排，进入公众视野。
去年以来，黑龙江、江西等多地分

别召开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
议，一个名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
的新机制频频亮相。

党的二十大后，中央区域协调发展
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合并多个区域重大
战略领导小组，意在从更高层面、战略
角度、全局出发，谋划统筹各区域战略
之间的重大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统筹
区域协调发展的分量更重。

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一盘
棋大局分明。

新征程上，如何更好协调中央和地
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聚焦

“一体化”破除区域间政策壁垒？如何
处理好单个区域战略实施和各区域战
略互动融合的关系？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