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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及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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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入，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布局来重塑一个更加

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环境，力图借助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模式攻克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新基建通过推进产业升级、促进市场一体化、激发创新创业、提高区域治理效率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但

在供需矛盾处理、适度超前建设、技术更新迭代和万物互联互动等方面，新基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也面临诸多挑

战；新基建发展助推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加强布局研究，促进区域合理统筹；完善融资机制，保障区域资本需求；加大

研发投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优化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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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

基建”，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基建解

读视角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层面的现实

需求也被逐步紧密关联。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推进5G、物联网、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加大交通、水利、

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①。同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②。在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对短期内实现我

国经济的稳增长、稳就业意义重大，对长期内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乃至区域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目前，学术界主要针对新基建的概念内涵、运

作模式、功能属性及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展开了大量探讨。首先，关于新基建的概念内涵，

学者们一致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是

相对概念。传统基础设施主要指交通、能源、水利

和环境等公用工程及公共生活服务设施（金凤君，

2012）；但新型基础设施自提出以来，学术界和社会

上对其的认识与理解呈多元化趋势，截至目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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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七大领域说”“三方面说”“新技术驱动说”

和“新要素说”等（刘艳红等，2020）。其中，“三方面

说”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 2020年 4月提

出，是对“新基建”较官方、权威的解读（姚冠辉、郑

晓年，2020）。尽管新基建在内涵范围及功能等方

面不同于传统基建，但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割裂

的（王晓冬等，2021），而是彼此联系、相互融合的。

其次，关于新基建的运作模式与功能属性，既有研

究也是从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比较中识别。基础

设施建设的方向与目标始终在于优化社会秩序、促

进社会公平。传统基础设施以点、线等不同形态搭

建物理空间网络体系，极大地改变地表物质空间和

物理关联空间，通过重塑区位优势引致各类经济活

动的集聚与扩散，从而影响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的变化。所以，传统基础设施具有从属功能和引导

功能，即服务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引导并反馈区

域经济结构、规模及其空间布局（金凤君，2012）。

新基建的发展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所起到

的作用与传统基建基本一致，但作用效果更为显

著，如支撑人类拓展认知与活动空间，削弱某个区

域乃至整个世界封闭性；提高人类在自然、经济、文

化、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中的共享能力，以及保护或

优化人类生存环境等。再次，学术界对新基建赋能

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新基建能

够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完世伟、汤凯，2020；
赵剑波，2021）。新基建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科学化

分工提高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乔岳，2021），而且

能够通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包容性发展

（刘凤芹、苏丛丛，2021）。总而言之，新基建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

综上所述，尽管既有研究在新基建的基本特征

及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

果，但对如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

背景下新基建又该如何发展等问题仍缺乏深入的

解读和思考。针对这一研究缺口，本文将首先分析

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探究新基建助推

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探讨我国面临的挑

战，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新基

建优化布局并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

考。另外，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本文认为新型基础

设施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优化

资源要素组织配置，承载经济社会新供给新需求，

支撑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

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

和创新基础设施，其界定标准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和技术进步而发生动态变化。

二、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

新基建自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以来，经历了诞生与探索期（2018年底—2020年初）

和成长期（2020年初至 2021年初），现已步入稳定

期（胡仙芝、刘海军，2022），由此加快了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拉动中

国经济发展并推进区域协调的重要路径（李明、龙

小燕，202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指
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达 39.2万亿元，占

GDP比重为 38.6%；《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全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108042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与

此同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新基建将成为重要战略举措。2022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文，决定在全国 8地启动

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10个国家数据中心

集群，全面启动“东数西算”工程，以此通过承接东

部地区对数据存储、计算等使用需求，发挥西部枢

纽的算力供给能力，并带动数字产业上下游发展，

从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然而，学术界目前对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的关注还明显不足，但普遍认为新基建相对传统基

建，既可以支撑数字化、信息化等新兴领域，也可以

升级改造传统公共服务设施（胡仙芝、刘海军，

2022）。因此，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至

少包含支撑数字经济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究

其本质，新基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层面，培育新业态、推动数

字化生产；二是在消费层面，通过激活线上消费并

推动消费中心下沉；三是在市场建设层面，“社会

性”特征更加显著，即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交互性更

强（郭斌、杜曙光，2021）。在数字经济体系下，各区

域之间可以通过云互联，实现信息对称、数据资源

共享、市场共建共治的共同发展格局，进而推进区

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及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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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自身就是

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常露露，2022），而新基

建可以实现多样化的远程协同作业，发达地区可以

在教育、医疗、行政等公共服务领域指导欠发达地

区，以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综上，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在实践界和学

术界均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实

践层面，“十四五”期间新基建将在西部大开发新格

局、助力东北振兴、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推进东部地

区现代化等领域发挥效力，以此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理论层面，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建

构与实证检验等方面更需进一步强化，以此理解并

指导现实。

三、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学术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传统基建会影响区

域协调发展（刘应杰等，2022；胡伟、于畅，2020；杨
德勇等，2022），而新基建是传统基建的继承与发展

（刘艳红等，2020），势必会作用于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新基建的功能特征分析，其影响区域协调

发展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推进产业升级（转移）、促进

市场一体化、激发创新创业和提高区域治理等四个

方面（见图1）。

1.新基建推进产业升级

新基建主要通过赋能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对

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改造，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沈坤荣、孙占，2021）。例如，物联网、人工智

能和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倒逼传统产业

加强技术研发，发展“虚拟设计”等新型产业模式，

塑造智能制造体系，从而引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淘汰部分落后行业。在新科技与产业融合联动的

同时，催生出“产业+互联网+服务”的新业态，加速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赵剑波，2021），服

务于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体系构建。同时，以工业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能够满足上下游企

业之间的要素匹配、竞合型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以

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供需匹配（张佩、赵作权，

2020），从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除此之外，新基建

具有资本、技术和高附加值等偏好（完世伟、汤凯，

2020），既能通过吸引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带来

产业协同与集聚效应，也能通过促进市场扩大、社

会经济基础的夯实而产生辐射和扩散效应，从而有

效带动产业转移。

2.新基建促进市场一体化

新基建通过衔接能力的发挥，加强了区域内外

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带动了市场一体化的

建设。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市场一体化建设有两条

途径：一是加大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商业服

务、教育、医疗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公共生活服务等

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进而通过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降低自然性与技术性市场

分割；二是通过消除地方保护、优化制度设计、减少

制度性市场分割（范欣等，2017）。新基建恰好能通

过数据元素极大地提升信息传递效率和生产要素

的配置效率，逐步打破、消除地方市场分割。从宏

观区域层面来看，新基建的发展会带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而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并通过传统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

置推动产业升级（Forman等，2005）；从中观产业角

度来看，新基建具有基础性、创新性、连通性和共享

性等属性特征，并以其强大的泛在连接能力节约交

易费用，继而通过优化传统产业生产方式、业务流

程和中间环节等实现产业整体升级（Oliner 等，

2008）；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新基建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生代信息技术对企业进

行渗透，既可以提高企业的信息共享程度，也可以

拓展企业家的有限理性（石大千等，2020），从而提

升决策的针对性与精准性，加快市场一体化进度。

3.新基建激发创新创业

新基建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区

域创新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模式。一方面，创新基础

设施是新基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等的建设目标就是为了支撑科学研究、技术或产

品研发等项目开展。这意味着新基建不仅可以为

区域创新提供硬件支撑，而且能够汇集创新人才并

为其成就创新事业提供机遇和舞台。另一方面，5G

图1 新基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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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广泛应用重构了生产与生活模式，数据中心

的规模建设加速了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些均为

区域创新营造了活跃的氛围并带来了足够的便

利。如交通、医疗、旅游、生产等领域被新基建赋

能，催生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等多种

新兴模式，为新创企业的诞生和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习惯、企

业的生产销售等海量信息存储于各类型数字平台

上，从而有利于掌握并挖掘市场信息，最终通过提

高技术创新的精准性来打造新的商业模式。

4.新基建提高区域治理

新基建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支撑（唐新华，2021）。首先，新基建赋能

了政府管理部门，使其在获取、分析、挖掘经济社会

生活等领域海量数据的基础上，能够更为精准地做

出判断、预测和决策，从而提高了社会服务水平与

治理能力。例如，新基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数字平台实现了远程办公、

线上会议、远程医疗、线上教学等，工业大数据准确

掌握了防疫物资的库存、生产和供应等环节的信

息，推进了口罩、消毒剂、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的生产

与分配，以及基于定位数据生成的“健康码”为人口

流动、复工复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次，新基建

是区域组织之间互动的核心，能够形成区域整体性

治理的优势。新基建具有很强的衔接能力，能够使

社区组织、私营机构、学校、研究机构等非政府组织

和政府组成命运共同体，从而通过共同行使公共权

利、共同管理和监督公共事务等，实现公共利益的协

调、分配及增进。再次，大数据、万物互联、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使得居民、企业

等各类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被纳入信用评级

中，进而有效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机会主义

行为，增强了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了区域治理效率。

四、我国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面临的挑战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

有关（Démurger，2001），故新基建对区域协调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201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努

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

较均衡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

标，而新基建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市场一

体化建设、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提高区域治理效率

等方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同

时也为新基建带来了挑战，主要体现在供需匹配增

加了区域合理统筹难度，适度超前建设加大了区域

资金保障难度，技术更新迭代需要区域紧跟创新步

伐、万物互联需要区域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

1.供需矛盾处理对区域统筹要求高

新基建的供给与需求是其发展布局中的一对

矛盾体，只有精准、科学的供给才能有效满足需求

的时空动态变化。那么，基于综合信息研判的区域

统筹就显得尤为重要，既是实现短期效益与长期效

益之间平衡的保障，也是解决新基建供需矛盾的关

键。第一，均衡供给与非均衡需求之间的矛盾，这

是因为作为服务系统的新基建一经建立，其供给能

力在应用系统中是相对均衡的，而人类对新基建的

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所以，

这对新基建发展的标准和原则提出了较大挑战，即

面临着如何确定有效需求、如何提供合理供给、又

该如何追求利用效率等难题。第二，整体与局部角

度的供需矛盾，这主要是因为新基建服务能力的增

加是跳跃性的，而非连续性的。例如，在交通领域，

往往通过减少运营频次或者不修建来应对相对需

求较少问题，这种非一即零的方式容易产生局部供

给过剩而整体需求不足、局部供给不足却满足整体

需求等矛盾。第三，空间尺度的供需矛盾，这主要

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极强的集聚性，

以及区域发展程度对新基建的供给能力不同等，使

得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见，

新基建供给与需求矛盾的正确处理对区域合理统

筹的要求相当高。

2.适度超前建设对区域融资要求高

2021年 9月 6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中国国

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式上明确表示“适度超前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这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

律，但为区域筹集资金带来一定挑战。现阶段，我

国对新基建发展需求大，既要规模化建设，又要对

传统基建进行升级改造，二者均需充足的资金。一

般而言，新基建投资因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回

收慢，涉及多部门协同和互补性资金等特征，通常

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及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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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直接投资或主导供应。然而，地方政府面临

财政困境，无法满足新基建发展的资金需求。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全国各地政府债务余额已达 25.66
万亿元③，负债率高，财力有限。此外，我国现阶段

新基建领域相关投融资机制不健全，民营企业和社

会资本参与不足。一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规范化、制度化的监管不到位，存在盈利

低、市场退出不畅等问题，导致社会资本参与新基

建发展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育不成熟，存在投资门

槛高等问题（刘艳红等，2020）。
3.技术更新迭代对区域创新要求高

相对传统基建而言，新基建的技术还不稳定，

存在更新迭代快，存续周期短问题。一般情况下，

“铁公基”等传统基建的使用寿命可达百年以上，而

新基建存续周期通常在 10 年左右（王晓东等，

2021）。受摩尔定律驱动，芯片的性能每 18个月翻

一番，计算存储等关键设备的一个技术代际是3—5
年，更新淘汰速度很快（张永林，2016）。然而，我国

长期以来在生产部分关键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先

进材料等方面短板明显，主要依赖于国外，特别是

在信息通信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能力不足、“缺芯少

魂”（芯：芯片；魂：操作系统），严重制约着新基建发

展。与此同时，新基建的数字技术本质又决定了其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属性，快速更新迭代的前沿技

术不仅体现在技术的不确定性上，也会带来市场、

组织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规避需要高水平

的创新能力来满足组织、市场、用户等的需求，进而

在避免投资失误的同时，抢占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

先机，推进区域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

4.万物互联互通对区域治理要求高

随着我国新基建发展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

生活器械、生产设备接入到互联网、物联网、产业互

联网等，形成了万物互联互通的复杂巨系统。尽管

这极大地便利了人类生产生活，但却对区域治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万物互联互通涉及不同

类型新基建和大规模物端设备之间的合作协同，需

要正确处理洪流般的信息流（王晓虹等，2021）。比

如，产业互联网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依托安全、高

速、低时延的5G网络，物联网广泛接入生产环节使

生产线上的每一细微参数都能被详尽感知，数据中

心为万物互联提供充足的存储空间，人工智能实现

各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操控等（田杰棠、闫德利，

2020）。另一方面，新基建与网络和信息安全高度

相关，又涉及大量新技术、新业务，但我国很多领域

在探索信息安全制度建设、防护手段建设等方面尚

存在准备不足的地方。比如，新基建的发展推进了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交通、能源、金融、教育、医

疗健康、城市治理等行业领域的落地，各类智慧应

用的发展与普及，使得大量生产生活设备暴露于网

络中，一旦安全防护出现漏洞，将带来巨大隐患。

五、我国新基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对策建议

1.加强布局研究，促进区域合理统筹

加强布局研究是应对新基建供需矛盾的有效

举措，促进区域合理统筹能够有效地规避供给过剩

带来浪费、供给短缺制约发展等问题。一方面，要

强化区域自然本底环境信息的收集与研判，因为新

基建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的根本依据是

其所处的自然本底环境，所以务必结合现实需求，

全方位地研判地形地貌、地表土壤、岩石表层、水域、

气象、自然区位等信息，合理地统筹新基建在特定区

域的建设类型、成本预算、技术等级需求、空间分布

等。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人文社会经济信息的研

判，如人口与经济分布、人口增长率、人口素质、居民

生活质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等，特别就“适

度超前建设”的前瞻程度需要做出科学的预判，而

科学预判务必基于区域现阶段人口、经济、制度、自

然环境等信息的全面考虑，力求遵循社会经济发展

连续性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环

境信息和区域人文社会经济信息，以解决局部与整

体匹配、整体需求与局部供给、整体供给与局部需

求、空间供需、非优质供给与居民追求优质服务等方

面矛盾为使命，实现区域合理统筹。

2.完善融资机制，保障区域资本需求

为跟进新基建发展步伐，满足“适度超前建设”

需求，应充分完善融资机制。一方面，要向多元化

融资方式转型，不仅要以财政投入、地方债券等方

式筹集新基建发展资金，还应该通过专项贷款、资

本市场融资、低息融资等途径提高资金筹集与利用

效率。但是，新基建投资要量力而行，因为逆周期

调节也是有成本的，比如，P2P、股权质押、城投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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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可能会带来较大的金融隐患，增大金融系统

的风险（阴琰，2020）。另一方面，要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积极创新融资模式、拓展融资渠道。传统基

建投资方式多以政府主导，渠道狭隘，且资金供给

乏力。因此，政府需要充当领路人和监管者的双重

身份，激励基础设施建设的民间投资。由于大多数

新基建存在技术门槛高、建设难度大、资金需求大

而回收相对缓慢等特点，政府应采取适当减免税

收、增加补贴等支持性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投资主

体积极响应，充分激发民间资本潜能，进而保障新

基建发展的资金需求。

3.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为满足新基建对科技更新迭代的需要，务必加

大研发投入，力求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的提升既是攻关新基建前沿核心技术、应对“卡

脖子”问题的关键，更是加快区域新基建发展步伐

的基础。所以，务必保证充足的研发投入，包括基

础研发投入和应用研发投入，以此满足新基建技术

迭代更新的要求。在基础研发领域，因为新基建的

本质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核心要素是数据，数据的

获取、处理、开发和利用，以及相关的网络更新升级

技术等是我国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所

以应重点关注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核心算法、

集成电路、芯片、数据传输材料与存储介质、5G网络

等基础研究领域，并结合国家在科研领域开展“大

项目、大团队、大平台”的良好契机，充分挖掘企业、

高校和研究院所作为研发主体的潜力，力求摆脱新

基建发展中的软肋。在应用研发领域，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优势，鼓励企业建立应用技术研发中

心，以市场供需关系为导向开展研发规划（乔岳，

2021）。特别是，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数字技术与市场需求直接相关领域，其研发成果

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进而创造利润。

4.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区域治理效率

我国新基建正处于成长期，在研发、市场、经营

等各个方面尚且经验不足，尤其是在应对万物互联

互通场景中存在较高风险，故应充分优化制度供

给，有效提高区域治理效率。在具体制度创新优化

过程中应至少注重四个方面：一是注重政、产、学、

研、金等多方主体间的分工协作及利益分配，处理

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人口或产业转移及其空

间布局、区域基建与国土开发等多种关系，最终在

成本节约、风险规避上形成优势。二是结合区域特

色及区域新基建发展阶段，因势利导地进行有效扶

持，如在起步阶段加大投资政策优化、在建设阶段

注重合作和责任制度、在运营阶段强化监管和维护

制度等。三是谨防新基建带来平台经济的垄断，可

以从淘宝、蚂蚁金服、滴滴等不同领域平台的特性

出发，总结平台经济“一家独大”带来的市场危害，并

在此基础上采取反垄断规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四是完善数字安全监管体系，避免万物互联造成信

息泄露、隐私侵犯等问题，杜绝非法商家依据个人消

费偏好进行劣质商品推送、入侵或篡改工业控制系

统大数据等行为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针

对性的创新制度安排需要持续不断地优化完善，及

时高效地实现必要且合理的制度嵌入，以此提高并

保障区域治理效率，助力新基建推进万物互联互通。

注 释

①新华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04/23/c_11258
96567.html。②东方网.https：//n.eastday.com/pnews/15961082
62029223。③财政部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1-01/
28/content_5583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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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y Building New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Zhang Pei Wang Jiao’e Ma Li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digital reform，China actively promotes the layout of new infrastru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to reshape a basic environment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ries to overcome the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y
relying on the double cycl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new
infrastructure boos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econdly，it expounds the mechanism of new infrastructure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four perspectives：industrial transfer（upgrading），market integration，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Then，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deal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moderately advanced
construction， it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renewal and interaction of all thing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new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trengthen layout
research and promote regional rational overall planning；Improve the financing mechanism to ensure regional capital demand；
Increase R &amp；D investment and improve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Optimize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improve reg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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