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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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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党和人民的长

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未来党和

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在吸收借鉴世界上

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发展阶

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党和人民共同努

力形成的适合我国发展的现代化，也是人类现代化

的新形态。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必须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的突出问题出发，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

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对我国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现代化涉及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是一

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过程，是区域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1.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最早由邓小平同志提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

也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下，我国

步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现代化的新形式，

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2022年10月16
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现

阶段，我国人口总数为 14.1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

的 18%，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规模超过

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意味着全球现代化进

程将向前迈进一大步，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全球版

图。但我国 14多亿人口全部迈入现代化的艰巨性

前所未有，前进的道路布满荆棘，前进的方式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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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好高骛远，

必须脚踏实地，走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践

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

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非常正确

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也必须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始终秉持的理念，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不懈奋斗的初心和

使命，“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拼搏的真实

写照。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

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回顾党和国家的发展史，始

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

的实现必须始终依靠人民，绝不能偏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理想。对比西方部分国

家的现代化，虽然处于发达国家行列，但国内贫富

差距依旧巨大，两极分化现象仍旧存在。而中国自

发展之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我国发展

的根本目标，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先进性的体现，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西方部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虚假的现代化形态，虽然物

质资本相对丰富，但种族歧视、民主僵化等问题依

旧存在，忽略了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不利于社会的

长期健康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

主义的先进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也要坚持文化自信，发扬中华民族传统

优秀文化，推动形成文化繁荣局面，丰富人民的精

神文明需求，加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

利益为条件，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环境

问题是关乎人类长久发展的重要问题，过去资本主

义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虽然最

终实现了现代化，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的

破坏，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给其

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提

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水”，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

展道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双碳”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始终坚持文明

发展，彰显了我国致力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决

心，显示了大国担当和气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也没有侵犯、

殖民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那种血腥掠夺、殖

民侵犯的充满落后国家血与泪印记的现代化。正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

东西，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充满殖民、掠夺、

杀戮的黑历史，是一种充满野蛮暴力的现代化。当

今时代虽然局部冲突和矛盾依旧存在，但和平和发

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顺应

全球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中国走文明发展道路的体

现，也是全球各国人民的期盼。中国式现代化以发

展为中心，走和平发展的路线，提倡互利共赢，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

展，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

2.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内涵

面对当今世界加速演进的大变局，新时代我

国区域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上俄乌冲

突等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新冠疫情影响深远，

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国内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发展差距依旧较大，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任务有待解决。新时代区域协调

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新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第一，区域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和平、协调

发展。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各国和平

共处、协调发展，致力于缩小全球南北发展差距，努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阶段，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仍是世界的主流，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互利共赢的发展形式，但全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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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危害严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我国不

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形成良好的国际合作伙

伴关系，形成开放合作的世界发展新局面，促进各国

经济协调发展，让世界各国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建

设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四大板块”、南北

地区等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土辽阔，人口

众多，各地区发展条件存在差异，发展水平不同是

正常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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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各区域

的发展最终在同一水平上，而是各区域在发展过程

中，基于区域本身的发展条件，结合各区域的发展

定位和要求，充分发挥区域的发展优势，制定适合

本区域的发展战略规划，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进而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是解决一

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较好的区域要不断创新，

进一步加强自身发展动力，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

发展处于弱势的地区，要积极发挥区域发展的有利

条件，创造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同时弥补之前发展

的不足，促进区域的发展。各区域之间要不断加强

联系，进行区域合作，通过优劣互补，形成良好的区

域发展格局，最终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现阶段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21年，我

国城镇居民人口数超过 9.14 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64.72%，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

斗的结果。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发展成果的同时，

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城乡区域发展和

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 18930.9元，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47411.9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5915.6 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0307.2
元，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为了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

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拓

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建设

宜居宜业的美好乡村。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大

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必须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2021年，

我国人均GDP为12551美元，已步入中高等收入国

家行业，未来我国应深入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的发展。回顾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

键。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提倡绿色消费的理

念，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促进人与

自然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

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助于全球的经济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

3.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关键所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发展中

达到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而要实现区域协调发

展，必须加强区域战略之间的有机衔接，优化重大

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劣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民

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区域协调

发展的实现是长期的过程，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各区域居民收

入基本相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比较平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更加健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得新进展，美好中

国建设深入推进。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必

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区域协调发展不

是追求区域发展的绝对平衡，而是基于区域发展

的实际情况，发挥区域的条件优势，在发展中实现

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

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备一定的发展

优势，需要进一步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进而带动其他区

域的发展；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仍处于较

低水平，应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加强边疆地区

建设，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缩小西部地

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

业基地，但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老化，经济发展缓慢

等问题突出，经济发展优势逐渐丢失，需要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发展情况相对复

杂，应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适合当地区

域发展的政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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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各区域内部的

发展差距，实现各区域发展的均衡，达到全体人民

的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以区域协调发

展为前提，达到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进而实现区

域的全面发展。

1.区域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东中西发展差距较大、南北地区发展不平

衡、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突出。共同富裕的本质

是全体地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部分

地区或者一部分人民的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核

心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保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区域

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

域间的均衡发展。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客观存在，南方和

北方发展差距也逐渐扩大，这严重制约了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新时代需要深入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辩证的角度看，区

域协调发展的目的不是完全消除区域发展差距，而

是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由于各区域发展条件不同，

区域发展差距存在是合理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区域发展差距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展条

件较好的地区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示范作用，为其

他地区的发展指明方向；也可以通过先富带后富的

方式，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由于地区发展存在差

异性，还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等的流动，提高区域经

济活力。

2.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

量发展阶段，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区域发展的

新任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优化生产要素布

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及

作用，建设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针对不同地区采

取不同的政策，充分发挥地区的发展优势，促进地

区的快速发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可以提升资源

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充分提高区域的生产力，也

可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质的提

升。在新时代区域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和创新

要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通

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才的区域合理布局，

提高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创新要素也是促进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要素，我国目前创新要素的分布并不

均衡，东部地区创新要素资源高于西部地区，通过

合理引导东西地区创新要素向西部移动，带动西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

差距。

3.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新时

代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是实现人民基本生活保障

水平大体相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

达程度相对均衡。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转变体现

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各区域人民

能够获得均衡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

的新目标强调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形成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结合

区域发展的有利条件，提高区域的发展水平；另一

方面，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

现，也进一步拓展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区

域协调发展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生产要

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根据各地区发展的条件和发展

定位，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优化发展，从而实

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区

域协调发展体现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优化调整，

实现区域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

三、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

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

局。新时代我国为促进区域实现更好的发展，制定

了一系列的区域战略，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

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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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必须厘清区域战略

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未来

我国区域的发展，可以把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基

础，明确各个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以区域重大战

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手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最终实现区域战略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有机融合。

1.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实践证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缩小区域发展

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

了四大板块、南北地区等区域之间的进一步协调发

展，必须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一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近年来，西

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

高。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发展差距有扩大趋

势，未来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的同时，

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基本政策，促进西部地区协调

发展。

二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东北地

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在历史上有过发展的

辉煌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随

着经济发展，东北地区逐渐面临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未来

东北地区应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兴

产业，提高区域经济活力。

三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四五规划中指出，

中部地区应着力打造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关

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

设，加快对外开放通道建设，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内

陆地区开放平台。

四是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东部地

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应积极发挥

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积

极发挥带动作用，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加快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

2.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区域重大战略，区域

重大战略能有效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融合互动，

促进资源要素流动，推动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词是

“协同”，其实质是打破传统行政区壁垒，促进要素

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通过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任务，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

体化。长三角地区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一市，是我国发展基础最好、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

区之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可以为其他区域的发

展提供经验，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

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长江经

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长江经济带发展可

以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促进沿江地区

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关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区域经济和生

产力布局，促进上中下游各地区形成分工明确、集

约高效的发展模式，突出发展特色；合理利用生态

环境，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三是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目前，

雄安是中国第一个全域实现现实与数字孪生建设

的城市，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是打造高质量发展的

全国样板。同时，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也将有利

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雄厚，

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区域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

心城市的协同带动作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全

面提高市场活力，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国

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3.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都市圈和城

市群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村

地区发展活力；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基

本利益。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处于挑战和机遇

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处于快速发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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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总体发展水平较高，发展动力仍然较强；另一

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扩张过快，城镇化质量有待

提高，基础设施有待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始

终贯彻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既要坚持全国一

盘棋，进行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又要根据各地区发

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特殊区

域，进行积极探索，争取重点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

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加快转变超大特

大城市发展方式，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城

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

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

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

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 1小时通勤圈为基

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十四五”时期，为构建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必须充分发挥城

市群和都市圈的引领作用，把都市圈和城市群和国

家尺度下的发展方式相结合，形成网络化的空间

布局。

城市群并非是若干城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

自然布局和简单组合，城市群成“群”的关键在于城

市间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基础设施对接、

产业关联配套、公共服务均等，是在空间上邻近且

经济联系密切的若干城市构成的网络化统一体，正

日趋成为现代化经济活动的集水区。都市圈是城

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都市圈的建设可以提

高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实现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4.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

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

局。由于各地区自身资源环境条件不同，社会经济

基础存在差异，其主体功能也有所不同。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国土空间

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

四类。“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应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新时

代各区域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首先应明确自身主体

功能定位，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各主体功能区之

间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优劣互补，促进区域共同发

展。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利于调整区域分工，

实现高质量发展；确保区域自身主体功能清晰，把

区域开发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利于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共

同努力，促使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强力结合，可

以形成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

率，促进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有为政府强调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宏

观层面上调控经济，积极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不利

影响，保障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一是完善市场监管

机制，形成规范、公平的市场竞争格局，建设高标准

的市场体系；二是关注公平和效率问题，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民生为基础；三

是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国有企业做

大做强，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促进地区经济

快速发展。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运转基础，有效市场需要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要素分配中的优化作用，合理引导资源要素

流动，借助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有利条件，帮助地

区实现更好的发展。最大限度发挥东部地区在发

展上的有利条件，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利用西部

地区在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提高西部地区的发展

水平，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5.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前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

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适合我国发展的

战略构想。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深远，

俄乌冲突等国际冲突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单边主

义等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全球发展面临巨大不确定性，过去以外循环

为主的发展方式不利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必须转

变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

系，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国内生产总值居于

世界前列，经济基础雄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

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基础设施建设良好；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位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

位，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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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规模巨大，具备构建以

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的有利条件。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支撑和内在要求。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

打破地区分割和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

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其次，

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消除不正当的

市场竞争，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激发市场活

力，推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市场竞争力；

同时要加强地区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合

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创新要素合理配

置，最大限度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地区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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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Sun Jiuwen Shi Wenjie
Abstract: The central task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s to build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is the only way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key to 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eds to promote the organic linkage between regional strategies, build a unified large market across the countr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 viable government and an efficient market,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city cluster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ina’s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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