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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①。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

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入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

关中国能否在 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一历史重任。在新征程上，必须廓清区域协调

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深入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

临的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遵循，为区域协

调发展做足现实性导向。

一、文献综述

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中国全面开启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区域协调发展如何同中国

式现代化一体推进引起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形成

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

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关联性。这一方面的

研究主要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五大

特征的基础上，以现代化视野审视区域协调发展，

聚焦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探析人口规模、

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方面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关联。目前，学术界

侧重于区域协调发展同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逻辑梳理。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区域

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症结。这一方面的

研究共识体现在南北差异问题、城乡差异问题、极

化现象问题、行政壁垒问题等。此外，对于具体区

域的案例研究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

根据研究区域的特殊性进行针对性把脉。三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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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这一方面，学术界的视野汇聚到中国“四大

板块”的具体发展实际、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依靠新

发展格局推动各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以及在中国式现代化视

域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等。四是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科学内涵以及重点任

务。在这一方面，学术界重点强调了贯彻落实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发挥国土空间体系优

势、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推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转

型、发挥各区域地方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

体系保障优势等。五是以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

理论基础，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空间路径。在这一

方面，相关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空间理论

的论述中汲取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支撑和逻

辑支持，并最终落脚于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空间的路径审思。

综上所述，区域协调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

重点领域，但因中国式现代化是近年来出现的重大

学术热点，中国式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的

相关问题仍需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

在以下可以完善的内容：一是未能对中国式现代化

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对现有

相关文献和学术成果梳理归纳稍显不足；二是未能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突出区域协调发展道

路的中国特色，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

逻辑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三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遵循梳理不足。根据

以上归纳，本文旨在遵循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

逻辑，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关系

中，探讨以区域协调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

程以及未来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遵循，进

而为此领域提供相关启示。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演变历程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

键一环，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全局性、永

续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

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始终同现代化建设进程保持

高度一致，不同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始终服务于时

下的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①。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始终是中国

长期以来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之一。立

足新征程，以历史眼光回顾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演变历程是吸取历史经验、

积极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应有之义。

1.1949—1978年：以区域均衡发展的方式为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坚持区域均衡发展的方

式，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各区域间如何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萧条走向发

展成为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子课题，

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重点领域。作为刚刚结束

百余年动荡且拥有四亿多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国，在

“一穷二白”之中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步维

艰。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

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

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论十大关

系》中，毛泽东同志通过聚焦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关

系，提出了利用沿海地区基础来开发内地的区域均

衡发展原则，实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与技术经验

同内地原材料优势之间的双向互补，逐步推动沿海

地区工业化向内地工业化的过渡，实现中国从落后

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蜕变，为中国迈出现代化

建设的第一步奠定坚实基础。经过长期的实践探

索，中国在“一化三改”的基础上，初步建成了全国

范围内的工业体系，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推动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

化进程滚滚向前。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党中央锚定中国各区域间

不同的战略位置，并于1964年开始实施“三线建设”②

的区域均衡发展布局。“三线建设”虽以国防工业和

基础工业为主体，但同样也推动了中国各区域间交

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领域的基础化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如同相互贯通的“筋骨血脉”，进一步激发

区域间合力效应的彰显，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乃至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

设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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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8—2012 年：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

歌猛进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以“两个大局”③原则为指

导，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20世纪8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

区域发展战略致力于实现改革和开放的统一，并以

率先发展沿海地区、再反哺内地的区域发展方式，

以及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发

展原则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历史和实践

证明，“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发展思路不仅使得东

部地区率先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突破，更为中西部

地区的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和发展经验，极大地推

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从“乡土中

国”到“城乡中国”的伟大转型，推动中国人民实现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不可否认的

是，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了我们不得不走一条

非均衡发展的“赶超式”发展道路，以实现“先富带

动后富”，但这也衍生出来一系列新问题与新矛盾，

例如，各区域间因政策倾斜度不同而导致的各类资

源分配不均、区域间分化趋势进一步扩大以及地方

保护主义的衍生等。为解决这些新问题与新矛盾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积攒了

宝贵经验，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发展的目标指

向性。

1995年9月28日，“九五计划”正式提出区域协

调发展概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丰富、日渐成

熟，并逐步实现从不平衡向协调的发展战略转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执

政兴国的重要政策方略。面对如何实现中国总体

小康以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 21世纪的重

大时代课题，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解决地区发展差

距，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

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进一步聚焦、谋划和部署中西部地区协

调发展。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建

设并非区域间差距巨大的片面现代化，而是致力于

各区域间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迈入美好生活

的现代化。立足世纪之交，唯有依靠全区域共同发

展、协调发展，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备源

源不断的区域动能，进而成功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推向新的阶段。

21 世纪以来，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国开启全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篇

章。在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制

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

兴战略以及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构建出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胡锦涛同志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

求；“十二五”规划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重要区域发展

战略的举措与补充，激发了中国各区域进行现代化

建设的活力，为顺利如期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做出了必要性铺垫和前提性准备。

3.2012 年至今：助力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经过十年的踔厉

奋发，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区域发展的

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

提高、老少边穷地区振兴发展有着显著提升。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④。加大

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

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

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通过发挥承前启后的重要战略作用，顺利推

动各区域向现代化标准迈进。为确保“民族复兴

梦”和“现代强国梦”如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擘画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总蓝图，即发挥各地区比较

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

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

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

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新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

差距。现阶段，中国积极围绕这一目标推动区域发

展战略，将区域协调发展提升为区域经济的引领性

战略，立足新发展格局，构建包含“四大板块”“五大

战略”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通过激发各区域

活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支持。在新的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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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路上，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

务，紧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这一发展主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有效衔接。

三、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伴随中国长期以来对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呈现出良好

发展态势，但仍需清醒地认识到，在全面开启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仍

存在诸多问题。

1.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

征之一，更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

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

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

然较大”①。从这一角度而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将

严重制约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

展进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以全域

人民实现现代化为逻辑前提，必须自觉主动解决地

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

化。这要求我们不得不将视野聚焦于不平衡的问

题。这一问题既是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之一，

也是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短板。目前，中国区

域间发展实现相对平衡仍然任重道远。从区域协

调发展整体格局来看，“胡焕庸线”两侧的综合差异

仍然较为显著、老少边穷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现

代化发展程度仍然较低、城乡间差异仍需进一步缩

小。例如，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4980.3 元、29650.0 元、27798.4
元、30517.7 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异悬殊；东

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 23556.1 元、17857.5 元、15608.2 元、18280.4
元，明显低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从发展模式和方

法来看，部分区域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仍存在模式

上的“照搬套用”、方法上的“一刀切”以及急功近利

思想。例如，部分地区因发展投入脱离实际而陷入

地方性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泥潭当中，个别产业项

目并未进行充分论证及试点而全面铺开导致烂尾

等。从发展的具体领域来看，区域人民就业收入、

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础设施投入等成为区域间

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代表性区域居民

可支配收入为例，2021年北京、上海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75002.2元、78026.6元，而贵州、甘肃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 23996.2元、22066元，不

到北京、上海的三分之一。综上所述，以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精准聚焦

区域间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

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全域人民共同富

裕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不是一

地一域实现现代化，而是全区域逐步、全面迈进现

代化。

2.“四大板块”分化态势明显，束缚了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优越性的释放与彰显

“四大板块”分化在区域经济差异中表现较为

突出，总量差和增速差的问题有进一步加剧趋势，

束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释放与彰显。

从“四大板块”总量差方面来看，2021年东部、中部、

西部、东北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4980.3
元、29650.0元、27798.4元、30517.7元。2021年中国

GDP排名显示，广东和江苏位列前两名，GDP分别

为124369.67亿元和116364.20亿元，而宁夏、青海、

西藏则位列后三名，GDP 分别为 4522.31 亿元、

3346.63 亿元、2080.17 亿元。在增速差方面，2015
年和2021年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值分别为 11355.4 元、17181.9 元，区域间人均可支

配收入差距在六年时间里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东

部地区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和现代化建设中高歌

猛进，部分省份已经迈入现代化门槛，如 2021年浙

江的GDP超过俄罗斯的GDP⑤，而东北地区、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增长放缓，部分地区甚至出

现停滞或倒退。以 2022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

GDP增速为例，贵州、海南、吉林的GDP增速分别为

1.2%、0.2%、-1.8%。纵观现代化先发国家不难发

现，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很难发现落

后区域仅凭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长期“输血”而实

现区域现代化的。邓小平同志在论及社会主义本

质时曾强调过，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在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两极分化同样不是中国式

现代化。如何有效控制区域间贫富差距、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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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释放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现代化“造血”

能力是 21世纪中叶前必须长期关注的现代化建设

难题之一。

3.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明显，尤其是经济和人口

向优势地区集中趋势日趋明显

当前，中国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明显，尤其是经

济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趋势日趋明显，这导致部

分区域已经迈入现代化门槛，而其他地区赶超无

望，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事倍功半。第一，受价值

规律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各

类要素资源被虹吸至较发达地区，大城市、中心城

市的虹吸效应往往大于外溢效应，而欠发达地区经

济活力不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迟滞、农村空心

化现象依然凸显，甚至还要面对本地区各类资源不

断流失的窘境。第二，不同地区人力资本和科技创

新能力差异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些地

区拥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和技术创新能力，能够更

好地吸引科技创新与研发，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

部分地区则由于人才流失、教育水平较低等原因，

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第三，一些地区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吸引

外商投资和国内企业参与竞争，市场活力彰显强劲

态势，而部分地区因市场体制不完善以及内生动力

匮乏导致市场活力疲软和各类生产要素外溢。此

外，现存的区域内部极化现象也需得到高度关注与

重视，尤其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省际差异的扩

大，行政区经济及辐射范围惯性突出，虹吸效应明

显。以2022年为例，湖北GDP为5.37万亿元，超过

山西（2.56万亿元）的两倍；河南郑州GDP为1.29万

亿元，而河南鹤壁则为 1107 亿元，仅为郑州的

11.02%；江西南昌县GDP为 1280.4亿元，超过鹰潭

的 1237.6亿元；浙江杭州GDP为 1.88万亿元，而衢

州则为 2003.4亿元。如何避免以及破解区域间极

化现象向区域内的传导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无法

回避的现实性难题。

4.行政壁垒依然存在，制约着区域协调发展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进一

步破除行政壁垒对深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行政壁垒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

面的制约作用主要包括阻碍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

流动、阻碍人力资源跨区域的用工流动、阻碍各区

域间交流合作等。这类现象普遍集中于区域内部，

在县、乡层级尤为明显。究其根源则不难发现，是

有限资源和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现阶段全国范

围以及各区域范围内，现代化所创造的各类资源暂

时无法按需投入、满足各区域现代化建设的资源需

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

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

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的更大优势，用不好也可能成为掣肘。这就需要大

家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由过去

的都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什么，变成大家抱成团朝着

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进一步破除行政壁垒对

区域协调发展的负面影响必须坚持辩证看待和把

握行政区的划分，不断推动行政壁垒向行政资源的

良性转化，并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形成各类生产要

素跨区域的良性流通，避免区域“内循环”与“小循

环”“地方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等错误发展逻辑。

此外，也要防止“反向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扭转

部分欠发达地区“只分蛋糕、不做蛋糕”“只讲分配，

不讲贡献”“依赖输血，难以造血”的窘境，不断培育

和提升欠发达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

能动性和贡献力。

四、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及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从

区域协调发展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系

来看，一方面，前者必须以后者为价值旨归，将自身

纳入实现后者的发展轨道当中进行铺排，即区域协

调发展的目标指向是以“协调”促“强国”；另一方

面，后者的如期顺利实现则离不开前者的久久为

攻，即建“强国”需“全面”。

1.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全国一盘棋”，

实现区域间的高效贯通和良性互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①。没有党带领

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余年实践探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一纸空文。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建设进程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

是“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下好“全国一盘棋”。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以“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视野推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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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协调发展战略。第一，必须坚持党对区域协调

发展的统一领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形成区域发展合力，在宏观层面

科学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蓝图，不断完善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体系，将区域协调发展“这颗子”准确落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盘局”上。第

二，必须坚持在党中央的统一布局下，高效准确贯

彻区域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进一步丰富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以整体带动局部、以局部推动整体的

双向良性互动，不断深化以协同共享、合作共赢的

方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实现“先富带动

后富”“中央与地方”实现现代化建设良性互动的

关键所在。第三，必须坚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部

署下，不断深化跨区域合作新基点，打破行政壁

垒，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区域协调发展

新动能，促使各类资源在区域间畅通流动，以跨区

域融合互动为纽带，推动各类、各地良性互动、强

强联合，最终盘活全局。第四，必须坚持在党中央

统一谋划下，推动各区域“先后有序”发展，以分层

分级的梯次发展进度，实现“强强联合”“以强补

弱”的宏观性谋划布局和整体性推进发展，避免在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出现因速度过快或过慢

的“区域性掉队”和区域性劣势无法得到弥补导致

的后劲不足以及短板面的衍生扩大。

2.遵循“人民逻辑”，摒弃“资本逻辑”，让人民成

为一切发展的最终受益者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

聚焦于“现代化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式

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始终遵循“人民逻辑”。第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

发展观、现代化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是中国式

现代化回答“怎么样建设现代化”的根本答案之

一。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两极分化”“贫富差

距悬殊”以及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现代化，而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

要高度警惕、防范市场经济下资本对发达地区的无

限扩张裹挟和对欠发达地区的剥削与榨取，又要有

效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

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让群

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人民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始

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遵循的逻辑公式，同以“资

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区

别。让人民享受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战略红利，必

须在人民群众所关注的就业收入、消费水平、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便捷度和公共服务均

等化等方面发力，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融

入日常生活。第三，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享

有的权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赋能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样也是科学解决中国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一招。加大对老少边穷

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帮扶力度，将“先富带动后富”落

到实处，实现现代化建设“暂时掉队”地区“外部输

血”和“自身造血”的有机结合，加快形成统筹高效、

联动协作、共赢功效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并最终实

现各区域全面进步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遵循将协调建立在绿色的基础之上，在绿水

青山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积极

探索出一条区域生态融合发展路径是确保现代化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遵循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摒弃西方现代化在推动经济

进程中“先污染，再治理”的颠倒发展逻辑，避免走

代价高昂的“回头路”。第一，树立绿色发展观。以

“透支式”发展方式换来短时期内的快速发展无异

于饮鸩止渴，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可能造成区域

内部发展潜能的透支衰竭，甚至所造成的各类污染

和极端灾害会向其他区域蔓延。这启示各区域在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有效避免为一时的利益和数

据而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方

式，不能因错误的政绩观和发展观而导致区域未来

发展乏力甚至衰退。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

要以绿色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共振”、当下与未来的

“共鸣”，各区域要始终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基础性

工程来抓，把生态环境看作是财富的最大值。第

二，逐步实现绿色产业作为各区域的支柱产业之

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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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

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将协调发展建立在绿色

发展基础之上，摒弃“高污染、高能耗”的区域发展

方式，引导产业以阶梯式朝向绿色转变，以绿色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同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相统一，

确保永续发展的实践路径。第三，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必须坚持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以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低碳发展为

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现

阶段，部分关键能源往往以跨区域调配方式得以实

现，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调”。从这

一角度而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确保各区域良

性互动、消除中国现代化建设隐患的关键路径，必

须通过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优

化能源合理配置，实现能源利用率的良性增长。第

四，清醒认识“防”是“治”的关键与前提。必须全面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的联防联

控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

破坏者遭受惩戒”的良性局面，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承载力逐步得到恢复，促使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生态潜能有序合理释放，助力建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拓宽区域协

调发展的战略纵深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属于现代化建设的宏观

范畴，始终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非脱离中

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的其他道路。第一，始终立

足中国区域发展实际，不断拓宽中国特色区域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纵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地区

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如城

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

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不能简

单地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

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

子。坚持将中国整体实际和区域具体实际相结合，

将人类现代化建设普遍规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特

殊规律相结合，运用“从个性出发—抽象出共性—

回归到个性”的辩证逻辑，坚持具体区域具体分析，

旗帜鲜明地反对“一把尺子量到底”和“东西南北齐

步走”的区域发展错误逻辑。第二，利用好、总结好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区域发展的成功经

验，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进一步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双向互动。

在借鉴西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要致力于

总结中国的区域实践探索，升华为中国特色区域协

调发展理论，为拓宽中国特色区域发展道路和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智力支持。第三，利用好中国现

代化建设已有资源，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

资源”、增强城市群辐射力和激发乡村内在潜力，深

入推动区域发展同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紧密联系

在一起，积极依靠“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外交往中

促使中西部地区各类资源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及

经济优势，为推动区域发展不断拓宽平台和创造机

遇。第四，中国各区域皆有独有的文化优势，包括

但不限于自然资源的名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彰

显、现代化文明的吸引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积极挖掘各区域文

化潜力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及各区域优秀文化，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

众对精神生活的美好需要，而且能带动区域内第三

产业的发展，进而间接带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

同步发展，最终不断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

实际效益，以文化力量为区域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建

设助力赋能。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
②“三线建设”的“三线”指：“一线”包括沿海地区和边疆地

区的省（区、市）；“二线”是介于“一线”“三线”地区的省（区、

市）；“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和山西雁门

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云南、贵

州、青海和陕西的全部，山西、甘肃、宁夏的大部分和河南西

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河北西部、广西西北部、广东北部

等地区。③“两个大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提

出了“两个大局”的伟大构想。一个大局是东部地区加快对

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

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时，东部地区要拿出

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也要服从

这个大局。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 10月 28日第

001版。⑤2021年俄罗斯GDP为1307953亿卢布，按2021年

3 月 6 日汇率（1 卢布=0.0511 人民币），合人民币 66836.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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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相当于浙江（73516亿元）的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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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eflections on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ang Shanshan
Abstract：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key
par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unity wi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ser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of the“four major sectors”,
obvious polarization of development drivers,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Under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hina should follow the“national chess game”; Always follow the“people’s logic”as the“bottom logic”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The coordination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green,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realized in the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We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th,
broaden the strategic depth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a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ll advance in
tandem with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so tha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ll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on schedule.
Key Words：Chinese Moderniz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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