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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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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必然要求。2023年7月21日，2023年中国区域

经济学会年会暨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

发展的整体框架、关键战略和实现路径，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等多个视角展开研讨，提出一系列具有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观点与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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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研讨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取得的伟

大成就和创新实践，2023年 7月 21日，由中国区域

经济学会和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 2023年中国

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学

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期刊编辑部等单位的 30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

“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主题，结合

“企业、产业与财政”“数字化”“技术创新”“区域发

展”“城市发展”五个平行论坛议题，针对中国推动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区域经济学的前沿

问题展开研讨。

一、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框架

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科学理论的

指导下推进，不仅包括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还包

括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发展理论。金碚从经济学

理论与范式的演变视角，讲述区域经济学的范式承

诺。在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学的实践性较强，而理

论性较弱，在经济学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但是

随着经济学范式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区域经济

学的角色将变得更加重要，不仅会继续发挥与具体

问题联系紧密的优势，在理论创新上也会有所建

树。丁任重从理论创新、实践路径和时代价值三个

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

述。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

要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现实基础而形成

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路径方面，在习近平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区域协调

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区域不平衡发展现象明显改

善，区域发展一体化探索成果丰富；时代价值方面，

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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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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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增强区域发展的联动性。李敬指出，构建全国

统一大市场，是增强各个区域有机联系的重要方

式。畅通国内要素流动，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

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对促进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罗富政和赖纹慧通过测度城际经济协同发展水平，

分析指出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

扩大市场需求，从而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推动

构建现代化城际经济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中国要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干春晖

指出，中国要依托超大规模经济体打造发展优势，

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的发挥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协调、持续高质量发展既

影响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全局，也关系到同步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

1.区域重大战略与对外开放

区域重大战略对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具

有全局性意义，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作为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整体的现代化与

内部的协同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

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洪银兴指出，长三角要建设成

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长三角虽然整体经济

发展程度高，但是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要实现全域的基本现代化，就需要改变发展的二元

结构，推动内部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四化同

步”。丁任重和王河欢比较了纵向稳定和横向扩容

两种府际协同模式在都市圈层面的协调发展效应，

发现在长三角内部，横向扩容协同模式的协调发展

效应强于纵向稳定协同模式，而且前者能够增强跨

圈协调潜力。程玉鸿和谭诗琪聚焦城市群内的功

能分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发现随着城市群内

功能分工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差异水平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提出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功能分工需要进一步深化，以缩小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协调发展。丁一

玲、赵曦和严红刻画分析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辐

射效应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发现协同辐射效应受到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等因素的影响，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强化产业辐射等激发策略。

除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引领式发展，以“一带一

路”为代表的开放式区域发展也受到学者关注，相

关研究为中国推进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优化区

域开放布局提供了决策参考。强国令和白瑞揭示

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和影响机理，中欧班列的开通扩展了国际贸易，提

高了城市科技投入，从而促使中国城市间经济发展

差距呈现收敛的趋势。陈万灵、温可仪和陈金源评

估了“一带一路”国际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贸易开放

效应，发现新通道建设有利于刺激参建城市的出口

贸易，带动沿线欠发达地区的贸易开放。吴军和张

向颖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沿线国家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水平，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内容，也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实现区域现

代化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关注先发地区，而且要

重视行政边界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后发地区。

行政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区域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张学良指出，省域交界地区由于特

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需要推

动资源突破行政边界，实现跨区域流动，探索交界

地区发展的新模式，要建设有效的区域组织，利用

好飞地经济，实现要素驱动、创新驱动、文化驱动、

公共服务驱动和区域协同驱动。郭峰、吕斌、熊云

军和陶旭辉同样关注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

的行政边界地区，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其影响，以

“莱芜并入济南”为例，分析指出大小城市合并将对

边界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而这一积极效应

在大城市一侧的地区更为明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协调也是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吴传清指出，中国的国土空间

结构可分为城镇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

功能区。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占国土面积的比重

较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平衡好这部分地区的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产品的功能转化是关

键，具体地，要从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

系，通过数字平台打通绿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打

造生态产品品牌等方面去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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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促进城

乡融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

要求。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

张占仓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

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具体地，发展特

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加工、延伸养殖加工产业链、

开发丘陵山区旅游资源等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

有效路径。孙婷婷、汪增洋和朱华岳利用县市级数

据测度了长三角都市区城市空间结构和城乡融合

程度，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都市区城市多中心程度

越高，越有利于城乡融合，具体机制表现在促进乡

村产业发展和知识溢出等方面。

三、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于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现路

径，与会专家和学者从产业政策、数字化转型、科技

创新、城市发展等角度分享了研究成果和政策观点。

1.产业政策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

实现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需要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筑牢区域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也要求

政府精准实施产业政策，以产业政策激发区域发展

新动能。郑立晨、戴宏伟和王佳宁基于对地级市政

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指出产业政策的实时变动

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且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是地

方政府基于当地发展状况的“理性选择”。妥燕方

评估了国家级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设立的资源配

置效应，发现国家级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设立总体

上加剧了劳动力资源错配，这一效应在中部地区尤

为明显，但是示范区设立缓解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

资源错配。孙红雪和朱金鹤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

验证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增强产业链韧性的

积极效应，自贸试验区设立主要通过促进人才、技

术、资本与数据四种创新要素集聚，发挥增强产业

链韧性的作用。

政府的产能管制、环境规制等政策，有助于从

生态社会协调、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激发区域高质

量发展动力。刘玉海和宋悦考察了产能管制政策

的减排效应，指出产能管制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

水平、加速清理僵尸企业等渠道，抑制工业企业的

污染排放，这一研究为中国化解产能过剩和推动绿

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纪小乐、薛启航和魏建分

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由于产业结

构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环境规制对中国南

北方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环境规制对南方

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不能忽视产业监管对民生的影响，张璇、李悦欣和

喻淑敏研究发现，地区食品安全质量随经济增长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进程中，政府需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集约化

管理。政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对地方产业培育和

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杨羊、杨焕焕和韩慧敏发

现高速公路建设带动非农产业发展和吸引企业投

资，显著缓解了乡镇人口收缩，有利于城乡协调发

展。年猛分析了市场化改革和区域平衡发展政策

对宏观总产出的影响，指出单一而过度地追求区域

平衡发展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在扶持落后地区的

同时，还应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市场化改革，以

兼顾区域协调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

2.数字化赋能区域现代化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引擎，要以数字化赋能区域现代化，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邓宏兵探讨长江经济带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指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带

动了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了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同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带动

了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江英和王浩基于空间均

衡模型和实证回归分析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优

化劳动力就业行业结构、促进技能偏向型技术进

步，从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王丽杰、孙才志和梁

宗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绿色海洋经济的联动，针对

中国沿海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

绿色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推动了海洋经济

的绿色发展。

数字技术和数字基建能够突破空间距离对经

济发展的限制，增强区域发展的联动性和协调性。

钞小静、王灿和薛志欣基于中国 4G网络开通的准

自然实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发展差

异的新机制。具体来说，数字基础设施的知识溢出

效应打破了传统的“距离衰减法则”，对相对偏远地

区的经济发展形成涓滴效应，从而缩小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马国群、何金盛和肖

嘉俊验证了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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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进步有利于缓解中国

农业高质量发展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分化现象。何

雄浪和王诗语以长江经济带 101 个城市为研究对

象，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劳动

力转移效应两大渠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邻近城

市的城乡融合也有积极作用。

数字化不仅促进区域现代化发展，区域现代化

反过来又加快了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师博和魏倩

倩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文本构建了区域

一体化指数，发现长三角一体化促进了创新人员和

创新资本的流动，从而显著推动区域企业数字化

转型。

3.科技创新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创新是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杨丹辉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未来产业成为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孙志高强调，提高区域科技创

新水平，最重要的是建设未来国家实验室、国家级

产业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载体，吸引创新人才集

聚，同时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刘奕玮、戴宏伟和齐雁通过构建新指标，测

算了地区高质量发展程度，并验证了科技创新对长

三角地区和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戴尚

泽和范斐考察了技术引进对中国城市有偏技术进

步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引进有利于本地劳动节

约型技术进步，同时这一积极作用的发挥存在异质

性，与城市要素结构、城市等级和发展阶段有关。

荆晶和郑江淮结合理论模型和实证回归分析指出，

地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了技能劳动力工

资水平，从而吸引技能劳动力流入，优化地区劳动

力结构，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提出合理安排

产业布局，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的政策建议。李贲、

余泳泽和吴利华识别了开发区升级与制造业创新

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发现开发区升级

影响了主导产业偏向性，促进地区技术多样化，从

而提升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

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还要注意知识和技术要

素在区域间的配置，打造技术转移网络，鼓励区域

间开展技术交流，促进区域科学技术协调发展。郑

江淮提出，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在产业结构、技术

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要通过区域技术互补促

进经济增长，将先发地区高密度的技术创新活动输

出和转移到后发地区，促进知识溢出和人才中心的

广泛建设，有助于促进后发地区和国家整体的经济

增长。范斐、邵小彧和谭熙考察了技术转移对资源

错配的影响，指出技术转移加剧资本要素的错配程

度，但是改善了劳动要素的错配程度，这一研究为

优化区域间技术流动和资源配置提供了政策参

考。范斐、温子林和杨帅政基于中国城市间专利转

移数据，构建城市间技术转移网络，发现城市深度

嵌入区域创新网络有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城

市外部知识获取及知识吸收能力在其中发挥了调

节作用。刘志迎和郑心雨关注创新创业对区域发

展的影响，指出从金融、政务、文化等方面优化营商

环境，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创新创业，推动区

域经济增长。

4.以城市为载体深入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城市作为经济要素、生产活动和交易行为等在

空间上集聚的产物，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

体。推动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在城

市的充分集聚，协调好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

系，都对区域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余川江和王庭威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发展理

论，将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发展道路分为稳步推进

型、水平均衡型和补足短板型三类。戴天仕和何郑

琳研究指出“租购并举”政策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

有利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张璇和熊保维发现，

城市法治环境优化有利于食品安全水平提升。宋

德勇、梁盈盈和林相森考察了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的政策效应，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同时提

高了城市高技术行业和非高技术行业的创业活力，

非高技术行业创业活力的提高还进一步扩大了当

地的就业规模。

关于城市发展的环境效应，裴梦迪和刘乃全研

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

应，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并且对邻近城市的

绿色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李郑涛、任来贺和柴

志贤探讨了撤县设区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具体

地，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当地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但同时加剧了工业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李治、

吕慧英、潘玉清、张晨晓和魏静然使用动态偏离份

额方法，检验了城市能源消费波动的驱动因素。张

传勇、张莉和赵大旋探讨地方官员如何应对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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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政策的调整，发现沿河城市的官员面临额外的水

污染防控任务时，当地的空气污染将会加重。

四、总结

围绕“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与会

的专家学者从整体框架、关键战略、实现路径等角

度，深入探讨了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

大战略问题，研讨内容涉及数字经济、对外开放和

生态协调等议题，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视角。总

的来说，大会的研讨具有充分的深度与广度，为区

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进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

中国区域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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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eview of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2023

Huang He Zheng Jianghuai
Abstract: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th and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July 21，2023，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Regional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s held in Nanjing University.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key strategie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regional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scuss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digital economic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put forward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research findings wi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s;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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