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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3年5月27日，第六届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在桂林召开，以“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珠

江—西江经济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围绕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流域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高

质量发展等多个方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与热烈的互动，对中国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丰富多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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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部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期实现经济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由广西师范大学与中

国区域经济学会珠江—西江经济带专业委员会主办

的第六届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于2023年5月

27日在桂林召开。论坛以“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主题展开研讨。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期

刊的17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受邀出席本次

论坛。参会者围绕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流域经济、

资源与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个议题展开交流。

一、乡村振兴

广西师范大学贺祖斌校长指出，党的二十大报

告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提出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

振兴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经济

处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末端，经济要素依然高度集中

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农村转型升级面临基础设

施、金融环境、人才支撑等现实制约。邵阳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马骥教授针对以上乡村振兴发展的

现实困境，提出加强乡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和

乡村产业结构优化等对策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广

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国群从财政支农角度

出发，认为政府既要科学地规划财政支农强度，也

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优化人力资本

结构、制定合理的人才吸引政策，以此推进乡村振

兴的全面发展。

陈文胜教授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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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在百年未有

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人口分布以城镇为主的城乡

格局变革、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多重转型

叠加，给南方农业发展带来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区

域结构性矛盾、城乡结构性矛盾等，形塑着城镇化、

老龄化、人工智能时代、生态双碳目标等多重复合

宏观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的进路，并结合中国经济

社会多重转型的大背景，从南方人地关系、地理禀

赋、资源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加快推动科技服务赋

能、地域资源赋能、绿色生态赋能，促进南方特色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刘愿教授指出，脱贫发展路径包括发展特色农

林业、发展劳务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资产收益扶

贫、社会保障兜底。构建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

的分析框架，提出空间距离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性，

并以百色双达村作为案例，详细介绍该村的发展现

状及村民的脱贫路径。深入剖析中国当前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并就

如何优化相关政策提出观察和思考。

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尤济红副研

究员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降低试点

省份农村人口的省外流出行为，更多转为省内流

动，这正是由试点政策带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

的影响结果。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海丰

教授通过构建一个创新型城市复杂系统的理论框

架，剖析不同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机制，阐述创新型

城市的复杂系统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创

新型城市建设的路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经

验启示。

随着消费升级，中国居民对于农产品的品质有

了更高要求，但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出，

信任危机频发，急需农产品品牌建设为农产品质量

背书。孙凤临以广西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例，对乡村

振兴战略下农业品牌建设路径进行探讨研究，为广

西农业品牌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赋能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深化林地“三权分置”

改革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任务。玉林师范学院商学院何华沙高级经济师通

过对“三权分置”改革的历史发展、作用机理以及理

论逻辑进行梳理分析，在对“三权分置”改革后林地

经营中常见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广西主要的经济林

八角低产改造实践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林地

“3+2权能分置”的创新模型，为实现基于共同富裕

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乡

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在于提升农村居民的个体幸福

感。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曹宗平教授从

返乡农民工的微观视角分析发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四大维度发展水平对提

升返乡农民工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乡风文明这一

维度发展水平则降低了返乡农民工幸福感。

提升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组

织力，有利于发挥乡村振兴的主战力作用。吴限一

研究认为，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乡

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实践效果显著，但民族地区乡村

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组织力的建设还面临着不小

的难题。因此，发挥好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的组织

优势，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配强书记队伍、激发党

员活力、创新建设理念、重视平台力量，才能助力乡

村振兴，稳固脱贫攻坚成果。黄颖祺研究发现，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农民合作社内生发展的时代

命题和未来方向，“认同、创新、参与、合作”是培育

农民合作社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要素、培育文化、

经济、组织和社会的复合型内生发展动力，能够助

推农民合作社内生发展和乡村农业振兴。黄嘉馨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认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

共同富裕，必须把握其丰富内涵和价值，切实保障

人民精神生活的制度和活动得到落实，稳步实现人

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二、数字经济

“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

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为应对新形势新挑

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会专家围绕此议题

展开讨论。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蒋团标教授从土

地规模经营效率和土地集约经营效率两个维度考

虑，认为在现代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

推进适度规模的集约型农业发展，拓展数字支持应

用场景，加强农业数据资源建设。从代际职业流动

来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周利副教授指

出，数字经济发展明显促进了代际职业流动，微观

个体禀赋、宏观经济环境与政府治理水平对个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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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均具有明显差异性，这将进一步

增强人们对数字经济赋能社会阶层流动的效应、机

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华

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志铭教授指出，数字

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尤其是对

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具有一定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

的企业而言，提升效果更加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

程度的提高，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还会促

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这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

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积极稳妥地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参考。

县域作为城市和农村的关键节点，对实现中国

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时代价值。高磊研究发现，

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数字化应用日

益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影响着中国

经济的各行各业，以人才作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

关键因素，将有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基于“双创”视角，安徽工业大学贾兴梅副教授

指出，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以中

部地区最为突出，数字经济可通过改善“双创”环

境，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流通与分配。将数字融入

农业产业发展中，可进一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也可深化数字经济发展。

以城市群研究为出发点，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钟学思教授指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绿色技

术创新耦合协调度整体趋势呈现波动式上升，各城

市群极化特征不同且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

政策扶持力、经济延续力、人才创造力、数字驱动

力和技术支撑力会对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绿色

技术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产生影响。提高能源效

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浙江农林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姚玉秀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能够

促进能源效率，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业

结构，进而提高能源效率，这对于升级城市建设、促

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流域经济

流域经济逐渐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关

注的重点内容，本次研讨会参会者围绕“珠江—西

江经济带发展”“长江流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通过对1991—2021年1258项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流域研究项目进行统计分析，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王明阳从立项数量、学科分布、研究流域和研究内

容四个方面对流域经济的发展概况发表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并进行具体阐释，他认为流域研究具有多

学科突出的属性特征，多覆盖于众多面积广大、地

位特殊的流域；在研究内容上，以党和国家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涵盖经济、生态、历史等众多

主题，研究的侧重点因流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广

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黎春兰教授总结 2017年

至 2021年广西与东盟的经贸活动的 11个主题，依

据这些主题以及词项内容和主题可视化图对广西

与东盟的经贸活动进行分析并计算主题强度，挖掘

频率较高的合作产业，为更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合作

发展提供参考方向。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

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

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刘琪从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关系的角度提出绿色发展背景下黄河流域生

态建设的设计理念。以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现状

分析，进一步阐述当前西江流域绿色发展现状，总

结西江流域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实践，挖掘当

下西江流域绿色发展瓶颈，提出相应政策以供

参考。

构建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取向。重庆财经学

院经济学院罗胤晨教授研究认为，长江上游地区作

为长江经济带的后发区域，可结合国家战略定位、

区域比较优势和短板制约提出“构建全域现代化生

态产业体系”的战略构想，构建长江上游地区全域

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为后发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区

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

点枢纽，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暨南大学经

济学院赖文凤副教授指出，广西北部湾区与粤港澳

大湾区地理上相连相近，但是规模和发展阶段略有

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能够通过产

业融合、区域分工形成更扎实的发展支撑，推动国

内国际双循环，达到区域分工、优化产业结构的效

果。肇庆学院政法学院李勇副教授指出，肇庆市要

充分发挥文旅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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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旅产业增长

极，转变观念、塑造特色、融入文化以及改善经营，

以此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俊杰教授基于

制造业集聚视角，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例，从时

空双维度研究。他认为，从时间角度来看，珠江—

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而

制造业集聚与之相反；从空间角度来看，绿色发展

效率和制造业集聚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

制造业集聚和绿色发展效率呈“倒U型”关系，这为

珠西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精准把握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时空变

化，有利于缩小区内发展差距，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陈展图副研究员指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总体

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但区域内部发展水平仍存

在较大差异，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辐射能力强。

城乡融合是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关键。蒋团标教授指出，近年来，珠江—

西江经济带的村规民约在推进城乡融合方面发挥了

重大作用，村规民约促进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日益改

善、助推了乡村治理日显成效、加快了乡村文体的建

设步伐、推动了乡村产业快速发展，但珠江—西江经

济带村规民约建设中也存在城乡治理体系不健全，

村规民约制定过程的规范性有待提高等问题。谢玲

认为，不同地市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生产、生活、生

态功能的分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城镇化发展

和乡村振兴过程中，珠江—西江经济带应重视三种

功能的优化，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四、资源与环境经济

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

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会

专家展开讨论。

以乡村旅游为出发点，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罗宇溪副教授指出，农旅融合发展能有效带动

广西地区农民增收，旅游资源禀赋越好、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的地区，增收效应更好，这为考察农旅融

合对乡村振兴的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验证

了农旅融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新疆大学

胡池群指出城乡融合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碳排放强

度，对低经济发展区、非粮食主产区、高技术水平区

和南部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

著，城乡融合通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机械

化水平而间接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

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王聪研究认为，约70%的

TFP增长来自在位企业对已有产品的创新，全球金

融危机后，相对于出口企业各TFP增长来源基本稳

定的特点，非出口企业中的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

的创造性破坏活动，对TFP增长贡献发生结构性变

化，非出口在位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对TFP增长的

贡献大幅上涨，而非出口新进入企业通过创造性破

坏对TFP增长的贡献则明显下降。“两山”金融是政

府主导的以自然资源收储担保体系为核心的“政银

担”合作新模式，是快速打通“资源—资产—资

本—资金”转化通道的重要支撑。江西财经大学应

用经济学院肖文海教授研究发现，收储机构兜底代

偿有效解决抵押难、担保难、贷款难的“三难”问题，

降低了林权流转和抵押贷款成本，从而提升银行放

贷和农户投资积极性。

基于“双碳”背景下，广西师范大学罗艳从碳减

排目标约束的角度出发，指出碳减排目标约束通过

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社会关注度和政府激励政策促

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且碳减排目标约束对

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城市、资源型

城市、高工业化水平城市、大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

表明地方政府应该深化目标约束体制改革，适当增

加环境规制强度，加大对绿色创新的补贴与激励政

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王巍蒙从碳减排责任出发，

指出京津冀城市群各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差别较大，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在京津

冀地区占比都是最高的，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制

订一套合理、科学、可行的减排责任分配方案。

从绿色发展来看，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统计学

院唐源秀指出，川黔地区绿色发展具有可观测的时

空演化特征。为促进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长效协

调机制形成，川黔地区应进一步促进教育发展、创

新机制改革、推进产业振兴和完善生态补偿。广西

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强谊副教授指出，城区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城市工业

二氧化硫排放水平，有效降低空气污染，试点政策

能够有效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但就业红利尚未

凸显，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及产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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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进行传导；同时，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政策

的大气污染物减排效应在西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

及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更为明显，这为科学实施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增强人民蓝天幸福感提供理论借

鉴与政策启示。

从环境规制角度出发，韶关学院杨志江教授指

出，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
型”关系，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

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

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

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

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

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五、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局。加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应注重高质量发展，与

会专家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陈耀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

遍意蕴，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

蕴。国家战略区域应当走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实践前列。珠江—西江经济带以西江为发展

主轴，横贯广东、广西，上联云南、贵州，下通香港、

澳门，是珠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战略腹地和西南地

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是面向港澳和东盟开放合作

的前沿地带，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

合作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应进一步深化对

珠江—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的认识，加强珠江—西

江经济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支撑作用，促进新

时代新征程中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新发展。

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空间载体。四川

大学经济学院余川江副研究员基于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内涵，在充分分析国内外现代化城市先进案

例的发展经验与现实特征基础上，归纳出稳步推

进型、水平均衡型、补足短板型三种发展模式，并

提出树立人本思维、明确发展障碍、坚持全面发展

等建议。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娟副教授

基于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从时空结构重构层面

提出运行质量、保障能力、开放程度是构建与我国

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现代流通体系重要着力点，

为新阶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一定的理论

参考。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伍先福教授以五

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指出整体上珠江—西江经济带

流域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特征呈“倒U型”曲

线变化趋势。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角度，

流域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分阶段性增长变

化以及空间集聚特点，这为实现流域内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基础。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徐佳慧指出，广州都市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各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贡献度差异显著。其中，经济发展开放性

指数和经济发展共享性指数的贡献度相对较低。

因此，推动广州都市圈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产教深度融合是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复杂工程，其顺利推进需要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内在

动力。张雅静针对当前高职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存

在的利益诉求难实现、资源共享欠深入、制度保障

不健全所导致的产教融合难深入的三个问题，提出

急需以利益相关者视角，从构建利益协调机制、资

源共享机制、制度完善机制三方面寻找推动高职教

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动力机制，以此调动利益相关者

的内在动力。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贾善铭副研究员

指出，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通过改变经济主

体与区位的匹配程度，影响城市经济产出，从而对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影响，且两者间的影响因研

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存在差异。

研究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时空演化特

征及其驱动因素可为实现区域城市旅游协同发展

提供新的政策视角。中国旅游研究院张燕副教授

指出，滇黔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整体水平较低，核

心城市与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

系程度呈先升后降的特点，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

间的旅游经济联系程度逐渐上升，核心城市与边缘

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被逐渐压缩，在此基础上

提出推进滇黔桂城市旅游经济空间一体化协同发

展的政策启示。

近年来，中国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政

府重要宏观调控手段的绿色税收受到重视。广东

财经大学云浮发展研究院黄华院长指出绿色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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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污染物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绿色税收与经济

增长存在“U型”关系，所有省市均过拐点，即绿色税

收加快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为进一步促进

中国绿色税收发展，加快绿色税收政策的落地、加

大绿色税收制度的创新、打造现代化税务平台、提

升税务服务质量等方面提供政策参考。

制度环境嵌入返乡农民创业过程，是返乡农民

获得创业资源，提高创业质量的关键要素。桂林理

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何雅菲副教授指出，政

府引导、金融赋权、政策激励、价值导向、社会信任、

文化自觉等单一制度环境要素无法构成返乡农民

高质量创业的必要条件；政策激励对返乡农民实现

高质量创业起到关键作用，且文化自觉要素可以替

代政策激励要素驱动返乡农民创业质量。中共广

东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郭惠武副教授根据新发

展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从产业生命周期

以及产业距离两个维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分

类，分为优势成长型产业、战略成长型产业、优势前

沿型产业和战略前沿型性产业四类，进而从两个维

度、四种类型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两个两

难问题，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分类施策

的基本思路。

六、结语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集聚建设和发展

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智慧力量，为共同探索服务新

时代新征程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模

式和实践路径做出新的、更大的智慧贡献。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

要求与应有之义。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就必须注重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科

技、人才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加强区域协调发

展的政策研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高水平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研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

为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总的来说，第六届珠江—

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实践路径

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为

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

策略。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n Economic Belt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sation

——A Summary of the 6th Development Forum of Zhujiang—Xijiang Economic Zone

Li Qiangyi Chang Xiaona Liu Junjie Wu Fang

Abstract：On May 27, 2023, in Guilin, China, the 6th Development Forum of Zhujiang—Xijiang Economic Zone to“Zhujiang—
Xijiang Economic Zon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Zhujiang—Xijiang Economic Zon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as the
main line of discussion, the experts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warm interactiongs, inclu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river basin econom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aunched a wide variety of thinking.
Key Words: Zhujiang—Xijiang Economic Zone; Region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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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第六届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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