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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著
名的“胡焕庸线”。在
地图上，把黑龙江黑河和
云南腾冲两点相连，可以
看到一条气候地理和人口密
度的分界线。该线以西有着近
60%的国土，养育的人口仅占中
国人口总量的6%左右；该线以东
有着约40%的国土面积，却养育着
中国大约超过94%的人口。这条以地
理学家胡焕庸的名字所命名的分界线，
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区域间发展不
平衡的基础国情。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我
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
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世所罕
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一
直十分重视统筹各区域间的协
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气
象、新格局。广袤的神州
大地上，正在写就区域
协调发展“一盘棋”这
篇大文章。

▲京唐城际铁路建设工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项目，预计2022年
建成通车。图为施工人员在现场切割钢轨。 邢子鸣摄 （人民视觉）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于
2021年1月1日0时起正式进入

“十年禁渔期”。图为渔政执法
船队从长江武汉段江面驶过。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 5 月 21
日，观众在山
西太原举行的
第十二届中国
中部投资贸易
博览会上参观
氢燃料电动拖
拉机。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东北全面振兴不断迈出新步伐。图为7月1日工人在位于吉林长春的一汽红旗工厂总装车间
内装配车辆。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西部大开发正在形成新格局。图为出境中欧 （中亚） 班列停靠在新疆阿
拉山口站内。 关 博摄 （新华社发）

打通经络 开创新局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
源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
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

“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来”，积极作为深入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
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区域协调发展
这盘大棋打通经络，开创新局。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协调发展理
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用大战略运筹区域协调发展大棋
局，为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定向领航。从京津冀到粤港
澳，从长江之滨到黄河之畔，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推动大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

这些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
度势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深入推进
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
崛起、东部率先发展。随着这些区域发
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各区域经济总量不
断攀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协调
发展成效显著。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东北
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东北三省相继
实施规范营商环境省级法规；辽宁专
门成立了监督机构；吉林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至 1 个工作日以内……今年上
半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
增速分别为9.9%、10.7%、10.3%，形成了
稳中加固的发展势头。

在西部，“胡焕庸线”以西，成都、重庆正在唱响
“双城记”。一条条轨道交通干线，一次次强强联手合作，一
个个具体落地的项目，见证着这两个城市的相互融合发展。

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布局。中国将以同处西南地区
的国家中心城市重庆、成都为核心，以“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为依托，在西部地区培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如今，以成都、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为引领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崛起成为新的增长极，为新一轮西部
大开发塑造了支点优势。

6 月 25 日，拉萨至林芝铁路开
通运营。近年来，铁路成为西藏产
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一条条蜿蜒

“巨龙”逐渐串联“世界屋脊”的高
山峡谷，弥补了陆地运输的短板，
带动一条条产业带崛起。

10月11日凌晨2时，伴随汽笛鸣
响，首列“上海号”中欧班列从新疆阿
拉山口口岸出境，自中国上海装车的
服装鞋帽、汽车配件、精密仪器，经此
发往德国汉堡。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
景下，阿拉山口口岸依然高效运
行，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拓展“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的缩影。立足新时
代，面向新征程。中国西部地区正
从一度较为封闭的“末梢”，走向越
来越开放的“前沿”。

北部湾畔，巨轮缓缓驶近，广
西钦州港一派繁忙景象。作为中国
面向东盟的门户港，北部湾港国际
海运航线不断拓展加密，实现与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 多个港口通

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释放北部湾港活力，助推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中部，7 月 2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发布。根据意见，到
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
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部地区现代化
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
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安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

“十三五”时期，中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达到 8.6%，
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之首。中部六
省中，包括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四座省会城市GDP
已经突破万亿。几大城市，正在形成有规模效应的城市
圈，有效带动区域中小城市发展。

在南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工作，成为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发展大棋局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疑是重
要一子。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可谓一大引擎。

2017年7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
在香港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
协议》。几个月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
报告。2017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要科学规划，加快建立协调机制。2018年5
月 10日、5月 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
局会议先后对规划纲要进行审议。

在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多
方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于2019年2月18日
正式公布。如今，在规划纲要指导下，充满活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

抬头可见蓝天白云的日子成为常态，这是京津冀居
民的普遍感受。喜人的变化，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良

好态势。要知道在过去，京津冀居民口中的顺口溜是，发
展资源“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北
京、天津、河北三地，土地面积超过 21 万平方公里，承
载了超过1亿人口，很长一段时间来，发展不平衡产生的

“虹吸效应”，导致京津两地不断发展壮大，周边地区却难
有起色。反过来，交通设施不畅、大气污染等“大城市
病”，长期困扰北京。

如今，在京津冀发展的大思路之下，协同发展的战略
不断深化。北京新的“两翼”——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
河北雄安新区两个新城，一种全新的战略构想，激荡了华
夏大地。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一把金钥匙。

“落子占星，全盘取势”。做好统筹协调“大文章”，下好
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于
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幅区域协
调发展的恢宏画卷正在神州大地绽放新的精彩。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区域协调发展“一
盘棋”的代表。

2018 年 11 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整个长三角地区，都正在受益于此。过去 3 年多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长三角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聚焦“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
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
高地”三大使命，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
长，立足“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取得丰硕成果。

如今，长三角这个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基本形
成。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从2018年的24.1%提
高到今年前三季度的24.5%，呈现出明显的强劲活跃增长
特征，长三角地区对全国经济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对
全国经济贡献率持续提高。今年 6月，《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部署了构建
新发展格局、区域联动发展等9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并按
照清单制、项目化工作推进要求，列出了3张清单，明确
了“十四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
路线图。

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党中央提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确立了国家的“江河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2016年以来，他先后来到长江上游、中
游、下游，三次召开座谈会，从“推动”到“深入推
动”，再到“全面推动”，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向。
生机勃勃的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
领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地
区生产总值 24.88 万亿元，同比上升 14%，经济总量占全
国的46.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布黄河流经
的9个省区，把保护黄河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来抓。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正式提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此后又先后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会
议，专题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
和规划纲要。今年10月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公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全面系统、细致入微的安排，搭建起黄河
保护治理的“四梁八柱”，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又推进了
一大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个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相继落
地：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2019年《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 陆续印发。这些重大战略，结合各自区域优势，
在方向上各有侧重，但无一不回应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质量效益稳
步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正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十四五”开局之年，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
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重大战略继续向纵深推进。与此
同时，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 12.8%、14.7%、11.5%、10.2%，
主要指标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恢复势头良好。

如今，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正
在形成；东北地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老工业基
地焕发新的生机；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
步提升，国家现代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区域的功能进一步
凸显；东部地区先行先试，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一项项重大举措的相继落地，正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中国星网作为首家央企总部
在雄安新区注册落地；长三角科创产业融合发展的协同创
新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更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
设提速，前海、横琴、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规划建设取得
新的进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迈向深入。

更为重要的是，一项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正在实
践中探索出来，成为推动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
验。长三角编制首个跨省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京津冀
推进异地门诊直接结算和医保一体化，大力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支持江西、贵州、宁夏建设内陆开
放型经济试验区……这些，不断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注入动力。

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今，已经到了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而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就
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抓手。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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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
中促进相对平衡。

新动能蓬勃生长，新局面不断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正呈现出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

展望未来，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一定能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