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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发展战略，必定要完成新
的使命，同时要解决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是根据
国内外形势转换作出的重要抉择。”
面对记者提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
测部发展战略规划处研究员高辉清这
样表示。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
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蓄势待发。同时，国际金融危机
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
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
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一方面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
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面临很多
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
比较严重。

在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难以分
割的情况下，中国就需要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用足用好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

而解决这些新问题的使命，就在
于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提供“混合动
力”，为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中
国暖流”。

那么，三大战略之间在服务于共
同的使命之时，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
区别和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
究所教授张可云表示，三大战略的侧
重点并不相同，涉及范围、出发点也
不尽一样。“一带一路”旨在适应中
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强调对外开
放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更着眼于中国
东中西部合作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
则为了解决三地发展的不平衡。

而在联系
方面，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研
究员梅新育认
为，尽管“一
带一路”建设
侧重实现对外
的互联互通，
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则是为
了夯实国内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但他表示，
有了国内基础才有实力开展对外工
作，开展对外工作才能够把国内搞得
更好。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
出，三大战略的实施，将促进中国
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
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同时能够
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
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
放新局面。

事实上，在三大战略的衔接方
面，许多地区在规划和定位中也都注
意衔接，做到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比如四川、重庆等长江沿线的省
市同时对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战略，争做两大战略的支撑点。

同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 也提到，要“打造重庆西部开发
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
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
高地”，这在实践中将与长江经济带
发展做好衔接；而关于利用环渤海经
济区的发展优势、加强天津等沿海城
市港口建设的表述，也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与“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接提供支撑。

“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
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
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
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这是“十
三五”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 《纲
要》） 中对三大战略的论述。

同时，《纲要》 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是

“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
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
中体现，必须贯穿于“十三五”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因
此，这同样体现在三大战略的论述
与布局之中。

事实上，三大战略的论述与内
涵包含着新发展理念的元素。

比如创新，三大战略创新模
式，打破以往以行政区域为划分的
发展方式，实现陆海连通、东西联
动，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
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
位对外开放新局面。这样的形式有
利于解决各地区之间各自为政、产
业雷同、恶性竞争的局面。而每一
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都需要运
用新的体制机制、发展新产业、运
用新技术。

比如协调，这可以分两个层面
来理解：首先，三大战略各自都包
含着协调发展的理念。“一带一
路”是要协调沿线国家的发展水
平，尤其是加强东南亚、南亚、中
亚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
互通；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要以疏解
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
市病”为基本出发点，实现北京、
天津、河北三地的整体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则是突出长江沿线
9 省 2 市的协调发展，把东中西三

大地带连接起来，贯穿成渝、长江
中游、长三角城市群。

其次，三大战略之间同样也讲
究内外相通的协调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侧重实现对外的互联互
通，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是为了夯实国内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基础。只有打好国内基础才
有实力开展对外工作，而开展对外
工作才能够把国内搞得更好。

而在绿色理念方面，最突出体
现的就是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
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
护摆上优先地位，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这足以体现这一战略对
绿色发展的重视。另外，“一带一
路”建设同样需要对沿线国家的生
态环境进行保护，京津冀协调发展
离不开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
业。

在开放理念上，“一带一路”建
设最为契合，追求与世界的道路相
连、民心相通；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
江经济带发展各自在与“一带一路”
建设对接的同时，也展现出全方位
对外开放的姿态，做到“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实现贸易、金融、
投资、人员往来的双向互动。

而对于共享理念来说，一切发
展都是为了人民，人民需要享受发
展带来的成果。三大战略的使命在
于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找新动力，同
时从长远来说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国梦与
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三
大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够
帮他们同样实现自己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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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

三大战略肩负共同使命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

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
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
2016 年 3 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 （2016-2020 年） 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
要）向社会公布。在第37章的“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部分，文章开头的这段话阐述了中国在区域发展战略
中的整体布局，其中“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引领性的三大战略。

从提出到完善，三大战略论述的形成经历了一
个怎样的过程？与过去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

三大战略有着怎样的创新与突破？三大
战略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为何，

有着怎样的共同使命？

2016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后 ， 党 中 央 着 眼 于 我 国 “ 十 三
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逐
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3
个大的发展战略。

这表明，虽然“一带一路”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三者并称为“三大战略”，但它
们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
历了一个过程。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
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
到，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
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
合作；

不到 1 个月之后，习近平在访
问东盟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
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
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这便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源
头。

不久之后，在 2014 年，《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战略规划》 获批；2015 年，中
国政府制定并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为“一带一路”倡
议的落地指明方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自 觉 性 、 主 动 性 、
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
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
快推进。”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在北
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
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
讲话。

随后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推动实施这一战略的总体方针已经
明确。

几乎就在同时，在更大范围内
统筹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谋划，也
水到渠成。长江，世界第三长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中国的东
中西部。长江流域覆盖9省2市，面
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
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2016 年 1 月 5 日，在重庆调研
的习近平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
展定了向、定了调：“当前和今后
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 年 3
月 25 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

在“‘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各自提出并完善的同时，三
大战略的提法也逐渐增多，并不
断 在 重 要 会 议 或 关 键 文 件 中 出
现，成为论述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的要点。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重点实
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成为 2015年
工作的主要任务。

随后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上，会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
建议便有“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为 基 础 ， 以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
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
济 带 为 主 的 纵 向 横 向 经 济 轴 带 ”
的表述。此后，这一表述在“十
三五”规划纲要中继续使用并得
到扩充。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
率先，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
提出上述区域发展战略，并不断在实践中得
以落实。

那么，三大战略与上述的区域发展战略
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相比它们，三大战略
创新之处何在？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西部
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要重点实
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三大战略”，这些表述对不同的区域发
展战略作了定位。

“这说明 4 个板块 （西部、东北、中
部、东部） 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而在新
常态大背景下，中国必须选准自己的着眼点
和突破口。”

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表示，因为四个大板
块面积大、类型多、情况复杂，齐头并进推
进需要更漫长时间，而确定更易突破的具体
发展战略，能够集中项目、集中资金，更容

易率先实现发展。通过重要“增长极”的率
先规划和发展，将带动区域板块发展，辐射
示范全国。

“与此前的区域发展战略不同，三大战
略突出陆海相连，东西联动，协调国内国际
两个层面，最终打造沿海、沿江、沿边与内
陆的全方位开放格局。”面对记者提问，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
过去的发展更多的是向外开放，将境外的资
金、技术引进来，以出口为导向，而国内相
互之间不仅联动较少，同时也比较少强调走
出去、双向互动等等。

与王义桅教授的看法相似，其他一些专
家也提到三大战略在“协调发展”、“突破行
政区划限制”方面所具有的创新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
耀认为，三大战略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新思
路，将过去重国土空间优化转为现在的经济
结构优化。从方案设计来看，过去战略多为
建立经济区等特区，呈现碎片化，而现阶段
则多为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避免了各自为
政、盲目发展、重复建设。

“长期以来，各地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发
展地区经济，但也出现了以行政区域为划分
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带来
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以三大战略为引领，
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能够有效避免
产业雷同，防止恶性竞争，对于平衡地区间

的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
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长宁区副区长
翁华建这样说道。

另外，在王义桅看来，三大战略的创新
还体现在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
展方面。“比如‘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关注
道路相连还有人心相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目
的在于破解大城市病、实现产业和公共资源

的合理布局，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突出‘绿
色’理念、强调在保护中开发，这些都比过
去要更进步，关注的领域也更加综合。”

提出：适时应势，逐步形成 使命：联通中外，寻找动力使命：联通中外，寻找动力

创新：突破区划，实现联动

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地面
站是“一带一路”重要成果。

刘艾伦摄 （新华社发）

8月11日，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在河北省廊坊市试运行发售。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