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恒山

近年来，基于对经济规律
的深入认识和实践成果的科学
总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
不断增强，成为各级党委、政府
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也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社
会普遍认识到，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缩小不合
理的地区差距，而且在于有力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进入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是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促进全
面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抓手
和关键支撑。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
现代化国家的起步时期，开好
局十分关键。“十四五”规划就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了具体部
署。落实好这些部署，既要有
正确的思路，也要有科学的路
径。总结以往成功的做法，紧
扣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
战，利用好国内外调整变化中
体现的重大机遇与有利条件，

“十四五”期间要在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而促进全面建设现代化平稳
展开，应该把握好如下几个重
要方面。

支持“泥沼地区”走出困境

随着近年来地区分化逐步
加剧，出现了一批经济发展失
速严重的地区，其中包括一些
大中城市。这些地区成为了负
担沉重、后劲不足、处境困难且
难以自拔的“泥沼地区”。其发
展现状与过去和其他地区的发
展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下一步
的运行前景则受到内部“破窗
效应”和社会“马太效应”双重

影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新
的地区塌陷，形成地区间的悬
差，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在这些地区处于进退维
谷、不进则退的关口，需要鼎力
相助、施以援手。“十四五”期
间，区域政策应多做一些“雪中
送炭”的工作，把支持的重点主
要放在这些“泥沼地区”。在精
准梳理存在问题、务实制定重振
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机制强化、
人才支持、战略倾斜、政策优惠
等的一体联动，促进这些地区营
商环境的优化和社会能量的迸
发，帮助这些地区走出泥沼，实
现振兴跨越，同时遏制地区不合
理分化，实现协同共进。

强化推进共同富裕
机制与政策安排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也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的历史阶段。要认识到，贫富
分化必然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
化，任其下去，必然会影响到社
会的和谐安定；还要认识到，推
进共同富裕不仅是为了解决相
对贫困人群加快脱贫致富的问
题，也是为了保障已经富裕起来
的人群安居乐业的问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其
关键是要解决好重点地区特别
是农村、重点领域特别是劳动
密集性产业领域、重点人群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的问题，而核
心是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
措施。在体制和机制创新方
面，涉及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发展机
会和平等人生权利、优化收入
分配结构等；在政策措施改善
方面，涉及到对所有人群实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以
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力度、进
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
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社会救助
和各种形式的对口支援等。

重视省际交界地区
合作联动发展

据摸底，我国省际交界地
区共有42片，其所涉及地域宽
广、发展潜力巨大，但开发严重
不足，总体经济水平不高。如
果能全面提升其开发水平并实
现高质量发展，就能成为推动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大能量。
其出路在于，实现交界地区各
行政板块间的合作联动，一旦
实现合作联动，则边缘就变成
了中心、冷区变成了热地、封闭
变为开放、竞争转为互助，其有
百利而无一害。晋陕豫黄河金
三角三省四市，蒙晋冀边界的
乌大张三市等在合作联动方面
都做了有益的尝试，效果明
显。“十四五”期间，应把促进省
际交界地区合作联动提升到突
出重要位置，制定发展规划与
操作方案，强化典型示范带动，
促进这类区域以互利互惠、共
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展开多种形
式的合作，协力推动交界区域
高质量发展。

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增强
对周边地区的引领作用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都
市圈是以核心城市为引领，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
特色化发展的有机结合体，这
样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因为内部
分工合理和各自功能优化，既
可以遏制或避免“城市病”的滋
生蔓延，又能够有效发挥相互

支撑和梯度辐射效应。
“十四五”期间应在完善结

构体系、优化功能分工的基础
上，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增强示
范带动效应。核心城市要带头
推进全域软、硬基础设施建设，
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主动优
化自身与其它城镇的分工，积极
搭建辐射示范平台，并切实运用
真招实措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特
别是对农村的帮扶，引领带动全
区域实现协调与快速发展。

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与小
空间因情制宜的有机结合

一体联动和分类指导，是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种有效
手段。“十四五”的区域战略和
政策在继续重视推动跨区域跨
流域一体联动的同时，应高度
重视基于空间较小的特殊地
带，出台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务
实举措，以提高区域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一般而言，战略覆盖地
域范围越宽广，务实操作的难度
就越大，不仅会影响到责任主体
的工作力度，也容易导致在推进
中大而化之。而辅之以缩小区
域空间单元的分类指导和因情
制宜，就能有效克服这一缺陷，
推动困难地区或特殊地带摆脱
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
有机衔接、一体协同

在我国，区域战略对促进
区域发展具有特殊功能，其影
响宽广、作用巨大，如果相互隔
离、各自为战，就会导致各取所
需、各行其是，从而因战略差别
形成战略分割，又因战略分割
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
状况。因此，对于不同地区来

说，有一个不同战略相互衔接
协同的问题；而对于同一地区
而言，则有一个多种战略融合
贯通的问题。这一点过去并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十四五”
时期，应该把推动战略协同融
合作为一个重要工作指向。要
运用适宜的机制和载体，推动重
大战略思路、原则和要求的广泛
运用和共同遵守，同时使更多的
地区享受多种战略带来的红利，
通过战略协同遏制地区不合理
差距的形成与扩大，促进区域发
展持续实现高水平的协调。

发挥数字技术对区域
发展的支撑作用

数字技术是正在蓬勃发展
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
成果，是新的产业变革的有力
支撑。数字技术不仅能融合形
成新型经济或产业形态，而且能
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与治理方
式。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功效是
波及全方位的。对区域发展而
言，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颠覆传统
的时空模式，化解既有地理环境
约束，并超越现实发展基础配置
资源要素、开展投资经营活动，
从而为破解“胡焕庸线”等一类
区域困境，推动欠发达地区超常
发展、实现凤凰涅槃创造了条
件。“十四五”期间，应大力推动
数字化发展，特别是支持促进
欠发达地区打造高水平的数字
基础设施、推动数字技术的全
方位渗透或融合，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数
字技术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
的能动作用。（作者系国家发改
委原副秘书长，本文根据其在
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
会暨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
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张荣天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

进程加速，乡村地域要素结构发

生转变，乡村发展经历快速转

型，致使乡村空间正在重构。改

革开放40多年来，城乡转型发

展强调将城镇化作为主要手段，

城乡二元状态下各自变迁，导致

乡村无序建设、空心化等结构

性、空间性矛盾凸出，我国乡村

空间逐渐从同质同构转向异质

异构，乡村空间正在朝多元化方

向发展，既有在空间规模和性质

特征上主动式改造，如农村城镇

化；也有被迫式空间接受，如被

转化为城镇用地；还有农村聚落

消极存在乃至消亡等。

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这10多年来，

中央1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

题，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

策实施，更多的资金、技术等生

产要素向乡村地区倾斜，乡村空

间重构面临重大机遇。同时，过

去几十年的实践中，过度注重城

镇化发展建设，乡村空间规划管

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乡村建设

往往以盲目运动式替代理性决

策，导致“大拆大建”“重复建设”

等问题出现。探索重构与我国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乡村自然环

境和社会经济相适应的“三生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在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意

义重大。

更新农业经营主体，重塑
乡村生产空间。乡村生产空间

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作用的剧

烈区。当前中国乡村生产空间正

在从以家庭为单元的土地细碎化

经营向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

营转变，并且面临着“五化”(农村

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要素非农

化、农民兼业化、农业副业化) 和

“双紧”(资源环境约束紧张、青壮

年劳力紧缺) 的新形势。迫切需

要通过科学调控我国乡村生产空

间系统运行方向，更新重组不同

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经营主

体利益分配机制，鼓励农业经营

主体自下而上地参与乡村生产空

间重构过程，重塑乡村生产空间

系统，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建设乡村休闲体系，重组
乡村生活空间。与生产、生态

空间相比而言，乡村生活空间是

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

闲等日常活动叠置而成的聚合

体，它映射了城乡、阶层及个体

等社会关系互馈作用。当前，我

国乡村居民消费发展已突破传

统“基层市场社区”约束，并且乡

村居民的生活性、服务性消费日

趋增加，迫切需要重构我国新乡

村消费空间体系。近年来，我国

乡村休闲旅游产业迅速发展，但

目标市场群体主要是周边大、中

城市居民，以乡村居民为主体的

休闲空间建设相对滞后，迫切需

要重构我国乡村居民参与的乡

村休闲空间体系建设，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健全乡村环保机制，重建
乡村生态空间。“生态宜居”是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体

要求之一，生态宜居要“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良

好生态环境是广大乡村地域发

展最大优势和财富。追求效益

短期性与生态效益长期性、农民

经营个体性与环境资源共享性

是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生态环境

恶化的根源所在。新时期迫切

需要进行我国乡村突出环境问

题综合治理，健全乡村环保法律

的保障机制，尤其在我国生态脆

弱地区，要加强区域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地优化

我国乡村能源消费结构，逐步发

展替代性、可再生能源，营造优

美的中国乡村生态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

任务，乡村空间优化重构应成为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先行

区”。乡村“三生”空间存在协同

关系、互为反馈，统筹乡村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同步改善，提升乡

村空间品质与功能，服务乡村振

兴与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系扬
州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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