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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中部 6 省以约占全国
1/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1/4
的人口数量，创造了约 1/5 的经
济总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
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
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
合交通运输枢纽。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了《新时代推
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
策 措 施》( 以 下 简 称《若 干 措
施》)。这是继今年 3 月 20 日于
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新时代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以来，中
央层面再次聚焦中部地区。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党
中央战略意图，始终紧扣中部
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
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
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战略
定位，着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的重
大突破。

会议强调，中央区域协调
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
调，细化实化各项任务，清单式
推进落实。有关部门要加大支
持力度，山西、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要切
实扛起主体责任，凝聚强大工
作合力，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
起新篇章。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提出 20 周年

2004 年，我国《政府工作
报告》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同年 12 月，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
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

今年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提出 20 周年。20 年来，中部地
区崛起战略取得了怎样的成
效？从近期国新办“推动高质
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披露的情况来看，中部省份近
年来普遍取得了较大发展成
绩，发展成果、发展质量、发展
态势今非昔比。

以安徽省为例，该省经济
总量从 1.9 万亿元增加到去年
的 4.7 万亿元，十年间连跨了三
个“万亿元级”台阶。在中国的
经济版图上，安徽省实现了“总
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
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安徽已成为新兴的工业
大省和制造业大省。到今年 3
月，安徽省制造业投资已连续
26 个月保持 18% 以上的增速。

产业是观察中部地区崛起
的一个重要维度。“中部六省各
扬所长，不断打造新增长极。”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
秘书长秦尊文举例介绍，湖北
光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
业加快发展，安徽在新能源汽
车、量子通信领域抢占先机，江
西专注于新能源产业特别是锂
电池产业表现亮眼，河南在生
物医药和农业技术上不断突
破，湖南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上持续加码，山西也在转型中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中 国 区 域 经 济 学 会 副 会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所研究员陈耀认为，加快中部
地区崛起不仅有利于东西融
合、南北对接，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而且有利于统筹发展和安
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家
整体竞争力。

中部地区崛起大有可为

如何认识中部地区崛起？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王磊提醒，中部地区崛
起并非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和人
口占比的提升，而是基于其独
特的基础和优势，注重功能性
的崛起。国家层面根据这些基
础和优势，赋予中部地区某些
特定功能。中部地区要实现崛
起，就意味着需要在其承担的
特定功能上、特定领域里独树
一帜，发挥独特作用。

谈及中部地区发展优势，
王磊认为，在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方面，中部地区有基
础，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较
好；在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
略衔接方面，中部地区有条件，
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我
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在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
水平开放方面，中部地区有挑
战，改革推进还不够快，开放水
平有待提高。如何统筹推进深
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这是
当下中部地区面临的重要挑战
之一。

此外，王磊提到，协同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
展，中部地区有特色。水是生
产之要、生态之基。中部地区

位于长江、黄河、淮河等重要流
域的关键区域，有鄱阳湖、洞庭
湖等众多湖泊，水资源丰富。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中部地区
有潜力。该地区城镇化率相对
较低，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
城镇化发展基础良好且潜力
大。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全相互促进，中部地区有作
为。该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
产基地，保障粮食安全，不可忽
视中部地区。

“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中部地区崛起既有优势也有不
足，既面临挑战也有广阔发展
前景。”王磊说。

在王磊看来，当前中部地
区崛起正处于提速阶段：“在此
之前，中部地区虽有发展，但速
度相对平稳。”

“《若干措施》将为中部地
区打开更大发展空间，中部地
区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王磊
认为，“加快”二字凸显了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的紧迫性，需加
大力度、加快速度；“若干政策
措施”则意味着这些政策是基
于广泛座谈和深入研讨后，对
各方意见的具体落实和细化，
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特别是以
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新质生产
力，这是中部地区在推动全国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的最为
突出的功能。”王磊说。

然而，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创新仍面临诸多挑战。王磊

认为，中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
水平不高。创新需要在开放环
境中进行，中部地区需要进一
步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以

开放促创新。同时，中部地区
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营

经济相对较弱，地区市
场活力不足。此外，政
策措施不够精准。该
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中的优先级和
紧迫性有待提升，部分

政策措施不够具体、缺
乏针对性。
“推动科技创新，一方面

需 要 资 金 ，另 一 方 面 需 要 人
才。” 王磊认为，在资金方面，
由于风险投资市场不活跃，本
土风投机构稀缺，高新技术企
业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手段获得
支持，发展受到限制。为此，需
要激活和繁荣市场化的融资机
构，特别是风投机构，以促进中
部地区科技创新。

在人才方面，王磊指出，中
部地区虽然科教资源富集，但
科技创新成效仍不理想。应发
挥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导作
用，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增
加研发投入、招聘研发人才，并
针对性地提供政策支持。从需
求端出发，逐步对接供给端人
才，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可
行且可持续的路径。

事实上，已经有企业作出
了有益探索。以研发人才培养
为例，作为一家产学研一体化
的标志性企业，山河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中南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部分本科生教学
的同时，成立了研究生院，指派
企业导师，联合培养了硕士生、
博士生等高级人才近 300 名。

“同时，公司与清华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高
校联合培养博士后人才十余
名。近年来，为支撑科技创新，
公司陆续引进新材料、软件算
法、无人化研发人才百余人；同
时，实施职业生涯管理，建立双
职称评定通道机制，让员工实
现多通道发展，加快培养造就
了一支适应公司战略发展要求
的高技术人才队伍。” 山河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上述负责人介绍，在高技
能产业工人培养方面，山河智
能与长沙工业学院、湖南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职业技术
学院等 5 所高职院校共建产业
学院，共建工程机械实习实训
基地及校企产学研融合平台，
目前已基本建立覆盖从实习
生、新入职员工到高技能员工
面授、实训、在线学习等不同形
式、覆盖主要技能工种的多维
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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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山西省阳城电厂汽机班工人在检查汽轮机转子叶片运行情况。

中新社发 陈元梓摄

5月23日，安徽省芜湖市奇瑞

新能源爱咖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

装车间内，工人在进行新能源汽车

组装作业。

中新社发 肖本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