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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出发点,深入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内涵、特征及实践路径,旨在以高

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回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与演变,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政策创新与实践路

径,系统阐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核心内容,强调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及健全市场、合作和互助机制是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保障。 其次,探讨该战略的价值意蕴,指出推动区域间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优化地区分工与发展、提升国

家整体经济效率及发展质量的重要意义。 最后,从实践路径角度,提出加强国家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

环境,优化区域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协调发展、深化区域合作与互助机制、创新区域发展政策和保障

机制,为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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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构建优势互补的

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

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

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雄安新区建设。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

展保障机制。 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 完善促

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

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路径之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一系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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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举措,推动了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新挑战的增多,区域发展中的突出

问题仍亟待解决。
当前,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加剧、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依然

深刻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显著成就,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 同时,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活力不足,资源与环

境承载压力日益增加,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推动区

域间的协调合作,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与国土空间体系,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 基于此,
本文深入探讨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内涵、特征、价值与路径,分析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和政策引

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

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历史演进与关键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现实情况,逐步实施多种战略,以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主要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通过“一五”计划、三线建设,重点推动内陆

地区的工业化,奠定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后,国家战略重心逐渐转向非均衡发展,优先扶持

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虽然这一战略极大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发

展,但同时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继承并深

化了以往的发展思路,明确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

1.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思路,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其中,统筹区域发展旨在通过政策引

导和机制建设,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西部大开发战略着眼于

提升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以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助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聚焦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力求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活力,增强其在全国经济格

局中的地位。 一方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发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重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发
展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 另一方面,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依托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政策环境,充分

发挥其经济与技术优势,推动现代化进程,并引领其他地区共同发展。 这一阶段的战略布局注重发挥各地

区的比较优势,通过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开始

从单一支持向多区域协同转变。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其内涵与路径不断丰富深化。 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

列新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聚焦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旨在优化区域功能布局,疏解北京的

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地区形成协同共进的新格局,以提升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指导,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上中下游区域的协调发展,致力于将长江经

济带建设为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与优化营商环境,力图将该区域打造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现代服务业高地。
第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深化区域一体化合作,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增强该地区的全球竞争力及辐

射带动能力。 第五,“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区域发展的国际延伸,致力于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 第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高质量发展为路径,旨在推动黄河流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区域。 上述战略通过跨区域合作和发展,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推动

了各个区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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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基本内涵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其基本内涵包括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

经济布局,并完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与互助机制等多方面,旨在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资源的高效流动,从而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
1. 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构建

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 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

基础与发展潜力,合理定位各区域功能与发展方向,以此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 第

一,重点推进西部大开发,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清洁能源、生态旅游及特色农牧业

等产业,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推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与提升创新能力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重塑东北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第三,充分发挥中

部地区的交通区位与资源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 第四,东部地区继续发挥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及对外开放等领域的优

势,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第五,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

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与增长极。
2. 健全市场、合作与互助机制

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和互助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旨在弥合区域发展的鸿沟,促进

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实现区域间的互利共赢。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金、技术、劳动力、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集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完善

市场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通过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

篱和政策壁垒,推动要素市场的统一开放。 其次,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机制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通过建立跨区域合作平台,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及环境联防联控。 以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等为着力点,深化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深度与层次,形成区域间的协同效应。 最后,构建区域互

助机制,推动地区间的利益共享、缩小“三大差距”。 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等方式,坚持“输血”和

“造血”相结合,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资源枯竭”城市和生态脆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形成可

持续的生产发展方式。
(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旨在实现区域间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仅反映了我国区域协

调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发展方向,也体现了在实践中对具体区域问题的精准把握和系统应对。
1. 统筹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统筹推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
先,依托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培

育发展。 通过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内涵式、差异化发展,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其次,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与城

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内外要素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 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

城市群建设,形成新的增长极。 最后,推动区域间的协同合作,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产业链深度融合及市场一体化发展,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2. 促进区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
先,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生态区域,坚守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原则,推动

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平衡区域间的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责任。 其次,推进绿

色产业发展。 鼓励各地区发展绿色产业与循环经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 通过技术创新

与政策支持,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最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健全生态环

境监管体系,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同时,加强公众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

性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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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加快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特别关注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的发展。 具体表现如下:首先,针对革命老区和

边疆地区在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均衡等方面的问题,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其次,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确保革命老区与边疆地区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效衔接。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区域内涵式发展质量。 最后,引导产业投资、吸引人才及推动科技创新,增强革命老区与边疆地区的自我发

展能力。 通过支持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三、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价值意蕴

在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历史演进与内涵特征后,已厘清该机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 然而,仅停留在历史演进和基本内涵的层面,尚不足以全面把握其重要性。 为深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机制现实意义的理解,需进一步探讨其价值意蕴,揭示其在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的深刻意义。
(一)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

1. 消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流动

首先,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通过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地区间市场壁垒,
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市场准入限制,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其次,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

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激发市场活力。 优化后的营商环境,将有效吸引资本、技术、人
才、数据等要素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 最后,推动要素市场改革。 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

市场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本与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通过市场化改革,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发展。

2. 强化区域间的合作机制

首先,搭建区域合作平台。 通过建立区域间产业合作、技术创新与资源共享的平台,推动跨区域合作。
推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协同内涵式发展,形成互补优势和联动效应。 其次,深化区

域经济一体化。 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内外交通、信息、能源等基

础设施的共享共建,推动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 最后,完善合作机制。 建立健全政府间合作机制,
加强区域间政策协调与经验交流。 通过联合制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跨区域问题,推动区域间合作常态化、
制度化与规范化。

(二)推动各地区的合理分工与内涵式发展

1.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

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格局。 一是立

足资源禀赋。 各地区应结合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西部地区可依托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袤空间,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和特色农业发展;中部地区则发挥其地理位置优势,发展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东部沿海地区应进一步利用其经济基础与开放优势,加速高科技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步伐,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是突出区域特色。 各地区应推动形成具有独特竞争优

势的经济板块,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东北地区则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农业,提升其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长江经济带应着力于绿色经济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实现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其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优势,力争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三是推进差异化、内涵式发展。 实施差异化发展政策,为各地区提供必要支持,发挥其比较优势。 通过财

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组合拳”,合理引导资源流动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内涵式发展新格局。
2. 合理分工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

合理的区域分工是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 一是明确区域功能定位。 通过科学划分区域功能定位,推进

主体功能区建设,可以有效发挥各区域的优势与作用。 东部沿海地区应成为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引领

者;中部地区可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重要聚集区;西部地区应注重生态保护与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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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平衡,实现区域功能的优化配置。 二是加强产业协作。 推动跨区域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通过上下游产

业链的紧密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进而增强整体竞争力。 三是构建区域联动机制。
建立健全区域间的合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组合拳”的联动效应,打通区域合作“堵点”。 通过区域联席会

与发展规划等方式,各地区可实现更广泛的协调合作。
(三)提升国家整体经济效率与发展质量

1. 提升国家整体经济效率

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优化资源配置。 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有

效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各地区能够更加充分发挥内

外部资源,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二是减少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减少盲目发展带来的

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问题。 通过合理的区域分工与产业“补链”,降低资源消耗、有效治理“大城市病”。 三

是推动要素高效流动。 通过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等在全国范围

内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集聚。 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优化生产力布局,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
2. 提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区域协调发展对提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一是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 通过推动中心城市

与城市群的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成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还能带动周边

地区共同发展。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驱动。 促进区域间科技创新合作,形成创新为引领的经济增长模式。 东

部地区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引领全国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加速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提升区域创新

能力。 三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具有特色与竞争力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鼓励各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集群。 四是推进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推进。 通过区域间的

生态合作与协调,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推动可持续发展。

四、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实践进路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的重大问题。 在深入梳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历史演进、内涵特征和价值意蕴之后,需根据经济规

律,进一步调整并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增强创新发展的动力。 同时,通过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强化其他

地区在保障粮食、生态和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进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加强国家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

1. 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引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

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部、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既为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指导,又促进区域间互联互通与优势互补。 各地区应在国家总体布局下明确定位与发展方向,制定精

准、完善的地方政策规划,确保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 第二,强化区域战略协同效应。 协调不同区域战略,
充分发挥其叠加、协同效应。 通过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联动,形成“南北呼应、东西协

同”的发展格局,实现全国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的“质”“量”并举,提升各区域整体竞争力。 第三,
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 建立健全跨区域的合作机制,推动各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产业链延

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弥合区域发展鸿沟,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实现更高水平的

区域内涵式发展。
2.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进区域融合发展

第一,制定差异化区域发展政策。 依据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与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应支持其率先实现现代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引领全国;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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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与人才引进,缩小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弥
合发展“鸿沟”。 第二,健全政策协调与评估机制。 在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中,需建立健全政

策协调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通过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使其

更好适应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增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第三,推动政策落实的精准化与精细化。 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强调政策的精准化与精细化管理。 创新政策实施手段,提高政策执行效果。 在实施财政转移

支付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需求与发展潜力,确保资金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 第四,促进区域融合与内

涵式发展。 通过政策引导与支持,推动各区域间的互动与融合发展。 鼓励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科技创新与

人才交流,增强区域间经济联系,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二)营造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

1. 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第一,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明确界定禁止和限制的领域,确保其他领域对市场主体有序开放,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简化市场准

入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提升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第二,确保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一致性。 各地区须

严格遵循统一的政策执行标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抬头”。 应加强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指导,确保负面

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 第三,优化市场准入流程。 通过简化市场准入手续和优化审批流程,减
少审批环节。 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实现市场准入事项“一网通办”,增强市场

主体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2. 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第一,消除行政性垄断与地方保护主义。 当前,地区间市场壁垒主要表现为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主

义,阻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制约市场效率提升。 各地政府应积极清除不合理壁垒,推动商品和要素市

场的一体化发展。 第二,推进跨区域市场合作联动。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合理布

局。 支持建立跨区域的市场合作机制和联动平台,推动区域内市场信息的互通共享,促进要素的高效流动。
第三,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 对各地区制定的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确保政

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通过健全市场监督和执法体系,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第四,推动区域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通过加强跨区域的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成

本,缩短市场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市场融合。
(三)优化区域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

1. 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

第一,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框

架,实现对国土空间的全面管控。 科学规划,引导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 第二,细化主体功能区

划分。 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承载力和发展潜力,科学划分主体功能区,明确开发、保护与限制开发

的区域。 在重点开发区,强化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的支持;在生态脆弱区,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优先保护生

态环境;在能源资源区,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加强规划的实施与监管。 建

立健全规划实施的监督与评价机制,确保规划严肃性与权威性。 通过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加强对国土

空间开发利用的监控管理,及时调整和完善规划方案,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
2. 统筹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在推动区域发展过程中,坚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并重。 对生态功能重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区,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贯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第二,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力度,重点推进

生态脆弱地区的综合治理。 通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

性,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第三,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加快发展绿色经济与低碳产业,优化能源结构

和节能减排。 在各区域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良性循环。 第四,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市场化交易等方式,构建多元化的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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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机制。 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区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与资金补偿,保障生态保护的经济可行性和可持

续性。
(四)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1. 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第一,构建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格局。 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为核心,形
成优势互补、功能联动、产业协同的城市群范式。 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中小城市的内涵

式发展,实现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有序联动。 第二,推动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 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优
化产业与公共服务的布局。 在中心城市集聚高端产业与创新要素的同时,鼓励中小城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与相关配套服务,构建分工明确、协同发展的城市体系。 第三,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交通、能源、水利等系统的互联互通水平。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城市群对人口、产业和

资源的承载能力,提高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2. 加强城市间合作,优化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

第一,建立城市间常态化合作机制。 推进在规划、交通、环境、产业等领域的协同合作,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 搭建城市群协调发展平台,促进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优化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 推动城市群内各城市在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化配置。
通过完善区域性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在城市群内部实现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强化区域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 通过

实施一体化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群融合发展。
(五)深化区域合作与互助机制

1. 推动区域合作互动,增强区域联动效应

第一,构建区域合作平台。 搭建跨地区的合作交流平台,促进经济合作、产业协同和技术创新。 强化政

策沟通、资源共享及产业对接,提升区域间的互动协同。 第二,深化重点区域合作。 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及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的合作,实现区域内资源整合。 第三,促进流域经济带合作。 强

化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流域的上下游合作,建立长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流域经济带的合作旨

在推动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共同保护,增强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
2.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区域间互利共赢

第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通过资金补

偿、产业合作及人才交流等方式,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第二,建立资源利益共享机制。 针对煤炭、石
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重要资源,制定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 加强区域间资源开发合作,平衡资源输出地

与输入地利益,推动资源型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推动区域间政策协调。 加强区域政策的

协调对接,促进政策措施的协同联动。 完善区域间转移支付制度、产业合作机制和公共服务共享机制,瞄准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要求,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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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mechanism
 

were
 

explored,
 

aiming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ion.
  

First,
  

it
 

review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zing
 

its
 

policy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at
 

different
 

stages.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at
 

building
 

a
 

complementary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nd
 

improving
 

marke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chanisms
 

are
 

key
 

guarantees
 

for
 

achiev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the
 

strategy,
  

pointing
 

out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regions,
  

optimizing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national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athways,
  

it
 

proposes
 

strengthening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and
 

policy
 

guidance,
  

constructing
 

a
 

unified
 

and
 

open
 

market
 

environment,
  

optimizing
 

regional
 

spatial
 

layout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chanisms,
  

and
 

innova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upport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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