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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一带一路”等新一轮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标志,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向。新国家战略的实施将

重塑我国社会经济活动及生产力组合方式,区域发展格局和地区间的博弈状况将出现较大变化。江苏作为“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交汇区域,亟需全面对接国家战略,以获取新一轮区域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文深入分

析当前国家战略的三大导向,剖析江苏省在区域发展上所面临的三大问题,从空间开发理念完善、争取新的国家战略

支持、打造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协作区域与综合开发廊道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突破当前区

域发展困境的具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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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到来,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与

三期并存的典型特征。在此背景下,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向。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确定

为国家核心战略
[1,2,3]

,同时,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等跨区域发展战略获得批复。新一轮国家战略的实施,显示国家通过科学的空

间政策来调控和引导生产力空间布局。与此同时,区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基本形成,

这将重塑我国社会经济活动及生产力组合方式,区域发展格局和地区间的博弈状况将出现较大变化。 

江苏省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交汇区域,亟需全面对接国家新战略,以获取新一轮区域发展机遇。对国家战

略导向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自身发展状况的清晰判断是制定新一轮区域发展政策的前提。在“一带一路”战略导向下,当前江苏的

区域发展还面临哪些突出问题?江苏如何完善当前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实现其在全国地位的提升与自身发展效益的最大化?以上是

江苏在区域发展层面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国家战略的三大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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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同导向:区域功能协调与协同发展成为新趋势 

1984 年公布的“七五计划”,第一次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十一五”与“十二五”期间,国家进一步采取了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划分(图 1a)。三大地带与四大板块的划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与

对外开放水平的空间差异,各板块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依托经济板块的划分,国家相继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西

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实现了国家战略在地域上的全覆盖。然而,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这种空间战略表现

出显著的局限性[4],即切割了流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合,致使东西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造成了大区域

环境治理难度加大与生态补偿的缺位。 

当前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为代表的新一轮国家战略凸显了功能协

调与区域协同(图 1b)。“一带一路”战略主要致力于提高对外合作与开放的水平,构建国际合作与国际治理新模式。在地方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上,其区域协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交通网络的运输协作功能,将新丝路的门户区即新

疆、内蒙、黑龙江对外口岸与广大后方腹地相连接,推进地方对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二是充分发挥沿海重要港口的协作功能,依

托节点城市建立发达的海铁联运网络,推进后方腹地对接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则顺应自然地理规

律,注重流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其战略的空间范围与流域范围基本吻合,更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经济、文化、生态等各类要素的关

联与融合,便于流域整体功能的发挥。可见,当前国家战略已经迈向了区域功能协调与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图 1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战略演变 

2.双向开放导向:陆海统筹发展新局面成型 

由沿海逐步向内陆铺开的对外开放政策与沿海地区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使国家区域经济格局整体上呈现较明显的核

心―边缘结构。其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核心区,而与核心区距离的远近往往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东部发达地区

成为众多中西部地区空间对接的目标,形成“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典型现象。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扭转了以东向开放为主导的单一局面,双向开放成为未来国家对外开放的主旋律与“全面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发力点。渝新欧、郑新欧、蓉新欧、汉新欧、长沙至俄罗斯、新疆至中亚、兰州至中亚、南昌至中亚、

合肥至中亚等班列开通之后,向西的国际物流大动脉被打通,中西部地区在地理距离上比东部地区更接近欧洲市场,西北、西南、

东北的门户地区成为对中亚、欧洲贸易的前沿阵地,中部腹地成为内陆门户区与沿海门户区之间的双向物流中转地带,同时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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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区位优势度获得了明显提升。此外,新疆至宁波、西安至青岛、贵州至湛江等海铁联运班列的开通进一步优化了沿海港口

的腹地结构与运作效率。国家原来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陆海统筹发展新局面初步成型。 

3.生态导向: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间,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滞后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环境已经成

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逐步引起国家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治国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中。2011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明确识别了禁止开发区的空间

范围,着力构建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十八大报告则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5 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出台,标志着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确立,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全面高效实施的新阶段。在今后的区域发展上,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导向已经十分清晰。 

三、江苏省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 

1.江苏省在当前国家战略中的影响力亟需加强 

当前的国家战略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已经显现。首先,在“一带一路”建设层面,新疆与福建分别被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成为双向开放重点建设区域,二省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依托中欧班列的开

通与自身发达的制造业能力,处于国家腹心地带的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在对欧洲贸易的区位上获得明显提升,

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宁波、青岛等拥有优良港口的沿海城市通过开通至西安、甘肃、新疆、江西等地

的海铁联运班列,进行了新一轮的腹地扩张与港口集疏运功能强化。其次,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国家已明确重点建设上海、武汉、

重庆三大航运中心,支持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核心城市群的发展。国家战略的定位凸显了上海、武汉、重庆的长江流域

中心城市地位,提升了其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城市影响力。江苏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交汇区域,同样需要抢

抓国家战略的新机遇,提升自身的地位与影响力,规避其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被弱化的风险。 

2.沿海地区开发的腹地支撑空间亟需拓展 

江苏沿海开发已于 200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5],江苏省对接“一带一路”须与沿海开发一起统筹谋划与整体布局。从省内层面

看,江苏沿海开发的意义在于实现沿海的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快速崛起,以助推全省统筹发展。从国家层面上看,则有助于弥

补国家沿海地带空间开发的完整性。然而,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江苏的沿海开发仍面临三大问题:(1)连云港虽拥有新亚欧大陆

桥桥头堡与“一带一路”交汇点的突出地理区位,但城市综合实力不强,并且孤立于省域交界地带,加之日照港的外部竞争,连云

港的腹地范围与港口地位仍需扩大与提升。(2)通州湾的发展定位为“苏东门户”与长三角北翼的核心港口,目标之一是助力南

通在长三角北翼强力崛起,并和宁波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体两翼”城市对称格局。当前通州湾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已逐

步实现,然而腹地是港口的生命线和发展的潜力源,通州湾港口群的腹地支撑地带在哪里?(3)大丰港、滨海港等港口当前的腹地

范围主要局限在苏北地区,对所属中心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仍有待提升。以上问题均指向沿海港口腹地的拓展与沿海城市地位的

提升,沿海地区如何成为“一带一路”导向下大区域商贸的汇流中心地带,已经成为影响沿海开发成效的重要因素。 

3.苏北发展需要纳入新的国家战略之中 

长期以来,江苏省的南北差距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近年来,苏北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获得了较大提升,然而,从社会、经济、

文化建设诸多方面来看,苏北、苏中、苏南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虽然江苏全省被纳入长三角区域发展国家战略之中,

但苏北无论在地理区位还是社会经济方面均处于边缘化地位。近年来,苏北地区实施了淮海经济区打造、徐州都市圈建设、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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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淮安中心城市建设等多个省级以上的开发战略。多重战略的实施一方面给苏北带来政策叠加效应,但同时由于具体战略的

分散,可能导致苏北在对接“一带一路”上的整体思路不够聚焦。因此,应进一步认识苏北的地理区位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在考

虑与其他省份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呼应当前国家战略导向,将苏北作为重要板块纳入新的国家战略之中,以实现苏北在发展水平

与大区域地位上的双重崛起。 

四、江苏省区域发展的对策分析 

江苏毗邻上海、沿江与沿海,同时为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地带,该优势也是对接国家战略的出发点。从空间发展视角看,江

苏省应进一步完善原有空间开发理念,重视以流域为载体的跨区域横向开发路径。将苏北地区的各具体战略统一到淮河流域协作

开发的框架中来,进一步重视沿海港口门户功能提升与腹地拓展,以沿海港城一体化地区与重要节点城市建设为支撑打造功能协

调、区域联动的空间开发廊道,重点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从全省来看,对不同类型的协作区域进行重点对接,提升江

苏在大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1.江苏省区域开发理念的进一步完善 

近代以来,上海的崛起对江苏的区域发展影响巨大。上海对江苏的空间作用强度主要受交通干线以及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影

响,因而江苏的空间开发呈现出显著的南北纵向开发特征,即以上海为起点,向北呈放射状拓展。其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京沪铁

路,二是大运河一线,三是沿 204国道、沈海高速公路一线(沿海一线)。整体上,江苏所形成的自南向北的空间开发模式与苏南、

苏中、苏北经济格局梯度差异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当前江苏的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实质是以上海为核心,呈南北方向梯度扩散的

核心―边缘结构。其中上海与苏南处于核心层,苏中处于过渡层、苏北则处于边缘区。核心―边缘结构理念下的梯度开发策略,

使江苏整体上获得巨大的空间效益,社会经济发展领先于全国。然而,苏北边缘区的特征不利于其实现区域地位与影响力的完全

提升,在全面进入区域统筹发展阶段并压缩南北差距时,苏北问题的艰巨性就深刻地体现出来。 

而以流域开发视角来看,江苏的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就呈现另外一种局面。江苏位于淮河水系与长江的下游及入海口,这种典

型的自然地理特征使江苏需同时重视沿流域东西方向的横向开发思路。流域视角下的空间开发,其重要优势之一是苏北在发展地

位上可以一定程度摆脱边缘区的阴影,从而确立以苏北城市自身为中心的区域开发体系,有利于苏北摆脱边缘困境。在沿长江区

域,由入海口的上海以及长江段西部门户南京两大中心城市作为极点,以长江为天然轴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

南通沿江南北两侧呈走廊分布,形成了“两级一线双廊道”的典型空间结构。而淮河流域区域内,可以形成以淮河入海水道、苏

北灌溉总渠为载体的淮安―滨海开发轴带,以沭新河、盐河、灌河航道为载体的淮安―连云港开发轴带,以宝射河―黄沙港、宝

射河―新洋港航道为载体的宝应―盐城开发轴带。同时,沿各轴带方向完善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等综合交通体系,实现与省外

地区良好对接,则可形成以淮安、盐城、连云港、徐州为中心城市,以水陆复合交通体系为支撑的流域开发空间结构。综上分析,

江苏应将自南而北的轴带开发理念与自东而西的流域开发理念统筹考虑,将流域开发理念下的空间发展结构作为当前核心―边

缘空间结构的完善与补充,在此基础上寻找与当前国家战略的契合点,提升区域发展的影响力。 

2.推进淮河流域全面协作,争取国家战略支持 

(1)淮河流域生态环境重要性分析。淮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湖北等省份,是

我国重要的南北方自然地理过渡地带,其在国家生态格局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历史上黄河数次夺淮入海,造成

淮河水系紊乱,加上流域内降水季节集中与降水量空间上的分布不均,旱涝灾害不断发生,形成“十年九旱一涝”的严峻局面,严

重影响流域内群众的生存安全与生活水平提升。第二,近代以来,淮河流域人口迅速增加,成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淮河流域

2010 年人口数量将近一亿八千万人,占全国 13.12%,人口密度则为全国的 4.17 倍[6]。人口的快速膨胀使人地矛盾趋向尖锐,自然

环境遭受较大破坏,生态系统逐步失衡,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第三,建国以来,国家对淮河流域进行了大力治理,尤其是在遏制洪涝

灾害方面效果明显,但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水质污染问题又逐步凸显,成为流域治理的棘手问题。在当前全面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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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淮河流域生态坏境亟需进一步治理,并且跨省域协作变得尤为重要。 

(2)淮河流域县域经济与城镇发育的特殊性。从县域经济格局上看,淮河流域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周边的长三角地区、山东半

岛地区以及豫西北地区,且流域内的高值区也分布在靠近以上地区的边界地带。淮河流域相关省份的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特征极为

显著,热点区与次热点区高度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地区与豫西北地区,淮河流域县域形成了连片的冷点区与次冷点区。

由此可见,淮河流域的经济洼地特征极为明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攻克的重点区域。与其他大河流域相比,淮河流域当前

没有形成独立的城镇体系,也没有出现公认的流域中心城市[7]。淮河流域周边分布着中原、山东半岛、长三角三个城市群,且从属

于城市群的少数淮河流域城市均分布在支流的上游地带或流域末端,流域腹心地带反而下降为城市发育低谷区。淮河流域城镇分

散的格局不利于整体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且受行政区划分割等因素的影响,流域内不同板块城镇间空间联系较为松散。县域经济

与城镇发育的特殊性亟需各省份统筹协作,加大对淮河流域城镇体系的培育和引导力度。 

(3)以生态治理为先导建设淮河流域经济区。淮河流域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以及其整体滞后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综合

开发的紧迫性,实现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流域崛起对国家统筹区域发展意义重大。江苏地处淮河流域下游地区,拥有宝贵

的入海港口条件,同时江苏是淮河流域最为发达的省份,具有良好的经济与科技支撑条件。因此,淮河流域经济区的建设,将是江

苏顺应国家战略导向充分释放大区域影响力,实现核心腹地扩张的重大机遇。江苏应充分与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份协作统筹,

并在淮河流域综合开发中发挥引领作用,争取将建设淮河流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应该明确两点,一是必须充分认识恢

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生态文明建设应是淮河流域协作开发的先导。二是充分发挥长期以来江苏在淮海经济区建设方面

的经验优势,并将淮海经济区的建设、沿海开发等苏北振兴战略纳入到淮河流域协作框架中,确立江苏在淮河流域经济区建设中

的龙头作用。 

3.打造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协作区域与综合开发廊道 

(1)国家空间开发轴带现状。在当前国家战略下,国家空间开发开放网络已基本成型。纵轴开发轴带主要有沿海开发轴带、

京港开发轴带、二连浩特―北京―上海开发轴带、哈尔滨―北京开发轴带、西安―成渝―昆明开发轴带。横向开发轴带主要有

新欧亚大陆桥(陇海开发轴带)、长江经济带主轴(沪汉蓉与沪昆开发轴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主轴(广州―南宁―昆明开发轴带),

以及面向蒙俄与东北亚的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开发轴带。此外,在西北―东南方向上,出现两条重要开发带,一是原有的新

疆―西安―上海新亚欧大陆桥开发轴带,二是新形成的新疆―西安―武汉―南昌―福州―台北“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空间链接

带,二者成为沟通西北门户与东南沿海地带的最重要走廊地带。通过以上空间开发轴带,对外开放与对内开发双重功能的国家骨

干廊道网络已基本确立。与以往相比,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边疆门户区等成为国家战

略的重要枢纽区与支点区域,提升了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2)江苏省对接国家战略的重点协作区域。可分为以下四个类型区:第一,构建以苏南为主体的高端集聚区域。苏南作为长三

角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应着力参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同时,应提高各城市在城市群中的节点功能,注重创新性

与国际性,打造引领全国发展的高端产业,实现生产力要素的高端集聚。第二,构建以淮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为主体的核心腹地区

域。核心腹地区域的范围主要包括江苏、安徽、河南三省,总人口 2.4亿人,经济总量 1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17.5%与 19%左右。

江苏位于淮河流域下游,具备整合流域资源并向上中游地区释放影响力的天然优势,同时,淮河流域人口稠密,城镇众多,区域发

展潜力巨大,加之当前生态问题突出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滞后,具有空间开发的迫切性,而在沿海开发战略的支持与苏南发达地

区的引领下,江苏已具备和相关省份联合打造淮河流域综合开发廊道的条件。而河南与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低于江苏省,形

成了显著的梯度互补条件,同时,连云港与通州湾等港口为河南、安徽二省的重要出海门户,皖江地区更是苏南的传统腹地,因此

江苏已具备将河南、安徽纳入核心腹地的基本条件。第三,构建以关中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为主体的支点协作区域。

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城市,也是以江苏省为起点的淮河流域多条开发廊道的交汇点,因此依托发达的交通体系,实

现和关中地区的紧密合作,将其作为江苏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在国家腹心区的重要支撑区域,并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江苏应借助与长江中上游地区地缘相亲,并拥有长江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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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与快速铁路相连接的优势,加大与二者的经济合作。第四,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以新疆为核心的西北门户区、以云南为核

心的西南门户区,以及以黑龙江、内蒙为主体的东北门户区对于江苏双向开放战略的实施都有重要作用。可依托通州湾、连云港、

大丰港等港口门户,增强自身吸纳货源的能力,通过海铁联运加强与以上边疆门户的对接,以提高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份额

与影响力。 

(3)以江苏沿海为龙头的淮河流域经济区综合开发廊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开发廊道构建的基础。淮河流域的交通网

络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向发达、东西向较弱的特征,以沪宁沿线、京广沿线、运河沿线等纵向廊道的开发已经比较成熟。因此,需

重点完善江苏、安徽、河南之间的东西向高速公路、铁路网络、通航河段,打通流域内的快速路网盲区,以江苏沿海为龙头重点

打造五大横向综合开发廊道(见表 1)。具体包括:(1)新欧亚大陆桥:由连云港―徐州的北支与盐城―淮安―宿迁―徐州的南支开

发廊道在徐州交汇,然后接入陇海大通道,对接西北门户区。该廊道可强化东陇海走廊地区发展,同时南支可成为西北地区通过江

苏沿海进入上海的新通道。(2)宁西廊道:南通―泰州―扬州―南京―合肥―六安―信阳―南阳―西安开发轴带。宁西大通道拥

有宁西铁路、沪陕高速公路、312 国道等多种类型交通线,是连接东中西部的骨干交通廊道。尤其是宁西铁路与宁启铁路二线即

将开通,南通至西安的客货大通道将要形成,这有利于通州湾港口腹地的拓展。同时,该廊道沿线拥有较多的县级以上节点城市,

沿线地区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较大,有利于通州湾与苏南地区对其进行经济辐射和市场挖掘。(3)宁洛廊道:南通―泰州―扬

州―南京―淮南―阜阳―周口―漯河―平顶山―洛阳。该廊道使淮河流域的腹心地带接入苏南以及通州湾地区,沿线地区人口达

6000万,经济规模达 3万亿元,具有较强的区域经济后发潜力。(4)淮河干流廊道:信阳―固始―淮南―蚌埠―淮安―连云港/盐城

开发轴带。一方面,该廊道沿淮河干流分布,保持了干流区域的完整性,有利于开发淮河干流的航运功能与生态治理的协调推进。

另一方面,通过修建盐城―金湖―明光高速公路、淮安―蚌埠铁路及高速公路,彻底打通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东西向大通道,使淮

南、蚌埠、淮安等航运条件较好的干流城市实现联动发展。(5)盐洛廊道:盐城―淮安―宿州―亳州―许昌―洛阳。该廊道主要

依托高速公路实现盐城、淮安与淮河流域上游区域的联通,扩展了盐城、淮安的对外影响力。 

表 1淮河流域经济区横向综合开发廊道社会经济概况(2014年数据) 

廊道 
沿线地级节 沿线县级节 沿线地区人口 沿线地区经济 

廊道港口门户 
廊道交 

点城市数量 点城市数量 规模（万人） 规模（万亿元） 汇城市 

新欧亚大陆桥 12 24 7486 3.6602 连云港、大丰港 西安 

宁西廊道 10 24 6670 3.8214 通州湾 西安 

宁洛廊道 11 18 6007 3.0996 通州湾 洛阳 

淮河干流廊道 6 14 2945 1.1855 连云港、大丰港 信阳 

盐洛廊道 6 12 3656 1.3602 大丰港 洛阳 

 

五、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导向识别—问题剖析—对策构建”的分析框架对当前国家战略背景下江苏省空间发展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

研究,结论如下: 

1.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国家战略凸显了区域协同发展、陆海统筹双向开放、生态文明建设

的三大导向。当前江苏省面临外部竞争加剧的压力以及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被弱化的风险,同时,沿海港口的腹地空间亟需

拓展,沿海城市区域影响力仍有待提升。就苏北来看,区域统筹发展任务仍然艰巨,并且苏北多种发展战略的分散格局,可能导致

对接国家战略的整体思路不够聚焦,因而亟需纳入新的战略框架,以实现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对接。 

2.江苏当前的空间开发格局表现出显著的南北向开发特征,其实质是以上海为中心沿重要交通干线自南而北的开发模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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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了以上海和苏南为核心,以苏北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结构。该空间开发思路的局限在于苏北长期处于边缘区的地位,

不利于苏北地位的完全崛起与影响力提升。江苏地处淮河水系和长江下游入海口的特殊地理优势,决定了流域横向开发视角可为

江苏的空间开发模式提供合理补充。同时,有利于苏北发展摆脱边缘区的阴影,并使沿海地区的港城一体化区域在陆海统筹的大

趋势下获取更多的腹地空间和发展机遇。 

3.淮河流域以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江苏作为淮河水系的下游发达省份有整合流域资源与引

领流域协作发展的双重优势。淮河流域经济区的建设,将是江苏顺应国家战略导向充分释放大区域影响力,实现核心腹地扩张的

重大机遇。江苏可联合相关省份争取将淮海经济区(淮河流域)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将淮海经济区的建设、沿海开发等苏北振兴

战略纳入到淮河流域协作框架中,并确立江苏省在淮河流域经济区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4.江苏省应将各具体战略统一到对接“一带一路”的框架中来,以参与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协作开发作为载体,以苏南发达

地区以及沿海港城一体化地区建设为发力点,以重要节点城市建设为支撑,打造功能协调、区域联动的对外空间开发廊道。同时,

着重加大对核心腹地区域的辐射与引领,有针对性地加大与高端集聚区域、支点协作区域、门户对接区域的合作,重点对接“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提升全省发展质量与实现内部区域统筹发展的同时,提升其在大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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