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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增创现代化建设新动能

刘西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

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需要充分

释放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红利”，增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优势。

促进区域协调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关键举措

中国式现代化，是彰显协调发展理念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

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协调指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是鼓励区域之间的竞争，追求发展速度和时间红利的话，

那么进入现代化新征程，空间就是价值，更多的是鼓励区域之间的合作协同，追求发展质量和空间红利，通过空间重组和机制

创新释放新时代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不能

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坚持协调发展，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并联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

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

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区域协调融合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

深入实施国家和省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充分激发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提高开放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合作新领域新空间，打造具

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持续实施国际综合交通体系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深化、“丝路贸易”促进、重点合作园区提升、

人文交流品牌塑造等“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五大计划”，强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互补合

作，促进共同发展。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海陆空立体化国际运输大通道。拓展多元合作领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创

新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实施“重点国别计划”。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南京江北新区、苏州

工业园区，推动全省各类开发区等开放载体转型升级、创新提升。

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提高绿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健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工作新机制，统筹水环境、水生

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有机联系，推进与长江上中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深化推进长江岸

线综合整治，持续开展长江两岸造林绿化、河湖湿地保护修复等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沿江、沿河水资源保护带和生态隔离带。

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高创新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积极参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立健全区域统一市场，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衔接共享，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控和应急协调机制。更加

积极主动服务和支持上海发挥龙头作用，推动上海科技、金融等资源优势与江苏实体经济嫁接融合，在近沪地区布局上海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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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拓展区。促进省际毗邻地区深度融合，合力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加快宁

杭生态经济带建设。

深入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提高协调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更高水平推进以扬子江城市群、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

济区、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为总体布局的“1+3”重点功能区建设，支持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支持南京都市圈建设，加

快宁镇扬、锡常泰、苏通等跨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建设，推动形成功能互补、开放融合、协同联动的省域发展格局。发挥江海河湖经济地理独特优势，加强空间协同，突出功

能互补，构筑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治理机制和效率机制。

深化南北结对帮扶合作机制，提高共享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深化南北结对帮扶合作，既有延续性更有创新性，重点在推动

产业链高水平双向融合促进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卫生、文旅康养、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坚持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相结合，将深化南北结对帮扶与全面推进市场化合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苏南突出引领性发展，苏北着力赶超跨越，

着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走在全国前列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要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

现代化的协调指向。各个区域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积极主动自觉地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在推动自身发展中实现与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以与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坚持尊重客观规律，更好服务全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

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

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现代化建设不仅取决于中心城区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

更体现在各个区块的协调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城市的兴旺发达，更体现在乡村的全面振兴；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繁荣度，

更体现在历史文化的厚重度和生态环境的优美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

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城市。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更加有效的战略推进体系。坚持发展规划、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文化认同等各个层面共同

推动，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区域协调战略落地的强大合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为重点，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持续破除地区间的

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促进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效能。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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