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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支撑带”与区域发展战略再升级（五篇）

【笔 谈】

编者按：李克强总理在2015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三

个支撑带”。并进一步指出：“要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在

传统“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将“三个支撑带”提升为区域战略组合的一部分，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进一

步细化和延伸，从原来粗放的以地域为主划分，向更注重地域之间联系、更注重区域均衡、多点支撑的发展

理念转变。其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陆海口岸支点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等推动中国区域之间的互动发展，

是“三个支撑带”战略的重要理念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这一重大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进入

了着力推进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设计和实施的新阶段，区域协调协同发展将为中国经济打造新的增长极和增

长带，最终实现经济的提质升级。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基于

此，本刊特邀学界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共同把脉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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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战略升级推进空间结构转型

程 必 定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统

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拓

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标志着我国区域战略进入再

升级的新阶段，将会全面推进我国区域的协调发

展。我国区域战略再升级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推进

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

区域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关

系，反映区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中心—腹地

经济社会活动的疏密关系、集聚程度的变化。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区域空间结构会由较低层

次向较高层次转型，每经过一次转型，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都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已成为普遍

规律。纵观中外区域发展史及长期趋势，区域空间

结构会发生三次转型。

区域空间结构第一次转型，是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型，这是一个

漫长的演变过程，区域经济社会活动具有由农村向

城市聚集的特征。人类在农业社会时代就有了城

市，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农村为主

导，而不是以城市为主导。到了工业社会以后，由

于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城市逐渐成为区域中

心的趋势显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以由农村为

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空间结构转型。根据世界

第一次空间转型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型发生的

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 20%，农业或第一产业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30%，人均GDP相当于

目前低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转型完成的标志是：

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例低于10%，人均GDP达到相当于目前

中等收入偏下国家的水平。

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二次转型，是城市化发展由

以单个城市为主导向以城市群为主导的转型，区域

经济社会活动具有既向城市群聚集又在城市群范

围辐射的特征。在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一次转型中，

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上

24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15.0084



升，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初始时期，城市

化发展是以单个城市为主导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关

联不大，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随着交通通信的发

展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城市之间在发展中逐步有了

关联，相邻城市产生了集群趋势，形成了城市群。

由于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比单个城市

更大，主导着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这样城市化发展便

由以单个城市为主导转变为以城市群为主导，区域

空间结构发生第二次转型。根据世界第二次转型先

行国家的历史经验，第二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

城市化率超过50%，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例在10%以下，与第一次转型完成时期衔接，

人均GDP相当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三次转型，是城市群的发展

向同城化的转型，区域经济社会活动具有科学、合

理、便捷、高效的综合特征。在区域空间结构的第

二次转型中，城市群己成为地区城市化的主体形

态。城市群的发展表现为相邻城市的资源共享程

度和功能关联程度的不断提升，相邻城市也就会由

空间上的“群散”状况，逐步形成功能上的“群合”趋

向，从而使居民在城市间的社会生活如同处在一个

城市那样的便捷，形成同城化新格局。相邻城市的

同城化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广度和深度上

推进城市群地区空间结构的新转型。这样城市群

发展向同城化的转型，就是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三次

转型。无论是成熟的城市群，还是成长的、潜在的

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走向第三次转型。根据

发达国家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第三次转型发生

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 60%，农业或第一产

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5%以下，通勤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5%，城市之间的货运量占货运

总量的比例超过20%，人均GDP达世界高收入国家

的水平。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区域

空间结构转型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距。基本特征

是：我国虽然在总体上完成了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一

次转型，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但就东、中、西和东

北“四大板块”而言，转型不仅处于不同的阶段，转

型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同。根据区域空间结构三次

转型的主要识别标准，到2012年东部地区人口城市

化率高达 62.0%，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例为 6.2%，人均GDP为 57722元，相当于 9300

美元，总体上进入了第三次转型阶段的前期;中部地

区人口城市化率为46.1％，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1%，人均GDP为32427元，相

当于 5200 美元，总体上尚在第一次转型阶段的后

期;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率为44.7％，农业或第一产

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2.6%，人均 GDP 为

31357 元，相当于 5000 美元，总体上尚在第一次转

型阶段的中期;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率59.6%，已超

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例为 11.3%，人均 GDP 为 46014 元，相当于

7400美元，总体上已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的中期。

“四大板块”的区域空间结构处于不同的阶段，反映

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也导致了区域差

距存在的长期性。

在新的发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构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

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地域上构成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三个支撑带”，并且与“四大板块”战略

组合、统筹实施，我国的区域战略再一次升级，将会

进一步推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四大板块”

的区域战略是一次升级，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如

果说有不足的话，那就是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行

政分割现象，“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基本上是分块、

分省实施的，或者说各省区基本上是“独建独享”

的，这虽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区域差异大的国

情特征，却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扩大和

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性的严重问题。“三个支撑带”

区域战略是对“四大板块”区域战略的升级，特别强

调要共建共享，这就消除了“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在

实施中存在的“独建独享”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是我国区域战略的再升级。由于是共建共享，并

且是与“四大板块”战略组合、统筹实施，就会打破

过去那种对区域战略分块、分省实施的问题，更好

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优化资

源配置，在不同程度上消解各省区“独建独享”的倾

向，从而会加快“四大板块”空间结构的转型，尤其

是中西部地区空间结构的转型。

比如，“一路一带”及长江经济带的共建共享，

东、中、西三大地带都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

加快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就西部地区而言，在

“四大板块”的战略布局中，西部地区远离对外开放

的前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水平低，空间结

“三个支撑带”与区域发展战略再升级（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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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转型缓慢，由于参与“一路一带”及长江经济带的

共建，西部地区可以直接面对中亚、西亚、欧洲、非

洲市场，与东部沿海地区一样，也处于对外开放的

前沿，就能共享对外开放的成果，必将推进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加快区

域空间结构由第一次转型阶段的中期向后期推进，

并会很快进入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二次转型阶段，经

济社会发展就会从一个大台阶迈上另一个新的大

台阶。就中部地区而言，在“四大板块”的战略布局

中，中部地区的优势不够明显，由于参与“一路一

带”及长江经济带的共建，中部地区向西、向东都可

以直通世界市场，就能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

高地，“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作用会进一步发挥，

从而拉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

化的新发展，推进区域空间结构由第一次转型阶段

的后期向第二次转型阶段的初期转变，加快经济社

会的健康发展。就东部地区而言，在“四大板块”的

战略布局中，东部地区的优势虽然很突出，但对中

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却不强，由于参与“一路一带”

及长江经济带的共建，东部地区将会从多领域、多

渠道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反过来又会推进区域

空间结构由第三次转型的初期阶段向中后期转变，

区域空间结构会进入高级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更

好的地域支撑。

实际上，区域空间结构的每一次转型，都是区

域战略的一次升级，而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

个支撑带”的战略组合，会从更深层次、更多方面推

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新转型，开拓我国区域发展

的新前景。

作者简介：程必定，男，中国区域经济学资深顾

问，安徽省政府参事，研究员（合肥 230000）。

（责任编辑：口 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

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把全国划分为东

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先后推出了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

四大战略。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区域发展差距扩

大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向着协调发展方向转变。

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常

态下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审时度势，又

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等“三个支撑带”战略。“三

个支撑带”战略并不是对前四大战略的否定和代

替，而是有机的延伸和拓展，其目标和结果都是为

了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体升级

换代。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将助推国内四大板块

之间的协调发展。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指

以两条欧亚大陆桥为轴线的两侧经济空间，是一个

具有很大弹性的经济地理空间。国内部分主要包

括但不限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第一欧亚

大陆桥的辐射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

林、辽宁和内蒙古等部分华北地区，而第二欧亚大

陆桥的辐射范围主要包括长江以北的其他地区，核

心区域自东向西包括江苏、山东、安徽、河南、陕西、

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北京、天津、

河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市虽然不直接在

铁路沿线，但是也在其辐射范围之内。例如，近年

来，地处江南地区的苏州市就已经开通了经满洲里

口岸和第一欧亚大陆桥的货运列车，重庆市也已经

开通了经第二欧亚大陆桥的货运列车。而国外部

分则包括中亚地区的国家、俄罗斯、欧洲国家甚至

延及北非地区的部分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指向

自东南向西北，横贯国内四大板块，从而为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动力。

第一，有助于缩小四大板块之间的对外开放差

距，优化整体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我国的区域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

外开放差距造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对外开

放对象主要是通过海路，面向欧美、日、韩、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应地，国内处于

“三个支撑带”助推“四大板块”协调发展
夏 永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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