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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双重作用下，国内各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

转移日益加快，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和互动效应逐步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步伐加快。

“十三五”期间，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改革开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

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以及珠江—西江经济带将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与合作的战略重点。

“十三五”我国区域发展的
三大战略重点 

京津冀区域土地面积 21.6 万平方

公里，占全国 2.45%；常住人口一亿多

人，地区生产总值 5 万多亿，是我国

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我国重化工业、

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我

国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门

户，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交通网络，在

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设区域经济共同体，
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京津冀区域从发展条件看，已经

具备了很好的产业合作基础，为了提

升京津冀在世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京津冀各市应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为

总体目标，树立起共同发展、相互促

进的理念，把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

争力视为自身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

在壮大自身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

区域总体竞争力的提高。

京津冀各地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

整的任务。京津承担着率领京津冀参

与全球化竞争，提升产业分工层次与

竞争能力的任务，在追赶世界先进国

家水平、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

城市集聚和辐射能力、提高制造业总

体水平、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

品等方面需要迈出更大的步子。

河北各市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三次

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科技创新和京津

的人才为依托，通过重点优势产业尤

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加快工业化和城

镇化步伐，大幅度缩小与京津的经济

差距，逐步实现与京津产业链条的对

接，不断寻求产业发展与合作的机遇。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提升产业分工层次

京津冀各地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

和比较优势，实现合理分工是构建区

域经济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取得未

来发挥持久优势的根本所在。要从区

域整体发展的要求，确定每个城市的

产业发展方向和具有城市特色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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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品，确定重点产业在不同城市的

主攻方向。目前京津冀产业合作主要

以垂直型分工为主，即以一个或多个

工业产品为核心建立相应的与之互补、

依附性强的产业合作，这是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合作的主要方式。未来

应着力推动这种垂直分工向垂直分工

和水平分工并存过渡，并进而向以水

平分工为主转变。

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推进产业集群发展

为提升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必须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向

适宜地区集中，要在现有产业布局基

础上，积极引导形成若干具有鲜明发

展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探索

多种集群发展模式。应根据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和国家划分主体功能区的

要求，按照集中布局、集群发展的原则，

确定这一区域的重点发展轴线，确定

产业发展区域和生态环境保护区域，

构筑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建设的整体

框架。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整个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京津冀区域具有围绕生产服务的

研发和销售服务的巨大优势，在区域

合作中应打造研发创新—加工制造—

配套服务完整化价值链条。京津要加

快向河北省辐射、扩散资金、技术和

人才要素，壮大河北制造业生产的能

力和水平，使河北成为承接京津科技

成果转化的基地。通过京津的科技研

发与创新，推动整个区域电子信息、

汽车及装备制造、医药等产业科技水

平的提高，壮大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将区域制造业高端产品推向全国

和世界市场，提高京津冀参与世界产

业竞争的能力。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人口、

城市密集的重要发展轴线，在全国“两

横三纵”空间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长江经济带包括九省二市，从上至下

分别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

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

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

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长江经济带

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

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促进空间布局合理化，
保护中上游区域的生态环境

长江上游地区是长江经济带重要

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居

住人口众多，保护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密集区

和产业承载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土地、能源、岸线等资源日益紧缺，

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必须坚持生

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举、经济建设与

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把减少上游地

区农村人口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

尽可能吸引他们就近到城市和城镇就

业或转移到中下游地区。要根据资源

和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上游地区城

市规模，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加快发展，

提高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

发挥城市群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围绕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

重庆、成都等超大城市，初步形成了

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

渝城市群。这几大城市群已成为农业

转移人口集中流入的地区，其经济技

术发展水平也比沿江其他地区明显高

出一个层次，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

济发展的核心区。要继续发挥城市群

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

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

市群的整体竞争力。要加强城市群的

科学规划，建立城市群的区域合作机

制，鼓励和支持城市群内的各大都市

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辐射带动能力，

中小城市提升产业功能和吸纳能力、

小城镇增强公共服务功能，增强城市

群区域的产业集聚能力和人口承载能

力。

加强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长江经济带建设将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要求加快构建综合运输大通道，打造

高效快捷的交通走廊，加快完善城际

交通网络，提高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

推进长江经济带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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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珠江—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规划》划

定的范围包括广东省的广州、佛山、

肇庆、云浮 4 市和广西的南宁、柳州、

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 7 市，

区域面积 16.5 万平方公里，2013 年

末常住人口 5228 万人。打造珠江—西

江经济带是依托珠江 - 西江黄金水道

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谋划中国

经济新棋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加

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加强区域合作、

推进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
珠江—西江上接云贵，纵贯两广，

是连接西南和华南的黄金水道。珠江

—西江流域自然禀赋优良、航运条件

优越、产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

是珠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战略腹地、

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

地处珠江—西江下游的珠三角地

区开改革开放之先河，开放度高、市

场成熟、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形成

了世人瞩目的珠三角城市群。而广西

区位独特、资源丰富、山水秀美、生

态优良、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规划的经济带将广州、南宁两大

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将珠三角和北部

湾两大城市群连接起来，将有力促进

东西互动、优势互补，极大地发挥广东、

广西的潜力，使之成为横贯我国南部

的一条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

促进东西互动，带动少数民族
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中南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很

不平衡，既有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区，

也有像广西、云南、贵州等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的地区。发挥发达地区的辐

射作用，带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形成中南西南整个区域联动发展的新

格局，对于形成新的经济支撑带至关

重要。

近年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平台，在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联系

与合作日益紧密。由于行政区的分割，

不仅广东、广西区域发展差距较大，

且珠三角地区与粤西地区经济发展差

距也很大。经济落差大，不仅阻碍了

经济要素的流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广西、云南、贵

州少数民族居民较多，山大谷深，自

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约

束，迫切需要发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

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有利于统筹

区域发展，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

区的有效对接，深层次拓展区域合作，

促进流域上下游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

不断深化与东盟国家合作，推进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珠江—西江经

济带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带来了新的

机遇。东盟各国与广西的产业结构具

有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互补性不强，

而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具有互补性。

所以，国际区域合作的前提有赖于国

内区域合作的加强。通过国际次区域

合作，可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共建工业

园区或开发区，使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除上述战略重点地区之外，配合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区域合作的推进，整个环渤

海地区、福建沿海地区、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的区域合作也将受到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次区域合作尤其

是省份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将成为

“十三五”期间的重要话题。

打造珠江—西江经济带  构建区域联动发展新格局

责编 ：朱禁弢   美编 ：孙珍兰

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要

求提高东部地区交通网络畅通水平，

扩大中西部地区交通网络覆盖范围，

为引导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缩

小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优势互补、分

工合作、协同发展的区域格局提供保障。

促进陆海双向开放
长江经济带建设将充分发挥沿海

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深化向东开放，

加快向西开放，培育开放型经济新格

局，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求统

筹推进沿海沿江港口建设，充分发挥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引领作用，加快

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实现与周边国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海陆双向开放

创造交通先行条件。

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