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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质量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成效与难题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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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成

效，各地区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新发展阶段，新发

展格局的构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从地区发展水平和地区间关系来看，中国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南北发展差距逐渐扩大、新兴产业低水平同质化严重、东北地区发展动力减弱等难题，未来可

以通过政策完善、体制改革、科技创新、行政优化等途径来攻坚这些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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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各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创新探索具有地

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当前，随着国内发展环

境的变化，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新时代发

展潮流，既在实践探索中开拓创新，又打破了传统

区域增长理论的长期束缚。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不仅仅是以往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与优化，也是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路径的更加全面地转型升

级，为此，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有创新思

维。即使学术界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有不同

的理论解读，但这也从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区域发展

长期受制于国家宏观政策环境和治理体系的事

实。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央对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发展的长期安排，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

基于不同的分析框架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具有针

对性的绩效评价。虽然，我国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条件、阶段、路径和进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学

术界对此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在全局视野下，比

较分析我国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成效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阶段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基于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提出了新发展理

念、确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经过几年的实践，

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思想认识到实际行动

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为此，文章从地区横向比

较的视角出发，从发展总体水平和五大新发展理

念等方面入手，总结了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阶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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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2012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

缓，但随着结构调整的到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显著提高，逐步改变了依靠大量要素资源投入换取

高增长的发展方式。2012—2020年，北京、天津、内

蒙古、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重

庆等 11个省（区、市）的人均GDP已超过了 1万美

元。2012年，贵州曾是我国人均GDP最低的省份，

而2020年贵州的人均GDP比2012年增长了144%，

贵州人均 GDP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由 2012年的

1 ∶ 1.95上升至 2020年的 1 ∶ 1.57。这种现象从侧面

反映了，即使有些省（区、市）之前的发展水平较低，

但具有明显的后发赶超之势。

2.区域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地区更加重视依靠创

新驱动经济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大

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使得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

动能指数持续上升。2012年以来，中央批准了深

圳、苏南、长株潭、天津、成都、西安、杭州、珠三角、

郑洛新、山东半岛、沈大、福厦泉、合芜蚌、重庆、宁

波和温州、兰白、乌昌石、鄱阳湖等城市或地区设立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效推动了一大批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改革落地见效，创新投入激励、基础研究

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央

地融合、军民融合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创新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进展。尽管，现如今我国仍然存在一些

“卡脖子”的技术领域，但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发布的《2020
全球创新指数：谁为创新出资？》显示，我国的全球

创新指数已位居世界第 14位，北京、深圳、香港、广

州、上海、南京、武汉、成都、天津、长沙、青岛、重庆、

合肥、济南、长春等城市进入科技集群前 100名①。

经过多年的发展，北京、上海、深圳已成为全国的科

技创新中心，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成为我国新

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全国绝大多数的独角兽企业

分布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天津等城市，而近年

来，成都、重庆、青岛、贵阳等城市培育独角兽企业

效果明显。合肥、郑州和贵阳则成为后发赶超的城

市样板，其中，合肥成为我国白色家电的最大生产

制造基地和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的重

要生产基地，郑州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

地，贵阳成为全球大数据企业集聚的中心。

3.区域协调发展成效逐渐显现

随着我国各地区发展条件的不断改善，不同地

区间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看，2012—2020年，无论是

使用泰尔指数还是基尼系数测算的各地区人均实

际GDP差距均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从居民可支

配收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差距的变异系数值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

这直接反映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阶

段成效。在消费水平方面，2012年以来，全国各地

区人均消费水平差距呈现明显的缩小趋势，2020年
全国各地区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异系数值比 2016年
下降了 14.50%，这意味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各地区消费潜力更加充分地释放出来。从城乡

居民收入来看，按现价计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2年2.88（农村

居民收入=1）下降至2020年的2.56。

4.区域绿色发展实现较大改善

2012年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进

展，各地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与治理效果逐渐显

现，各地人民群众绿色民生获得感逐渐提升。从能

源利用效率看，在中央和各地的合力推动下，我国

能源强度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按以 2010年为基

期的可比价计算，2020年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比

2012年下降了34.35%，2014—2020年，北京、上海、

天津等22个省（区、市）保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实现“七连降”②。在重点流域协同治理方面，长江、

黄河、珠江等重点流域水质继续改善，长江流域监

测点Ⅰ—Ⅲ类水质占比超过88%，保持着较高的水

平。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绝大多数的直辖市和省

会城市优良天数显著增多，空气质量明显好转，细

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呈现下降的趋势，2020年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PM2.5年均浓度的变异系数值

图1 各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差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
cn）。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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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2年下降了 17.05%，从侧面反映了省际空气

质量差距日趋缩小。

5.区域开放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

优势，优化产业分工布局，区域一体化水平和对外

开放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

规模约为 1.25亿人，占总人口的 8.65%③。2012—
2020年，我国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程度出现了

起伏波动的变化趋势，“十四五”时期，地区人口分

布与经济布局协调程度有所改善（见图 2）④。从要

素流动来看，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各

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更加充分、有序，劳动力空间配

置效率显著提高，2020年，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

标准差值较2012年下降了26.20%。从制造业地区

分工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过剩产能治理取得

实效，2020年，制造业地区分工指数较2012年上升

了3.95%，结果表明，各地区制造业正在朝着差异化

方向发展。从对外开放水平看，我国各省（区、市）

都拥有国际机场并开通了国际航线，沿海、沿边和

内陆地区的开放呈现协同发展之势，新欧亚大陆

桥、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为贯

通陆海和促进内陆地区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欧

班列五年来累计开行超过 4万列并开通了 73条运

行线路⑤，上海等22个省（区、市）设立了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获批建设，这些变化极

大地推动了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加速形成。

6.区域共享发展出现积极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

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均等化，并取得明显成

效。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来看，随着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付诸实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更加明确、规范，人均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的地

区差距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见图 3），2020
年，各地区人均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的变异系数

值比 2016年下降了 20.94%，表明各地区人均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明显进步。从居民受教育

程度看，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了普及化阶

段，各地区 6岁及以上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

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趋于收敛，2020年该指标的变异

系数值比 2012年下降了 11.70%，各地区人口素质

的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从城乡养老保障来看，各地

区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

面的地区差距缩小，2012—2020年，各地区该指标

的变异系数值下降了29.39%，各地区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占比趋于相当。

二、当前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六大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的大力引导下，地方

政府开始弱化对经济高增长速度的追求，而转向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高水平开放体系正在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

提高。然而，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特别是以下现象值得高

度重视。

第一，从区域发展总体水平看，南北发展差距

扩大极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虽然我国南

北差距不如东西差距那么明显，然而，从南北地区

人均GDP的比较显示，南北差距从 2012年开始逐

步呈扩大的趋势（见图 4），至今没有改善的迹象。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退出以后，

北方地区结构性、体制性等问题在较大范围内集中

爆发，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并出现了明显的制造业

衰退、人才外流、外资撤离等现象。但如果南北差

图2 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布局协调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

（年份）

图3 各地区人均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的差距

（变异系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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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扩大态势持续下去，那么这种差距将可能被固

化，而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深刻教训表明，这种现

象会对国家政权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第二，从创新发展看，新兴产业低水平同质化

发展现象突出。为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带来的产业机会，全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明

确将集成电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行业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产

业。与此同时，省级规划引导作用形成的“层层传

导”效应促使地方政府将要素资源优先配置到这些

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项目，由此容易催生新兴产业

发展“泡沫”。在不掌握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情况

下，各地争相布局建设的新兴产业项目无疑是相同

或相近技术路线的简单复制，必然会导致高技术产

业的低端发展，可能再次出现投资过热和低端产能

过剩的现象。

第三，从协调发展看，东北三省陷入产业衰退

与人口外流交织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制造业出现

了较大范围且明显衰退的倾向。2018年，东北地区

制造业从业人员比2013年下降了306.08万人，降幅

为 45.19%。具体来看，2018年，辽宁、吉林和黑龙

江制造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数分别比 2013年下

降了46.57%、39.39%和48.78%⑦。从业人员大幅减

少的背后反映了东北三省制造业全面、深度、快速

衰退。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人口大规模外流。

2010—2020年，东北三省人口净减少了 1100万人，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减少了115万人、339万人

和 646万人。分城市看，2010—2020年，绥化、四

平、齐齐哈尔和通化是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规模最

大的城市，分别减少了166万人、157万人、130万人

和 102万人，四平、通化、大兴安岭地区、绥化、白山

和七台河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为 46.41%、

43.97%、35.24%、30.65%、26.59%和 25.08%⑧。可

见，产业衰退导致了大量的人口外流。

第四，从绿色发展看，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缺少

长效机制。我国大江大河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治

理效果已显，这主要得益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级

政府的共同努力。但由于现在生态治理过于依赖

行政手段，治理方式比较单一，因此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环保政策时采取

“一刀切”的做法，导致许多企业不能专心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而且，在没有长效治理机制的情况下，

如若中央环保督察力度稍有放松，地方政府监管就

很容易松懈，生态质量不升反降的现象就会出现。

此外，许多基层政府缺乏治理生态环境所需的持续

性资金投入，中西部地区一些县举债治理生态的现

象比较普遍。

第五，从开放发展看，各地区开放发展存在不

平衡不稳定问题。一方面，国内各地区对外开放发

展水平不平衡的现象持续存在。目前，虽然中央已

批准多个地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各种类型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但还有一批地级市缺少对外开

放平台，当地企业“借船出海”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毋庸置疑，这种对外开放不平衡现象是导致地区发

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

国地区间对外开放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不稳定现

象。如今，即使劳动力流动充分，地区间交通一体

化水平得到提高，但在现行行政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下，地区市场分割程度会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而

呈现波动性变动，各种隐性的行政壁垒随时可能出

现反弹。

第六，从共享发展看，各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

面临着较多的体制障碍。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在

政策、标准、监管体制、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差距。

正是由于这些体制机制障碍，要素流动、产业转移

等也受到一定的制约，优质服务资源难以向周边地

区辐射扩散，且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担心转移出

去后再难以享受优惠政策和行业监管。例如，在中

小学义务教育方面，各地区使用不同版本的中小学

教材和考试评价标准，不利于地区之间的教育教学

交流；在食品药品监管方面，国家规定食品药品属

地监管，医药生产企业如果搬到外地就得由当地食

药部门负责监管，此时，企业需要重新办理相关的

手续，且办理流程为时较长，因而致使企业异地发

展的意愿不强。

图4 我国南北方人均GDP的比较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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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发展格局对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要求

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这样一个

客观事实：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长期存在。未来，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必须立足于这个客观事实，坚持新发展理念，通

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大的突破。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

务，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为此，各地区

深入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充分体现新发

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从国家战略全局中谋划新的历

史方向。

第一，加快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各地区

既要遵循各自的发展基础和功能定位，又要“无中

生有”，敢于创新，通过错位发展建立高效的区域分

工体系，通过互补优势增强区域互动，突破各种形

式的行政分割，打通各地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等环节的“堵点”，破除影响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的

体制机制障碍，进而形成高效开放的国内超大规模

市场。各地区要顺应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敢于突

破制度性壁垒，打破“一亩三分地”的传统认识，共

同下好全国“一盘棋”，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塑造新

的竞争优势。

第二，协同推动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开放“比

翼齐飞”。我国腹地纵深，具有内陆地区和沿海沿

边地区开放的双重优势。各地区应充分发挥开放

平台的综合优势，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继续开辟

海陆、空中等开放通道，扩大内地、沿海与国外产业

链分工协作，推动国内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有机衔

接。大通道建设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开放发展

的桥梁，是促进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融合发展的天然纽带。随着我国现代交通网络日

趋发达，各地区应重视发挥大通道作用，推动交通

物流体系标准化，降低全社会的综合物流成本，提

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充分发挥重点区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的示范作用。中央和地方应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的示范作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

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要率先取得突破，在较短

时间内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同时，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中央也可以支持有关省区

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流域的主动脉作用。

第四，积极发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作

用。在新发展阶段，各地区扩大内需不能盲目追求

基础设施的高投资，而要基于本地发展实际和国内

外市场需求来驱动“三驾马车”。各地区应牢牢把

握扩大内需这一重要战略基点，积极发挥消费、投

资和外贸促进地区增长的潜力作用。中央要适当

加大对特殊类型地区的投资，改善这些地区的发展

条件，积极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供给

条件。同时，扩大内需的目的是让超大规模市场能

够更加有效地充分释放出来，使各地区能够找到保

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

四、新时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和国

内外形势变化趋势，“十四五”时期及未来很长的一

段时期，中央和地方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完善相关政

策，着力解决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和各

类体制机制障碍。

1.防范南北差距持续扩大并转化为差距固化的

风险

第一，加大营商环境督察考评力度。中央有关

部门应用好“考核棒”，加大对北方地区有关省（区、

市）营商环境的重点督察，深入基层巡察暗访，及时

发现地方企业和群众反映的营商环境问题，查处地

方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督促地方政府对

营商环境建设要不留死角、整改到位，通过开展专

项督察倒逼地方政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中央有

关部门可以邀请第三方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每年公

开发布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以评促改，调动地方政

府深化营商环境体制机制改革。第二，增强北方地

区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沈阳、长春、石家庄、太

原、西安等省会城市要加快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带

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应大力支

持大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提升对外开放能

级，支持西安、郑州等国家中心城市依托大通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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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优势建设世界级物流枢纽。华北、西北、

东北等地区要持续推进区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大力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北方地区中心城市宜居水

平。第三，建立区域分化跟踪监测分析机制。中央

有关部门应建立区域分化跟踪监测工作专班，加强

对未来走势和影响后果的研判，特别是要及时发现

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人口外流严重、主导产业衰退

的地区，采取精准有效的区域援助政策，避免这类

地区转化为严重的问题区域。中央有关科研院所

和高校可以组织团队开展区域分化重大专项研究，

加强对国内外区域分化现象的规律性研究，对当前

南北差距的阶段性特征做出前瞻性判断，积极为党

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提供支撑。

2.建立有利于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引导机制

第一，完善地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合规性审

查。为了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冲

动，中央有关部门应建立部际工作机制，加大对地

方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合规性审查，特别

是工商注册、产业项目用地、银行贷款、产业基金等

方面的审查，及时向有关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投资

企业等主体发出投资警示，降低产业项目投资风

险。除此之外，有关部门可以引入大数据分析技

术，建立能有效防范各地区对新兴产业低效、重复

投资的预警体系，纠正地方政府采取有悖于市场规

则的盲目投资行为。第二，鼓励地方组建新兴产业

关键核心技术协同创新共同体。当前，国内规划发

展新兴产业普遍遇到了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

术缺失等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应出台政策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组建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积极为高

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搭建产学研用

高效协作的创新平台，实施以激发创新为导向的产

业发展支持策略，重点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

3.超常规推进新时代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发展

第一，引导人口和骨干企业向中心城市集中。

一方面，东北地区人口外流范围较大，有关地方政

府应积极改善就业、住房、教育等条件，吸引劳动年

龄人口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向沈阳、大

连、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集中。相应地，省级财

政预算支出和建设用地指标适当向这些中心城市

倾斜。另一方面，中央有关部门应适时、稳妥地推

动部分中央企业整体搬迁至哈尔滨等中心城市，防

止这些企业因人才流失和人才老化而出现创新能

力大幅下滑等现象，进而威胁“国之重器”产业链供

应链的稳定安全。第二，把中心城市作为新时代东

北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的主战场。当前，中

央有关部门应研究启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

兴综合配套改革，优先将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

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作为试点，赋予这些城市在科技

创新、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行政管

理体制等方面更大的改革权限，支持试点城市实施

机关事业单位聘用制和国有企业合同用工制。有

关部门应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选拔一批政治可靠、

年轻有为的干部到这些中心城市任职，以上率下带

动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改善城市政治生态。

第三，设立对口援助产业合作示范区。中央有关部

门应继续引导北京、上海、深圳、江苏、广东等地区

做好对口支援东北三省振兴发展，支持东北三省深

入对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园区，把

引入产业园区管理模式输出作为合作的重点。辽

宁、吉林和黑龙江应坚持以点带面、渐进推进的思

路，将本地的一批国家级或省级经开区、高新区作

为对口援助产业合作示范区，通过“传帮带”、委托

管理、外聘团队等方式实施园区管理变革。同时，

为更好促进双方务实合作，东北三省应从区位条件

较好、配套相对完善、发展潜力较大的园区中遴选

出若干个园区作为对口援助产业合作示范区，这些

示范区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采取“理事会+园
区公司+公共服务中心”治理模式，引入市场化园区

运作机制，同时强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4.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或科技创新着力解决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难题

第一，完善大江大河大湖协同治理工作机制。

在中央层面，探索“一个部门牵头、多个部门协同”

的工作机制，建立规划共编、政策共谋、项目共商、

信息共享、机制共建的新机制。在地方层面，沿江

（河或湖）的省（区、市）应继续深入落实“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跨地促协同”工作机制，探

索依法治江（河或湖）、依法护江（河或湖）的新模

式。中央有关部门应组织研究制定《黄河保护法》，

确保黄河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有法可依。第二，深

化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开放体制改革。在对外开放

方面，中央有关部门应允许国家级高新区或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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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特殊海关监管区域，赋予这些国家级产业发展

平台对外开放权限。在对内开放方面，应启动促进

全国统一市场立法工作，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

济秩序，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查处各种

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第三，构建“智能+”优
质公共服务体系。以省（区、市）为基本单位，支持

有条件的地区率先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建

立覆盖省级的优质教育医疗服务网络，促进优质公

共服务供需的精准匹配。鼓励各地区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用户付费等方式吸引企业发展远程医疗、

远程教育、远程就业培训等业态，扩大优质公共服

务供给。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地

方政府可以设立“区域优质公共服务专项基金”，重

点支持优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系建设。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康

奈尔大学合作发布的《2020 全球创新指数：谁为创新出

资？》报告。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能源局共同发布的历年《分省（区、市）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等指标公报》。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④计算公式为：

Popi

Pop
Gdpi

Gdp∑
n
i=1 - ，Popi表示 i地区某年人口规模，Pop表示全

国某年总人口；Gdpi表示 i地区某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

全国某年国内生产总值；n为31个省（区、市）。⑤数据来源：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纽带》，《人民日报》

2021年 8月 2日。⑥此处是用北方地区人均GDP除以南方

地区人均GDP计算得到。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北方地

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河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其余地区归为南

方地区。⑦数据来源：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发布的第三

次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⑧数据来源：辽宁、吉林和

黑龙江分别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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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 Solu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Ye Zhenyu Li Fengbo Wang Ni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ach region in our state have thoroughly
implemented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explore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its local condition, and obvious
stag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alized. It presents different levels of narrowing trends in five aspect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open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China’s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low-level
homogeniz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power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future, we can solve these
problems which restri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policy improvement, system refor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New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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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创新路径研究*

李 晓 沛 郑 春 蕊

摘 要：制造业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塑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制造业提出了新的

发展要求。中部地区制造业体系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拥有一批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高端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支撑。但整体上看，中部地区制造业的传统产业多、高精特新产业少，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弱、产业融合

度低、与信息技术协同效应不明显、长期处于产业链末端价值链低端，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业的高质

量发展，不符合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有针对性地分析制约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问题和瓶颈，合理选择制造业创新发展路径，明确发展目标，夯实发展支撑，壮大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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