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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方向、区域要素高质量发展、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

讨，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实践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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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1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南京

审计大学主办，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和南京审计

大学经济监督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

发展研究中心与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办的“2021
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

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顺利召开。本次年会收

到论文 100多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

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

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等研

究机构和高校的 50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本次年会主题为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会议

设立主题报告、分论坛和专题论坛三个板块，采用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本次年会吸引了中国区域经济学领域的众多

学者参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

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

凯研究员等学者应邀先后在大会主题报告环节发

言。此外，共有40多位学者在分论坛和专题论坛报

告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

任王燕梅研究员和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社长任晓

莉研究员对期刊的选题与写作提出了富有价值的

建议与指导。

一、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主要是解决量的问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则必须解决好

质的问题。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进入新

发展阶段的新征程，需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

协调发展战略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

城镇化质量。

经济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是区域经济研究的

起点，也是长期困扰专家学者的问题。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大道研

究员，在《关于区域的差异性与区域的相互依赖性》

的报告中对地区性的发展、结构和优化问题进行了

系统性阐述。陆大道研究员指出，地区性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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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其客观的规律、秩序和态势，区域经济是无数

个个体行动的结果。区域经济的规律受到自然的

影响，但学者对于自然因素的关注是不够的。从稳

定性而言，区域经济是不稳定，内部系统在不断变

化；从机制变化来看，区域经济系统变化的机制是

非决定性、忽然性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格

局很难改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重点推动东中

西部地区的联动发展。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的东中西

部地区及东北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逐步缩

小，但南北方地区的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安虎森教授在《中国南北差距之主

要原因分析》的报告中，将研究的视角从中国东西

部地区转向南北方地区，着重关注以秦岭—淮河为

界划分的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安虎森教授指出，从 2008年开始尤其是 2013年以

后，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显现。2013—
2020年，北方地区平均名义GDP增速为6.3%，而南

方地区为平均名义GDP增速8.7%。人口的数量和质

量是影响新差异出现的重要原因，资本和高技能劳

动力向南方地区转移促进了南方地区企业的创新性

活动，进而推动南方地区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导致产业结构出现了差异。国家应加快北方地区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北方地区投资效率，加快北方

地区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北方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

保障水平，进而缩小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针对“十四五”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

会顾问范恒山教授在《“十四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应该把握的几个重点》的报告中提出了七个工作重

点，包括通过提供政策支持泥沼地区经济发展、强

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安排解决相对贫困和贫

富差距、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省级交界地

区与行政板块联动、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对周边地

区的引领和扶持带动作用、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和

小空间治理的有机结合、分主要发展目标和次级目

标实现区域重大战略衔接协调融合以及充分发挥

数字技术对区域发展的协调。

二、中国区域要素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全国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以促进商品要

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

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形成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研究员在《中国不

同地区工业发展及要素供给比较》的报告中对要素

供给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工业能够带动地区发展

和缓冲疫情冲击，成为中国赶超其他国家的重要途

径，其中要素供给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

前，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

高速增长，要素供给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领

先、中西部地区波动性上升的状态，中国制造业由

于生产要素的扭曲导致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

缺口大致为 12%。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重工业占

比较大，资本过度配置的情况较为严重；东中部地

区尤其是江苏等省份资本产出弹性显著高于劳动

产出弹性，资本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约束

较强。

人口的空间流动，影响到要素在空间的分布，

从而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在《人口外流、经

济增长与南北差距》的报告中指出，2010—2020年，

中国有 6个北方省份人口出现了减少，其中东北地

区人口外流最为严重。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是导致

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

滞后、产业支撑缺乏及就业岗位不足导致县域经济

发展进一步落后。东北地区人均GDP出现了断崖

式下降，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和边境三类地区

尤为明显，深层次原因是环境体制机制和结构障碍

导致东北地区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缺乏。政府应

加大对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从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

如果说人口流失关注的是人口流失的数量，那

么人才的流失关注的则是人口流失的质量，更加直

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沈体雁教授在《区域协调发展的人才战略》

的报告中着重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人才战略，发

现人才驱动方式从之前的人口驱动方式转变为人

才驱动方式。2000—2015年人口流动数据显示，中

国的人才分布与迁移出现了高度聚集的现象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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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布极度重合，但这一现象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

设和聚集城市的生活成本增高逐渐出现轻微的分

散现象。国家和地区不再一味追求人口红利、中国

制造、招商引资、硬件建设，而是注重人才红利、中

国创造、招才引智和软件建设。中国正由投资驱动

型经济转为人才驱动型经济，由资源密集型经济转

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由面向国内人才市场资源转为

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

三、中国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

要求。

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在全球

产业链和国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原部长李善同研

究员在《投入产出视角下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的报告中使用投入产出表和边界效应的方法测算

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系统分析了中

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从对外依存度可以看

出，中国部分资源型行业对国外的依赖程度较高，

而技术密集型的部分行业仍然处于进口原材料和

出口制成品的加工贸易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

于自然资源开采利用效率较低以及国内技术密集

型行业的创新力度不够。在“一带一路”重塑国内

贸易格局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传统贸易形式等

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省际贸易壁垒正在发生

变化。

区域产业的发展与地区生态水平息息相关，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如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相结合，注重地区生态发展问题。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传清教授在《长江经济

带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的若干思考》的

报告中系统介绍了生态产品价值的衡量及长江经

济带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资源经济、环

境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长江经

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的先行示范带，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义不容辞。2018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不

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建立了相关制度体

系，提供了技术支持，探索了市场化开发经营路径，

构建了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为实现生态产品价

值做出了贡献。

产业的增长具有内生的动力，但生态的保护却

需要外生驱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

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研究员在《推动产业链

金融链数据链协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报

告中将区域性生态产品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分为

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俱乐部产品、私人产品四类产

品，并认为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考虑是否促成交易行

为、是否满足人类需求、是否有人的参与、是否具有

可衡量性及不同生态产品交易类型是否分类施策

等五个方面。从产业链、金融链和数据链出发探讨

区域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框架，考虑消费的边际

成本是否为零以及是否排除不支付价格群体的消

费，系统介绍了不同类型生态品的价值实现机制和

路径。依据国内外生态修复经典案例，提出了不同

类型区域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模式分为：“政

府制定规则—多主体供给—政府购买—政府监管”

“政府制定规则—初期政府供给—市场买卖—政府

监管”“政府授权—市场运作—政府监管”和“市场

供给—市场购买—政府监管”四种路径。

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正成为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是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和特色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业转移

人口的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最

为重要的任务。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颜

银根教授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与破解》的

报告中指出，除户籍制度外，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

也是引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农村

土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拉力”，城市房价

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推力”，户籍制度对落

户意愿的影响反而并没有那么明显。中国的农业

人口转移经历了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就业和农业

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落户两个阶段，这是中国农业

转移人口人户分离的根本原因。在这两个阶段中，

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所产生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因此，政府在推进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

革的同时，需要关注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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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注重不同群体的异质性，更好地促进农民转移人

口市民化。

随着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完善城镇化空

间布局正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覃成林教授在《长江经济带多级

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分析》的报告中聚焦长江经济带

多级网络空间发展格局，指出长江经济带存在长三

角增长极、长江中游增长极与成渝增长极三大增长

极，包括以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为核心的“五核

心”长三角增长极、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三

核心”长江中游增长极和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双

核心”成渝增长极。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空

间经济网络密度增长49倍、网络连通度提高18倍，

各增长极之间的联系强度上升40倍，长江经济带空

间经济网络对增长极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增强趋势，

而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先下

降后上升趋势。出台长江中游地区发展战略，有助

于推动长江中游地区发展。

五、结语

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经典问题，同时也是一个

世界级难题。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力求要

素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

的高质量发展，解决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

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区

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陈耀研究员在《推动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

要重视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从区域政策目标设

定、实施机制和效果等方面对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

问题进行诠释。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经历了

均衡发展战略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和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阶段，来到了新时代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阶段。当前区域政策主要追求区域发展均衡或

者优化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两大目标，政策决策者和

执行者需要合理兼顾两个目标，促使区域间发展差

距减少的同时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地方政府

需要通过推动集聚经济、建立增长极与高质量增长

引擎，推动形成区域城市节点产业链、创新链与区

域链，提升区域重大战略的效果。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目

的，也应该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重庆工商大

学原校长杨继瑞教授在《区域“缩差共富”思考及路

径抉择》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共同富裕主要分为起

步、攻坚、小康、深化和最终实现五个阶段，目前中国

正处于从小康阶段向深化阶段的跨步时期，减少区

域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刻不容缓。以四川为例，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八条路径包括增强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的约束力、充分发挥发达城市强辐射作用、发

挥区域中间地带城市群的资源优势和绿色优势助推

县域经济发展、构建产业链、供应链机制、构建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合作创新的平台、构建招商

引资的异地流转、促进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

构建区域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对口协调机制等。

The Review of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2021

Yan Yingen Ji Yuxing Zhang Sen
Abstract: In the 20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bout high 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discussed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lement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depth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reflected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Regional Major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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