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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

金 碚

摘 要：进入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畅通、更大开放的国内国际大环境和经济双循环新态势，更重

要的是，要实现各规则空间的相容、接轨，形成“和而不同”的一体化系统，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格局下，区

域经济发展新认知和新格局的世界大背景。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差异化的区域经济畅通和开放地融入到

国民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中。那么在底层逻辑上也要承认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这样，各区域经济才具有内

在的可接轨、可协调、可一体化的性质。这是认知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域观范式的逻辑基础，即世界规则有异有

同，可以实现“和而不同”的秩序格局。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研究已经走到国民经济的前沿，在许多情形之

下，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首当其冲的领域和研究主题，需要先行、先试、先突破。区域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的畅

通开放进程中，可以发挥探路尖兵作用，进行新时代的改革试水和攻坚。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只是国民经济之

内的次级问题，更是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性质的、居于经济全球化新形态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是

适应国际经济区域化趋势的中国区域经济畅通开放发展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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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无论是

坚定不移地向着进一步全球化的方向顺利推进，还

是遭遇反全球化逆流干扰而曲折前行，不断地更有

效地实现人员、物品、资金、信息、思想的畅通，都是人

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畅通也是

区域发展的基本路线①。进入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需要更加畅通、更大开放的国内国际大环境

和经济双循环新态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全面体现对人民的关切，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全过

程民主，人民的精神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为

本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各地区经济实现多路向、全方

位畅通运行，形成更大开放的大国经济新格局，将对

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将推

动形成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新态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

新时代

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发展从来就具有很大的

国情特点，政策举措要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说，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个与中国相似的国家，中国历来强调

和坚持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国自己特

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但直到 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

开，党中央才正式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

展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不仅是

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的新时代，即中国强势崛起

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而且没有悬念地

将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大国，给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以极大影响，促使经济全球化形态发生巨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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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这样的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也进入了

中国式现代化新时期的发展阶段。因此，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观察和研究，必须从这个新的时代背景出发。

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似乎是突如其

来，出人所料，但却影响深广，这一年注定将载入世

界经济发展史册，不仅留下昭示世界的重要启示，

而且深刻影响着历史叙事的认知判断。世界究竟

怎么了？人类将生活在怎样的经济社会之中？而

对于中国，20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标志，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阶段新征程。这一新阶段新征程既有显

著的历史连续性，又有很显著的独特性，是在世界

大变局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体现出的独一无二

的“中国特色”。不仅在制度体制上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而且是不断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适

应经济畅通开放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新路

径，简言之，是在世界大变局时代进行的中国发展

道路的新创造。如果说，改革开放至今，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阶段性目标已基本达成，

那么，今后的新发展阶段则更加需要体现中国从主

要依靠前车之鉴，提升为主要依靠自主创新。

从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角度，即从文明进程

的大趋势看，当前人类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

阶段。尽管高技术和丰富生活已经今非昔比，但能

源、粮食、基础材料等，仍然对经济发展和基本生活

具有关键性作用。特别是，经济增长仍是最重要的

标志性指标，具有全局性影响，这是前工业化和后

工业化社会都没有的特征。就世界范围看，工业化

发展离“达峰”“持衡”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贫

困、饥饿、寒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随时会闯入亿

万地球人的家园。而应对所有这些问题，仍然需要

有经济增长的支撑。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现阶段，

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仍然具有传统性意义，传统工

业化模式中的基础性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从另一方面观测，如果将工业化和经济全

球化的传统认知作为今天的叙事体系，则已是今非

昔比。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从任何意

义上都可以说，“迅速崛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特色”）表明，

人类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形态可以具有多样

性。各国的国情特色决定了规则有别，所谓“以规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非只体现西方情势和西方模

式，而必须包容世界各国选择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

路，并容忍各国规则的一定差异性。如果能形成这

样的认知，那么，承认各国特色差异还只是第一步，

从新阶段开始，必须从这一世界大变局的“节点”继

续往前走而绝不是往后退，即必须在认知世界多样

性的基础上，继续实现经济全球化新形态背景下的

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开放。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实

现各规则空间的相容、接轨，形成“和而不同”的一体

化系统。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格局下，区

域经济发展新认知和新格局的世界大背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的格局变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

局，中国经济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今非昔比。

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在上述大背景下，或主动或被

动地转变认知，调整发展策略。作为世界“老大”的

美国，开始对原本由它主导构建的世界秩序体系失

去信心，任意采取违背它以往标榜的市场经济原教

旨主义的秩序规则，例如动辄进行关税保护，还冠

其名为“制裁”“惩罚”，似乎是在维护国际秩序；又

如进行技术贸易保护和策略性限制，似乎是在维护

公平竞争；再如进行产业政策补贴，以各种方式迫

使企业和金融资源流驻美国，甚至不惜采取非经济

手段打击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经济体，即使是

对政治盟友（例如欧洲国家）也不手软。在这样的

情势变局之下，必须以新的思维来观察和认知当今

世界经济秩序演变的走向。

从其建构取向来看，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在

“微观—宏观”范式的主流经济学认知的基础上，由

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参与支持下形成的。按照“新

古典主义”及“新古典综合”的建构思维，其基本构

想取向就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体都必须按原教旨主

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想象，由粒子态、独立化、自利性

和“微观经济主体”（私有企业）作为经济体系的微

观基础，由自由市场供求所决定的价格信号作为唯

一重要的经济调节方式，以到达市场体系的资源有

效配置和总体均衡。各国经济尽管有其“比较优

势”，并据此进行国际贸易而取得互利，但不需和不

应进行国家干预，而要实行“零壁垒”“零关税”“零

补贴”的自由贸易体制。不过，这样的经济体系还

要有维护秩序和进行“宏观调节”的“老大”。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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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是，唯一的强权国家美国，在无政府的世界

经济体系中，担任“国际警察”职能，以维护自由航

行，当然也首先确保自身的利益。同时，在全球货

币体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体系）、国际自由

贸易（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开发

投资（世界银行）等类似“宏观”层面的组织管理机

构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经

济体都高度微观化（想象为经济体系中的“粒子”）；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则在美国主导下实现类似“宏

观”均衡的状态，以及必要的国际性调节。这是一

个想象中的美好世界，但是它并不现实。特别是当

中国经济强势崛起，以及各国经济和各经济区域

（包括国际性经济区域和各国内经济区域）各具特

色并影响力日强，使得现行国际秩序的“微观”结构

和“宏观”构想，实际上都难以适应高度多样化和多

极化的世界。特别是，“区域”作为越来越重要的经

济场域和主体性存在，正在成为域观化世界中的突

出重要现象，全面而深刻地决定或影响着整个经济

世界的大格局。

与微观经济世界不同，在域观经济世界中，许

多经济行为并非微观性的，而是存在各种行为群类

及其协同协作关系。各国的文化和制度差异，使得

不同国家和区域中的现实规则也必然是具有差异

性或特色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规

则空间不是完全无差异的，政策环境也总是有其特

殊安排，而不可能是一个“空盒子”般的经济行为构

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强权可以代

表“上帝”来规定全球实行唯一“合理”的规则体系，

确保所有经济体如同是在一个无差异的规则空间

中自由活动。各种差异因素和干预力量（特别是政

府政策干预）是现实存在的，难以消除。而且，往往

表现得“理直气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

之，现实世界并非“微观—宏观”范式所刻画的经济

体系，而是“域观—协调”范式所刻画的经济体系。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之地理环境的巨

大差异，各国各区域经济必然是高度差异化、各有

特色的（实际上，在史观范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

所强调的“比较优势”就是域观因素的体现。既然

承认“比较优势”，那么，在逻辑上就得承认规则差

异和政策差异的存在）。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

使差异化的区域经济，畅通和开放地融入国民经济

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够畅通和开放地

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是因为要在底

层逻辑上承认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因此，各区域

经济才具有内在的可接轨、可协调、可一体化的性

质。这是认知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域观范式的逻

辑基础，即世界规则有异有同，可以实现“和而不

同”的秩序格局。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的畅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报告中关于党的中心任务明确地做出了“从

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表达。这是对基于中国国情和改革

开放实践而形成的现代化进程的新认知。

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中国

实现现代化经历了信仰式、追赶式和中国式三个认

知阶段。所谓“信仰式”认知，就是基于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以及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当然难以

完全模仿），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社会主义社

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即完

全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伟大理想的崇拜而执念的

现代化认知，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唯理”观的中

国现代化认知。所谓“追赶式”认知，就是承认中国

经济的落后，并认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决心

通过体制改革，奋起直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这是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赶超

过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经济，“无论白猫黑

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且承认和允许一部分

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

富裕。这可以称之为“唯实”观的中国现代化认知，

即完全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的现

实主义现代化认知。中共二十大确定的“中国式”

认知，是在前两个阶段认知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

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

验的支持下，自信地认知到，中国现代化有条件以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气魄，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

目标。可以称之为“唯新”观的中国现代化认知，即

中国所从事和将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多方面的

重大创新性，而不再只是对理论预言的“崇尚”和对

经济发达国家的“追赶”。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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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史无前例的人类事业，但仍然体现出“畅通是基

本路线”的人类文明共同特征。

因此，中央的态度和国家的政策取向非常明

确：中国绝不会走向自闭，而是要更有效地实现经

济畅通，不仅是国内经济的畅通，而且是国际经济

的畅通。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能退回封闭自守的

发展模式，相反，畅通发展仍然是必由之路,要在世

界大变局中更好地形成区域经济畅通运行的新格

局。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形态变化和国际秩序规

则的重塑，没有改变更大的畅通性实现更大发展这

一根本规律。只是如前所述，世界大变局使“微

观—宏观”范式的世界秩序，向“域观—协调”范式

的规则体系转变。区域经济关系将在其中发挥更

大作用和做出更大贡献。特别是表现为，区域经济

格局从“微观”向“域观”的系统性演变，从单极“宏

观”向多极“协调”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化，为实现世

界秩序重塑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过去的区域经济基本格局是：东部沿海对

外开放，是区域发展前沿；西部地区为“内陆腹地”，

是区域发展后方。一条80年前绘制的“胡焕庸线”，

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描绘得十分贴切：占国

土面积 40%多的中国东南部地区，人口占 90%；区

域间的经济畅通性严重受阻，经济重心和发展水平

长期处于偏东而疏西的梯度差距分化状态。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的区域经济格

局发生越来越显著的变化。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畅

通性大大增强。公路网密布全国，深入乡村。公路

总里程528万千米。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404万千

米。路网规模居世界前列。高速公路 16.1万千米

（2021年底），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突

破 4万千米（2021年底），居世界第一，已有近 3200
千米高铁常态化按时速350千米高标运营。高速铁

路包括城际高铁、山区高铁、合资高铁、跨国高铁等

类型，其时速有 250千米、300千米和 350千米等不

同标准，以适应各区域交通的具体需要。截至2020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4.6万千米。

中国不断刷新桥梁建设纪录，高桥、长桥、大跨

度公铁两用斜拉桥、跨海大桥等的世界第一都在中

国。其中代表性的世界最大长度的跨海大桥，即

2018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壮举，体现了中国通桥能力的世界水

平。中国桥梁的跨越能力、建桥技术、建桥材料、建

设装备等，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在跨海桥、高

速铁路桥梁、跨越繁忙水域大跨度桥梁建设等方

面，为世界桥梁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

际桥梁建设市场上，中国建造的桥梁已经接近了全

球市场一半左右的份额。在长江上已经建成了超

过160座桥梁。过去由于“长江天险”以及“蜀道难”

之类阻隔交往而经济长期落后的地区，已经因畅通

性的根本性改观而转变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促进畅通性极大增强的技术进步，是信息网络获

得很大发展，并加入全球性互联网系统。截至2022
年6月，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总数达5.63亿户。中国宽带的平均下载速率和移

动网络的平均下载速率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可以为

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

授时服务，与各国、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进全

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在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的支持下，中国实体经济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畅通性极大增强。中国经济

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业务合作效率，堪称

世界之优。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一些地区的

制造品，即使是“小商品”，也可以大规模行销世界，

甚至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的供应丰缺。这一切都表

明，中国经济的畅通性得到历史性的改观和极大提

升。以此为标志，就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摆脱

落后，完全可以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完全可

以称得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新征程。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格局和观念也将发生新变

化。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开放格局与国际畅通性的

关系将发生历史性的新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仍

然还可以称为“发展中国家”，那么，其含义也已发

生了实质性变化。“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这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显著表现，在中国区域发展及

区域经济格局演化中体现得极为突出，这也是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根据中共二十大报告所表达的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的基本理论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为

中心和共同富裕②，可知，高质量发展是关键环节。

所以区域经济的首要问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而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则首先体现为畅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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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畅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经济

增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

也直接体现在这个重大关系上。从人类发展的大

趋势看，今天的世界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

只不过是，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不同

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实际上是指从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而

不能说工业化阶段已经过去。在现代经济社会，即

使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征

仍然是：经济增长很重要。这是人类发展的工业化

阶段与其他时期的最大区别。在此阶段上，人与自

然的和谐成为更重要的内容。如果说过去的工业

化是“向自然进军”“战胜自然”，来实现经济增长；

那么，今天的工业化则是“以自然为母”“做自然之

友”，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工业

化的最基本特质。总之，对人类发展来说，后工业

化阶段尚未到来，工业化的新阶段是对高质量的追

求。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更自觉地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四、国际经济区域化新格局与中国区域经济

的开放发展

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表明，如前所述，传统微观

经济学所刻画的经济体系格局和经济全球化形态，

尽管在学术抽象上是可以想象的，但在现实中实际

上是不存在的。现实存在的全球经济格局是：人类

发展中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

行为表现，共存于同一个世界，命运相关相连，但又

各具特色，即呈现为多样化的经济全球化形态和区

域格局特征。这就产生了一个突出而无法回避的

问题：既然不是经济学所刻画的同质性经济格局，

那么，在不同的区域，包括国际区域和国内区域，经

济行为的规则必有一定的异同相间性，也就是说，

既有共同一致的规则，也有不同的规则，因此，人类

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遇到的最大问题就

是，整个世界处于规则博弈的时代，最大的冲突是

规则冲突，因而人类迫切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是，

不同规则的接轨和协调。即在异同相间的规则体

系中，必须相互一致的规则如何形成和维持，避免

双重标准；而各具特色的规则如何相容和互联，避

免冲突脱钩。区域经济的畅通发展越是向着开放

性格局演化，这个问题就越是突出和复杂。

目前，经济全球化向新形态演化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国际经济越来越具有区域化的性质。这主要

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构建形成的世界经济

秩序正在面临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重大变化的挑

战。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框架建构经济全球化

形态已经很不适应世界现实。因此，尽管市场经济

是人类发展的共同大道，但世界不会是所有经济体

都趋向同质化，国际贸易也难以呈现实行所谓“三

零”（零堡垒、零关税、零补贴）体制那样的想象中的

国际经济格局。由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充当世界

警察和国际协调强权，来应对全球经济贸易的无政

府主义格局——这样的国际秩序体系已经非常不

合实际。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协议方式，来实现规

则协调和经济行为接轨，以避免秩序紊乱甚至发生

严重冲突和战争。这就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区域化

趋势，以此应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体系可能产生的

不协调和冲突，从而形成适应国际区域协调和国内

区域平衡的经济全球化新态势。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经济

的区域格局不仅关系国内各主要区域的有序发展及

区域间的协调平衡，而且与国际经济的区域格局和

发展有着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关系。例如，粤港澳

大湾区、“一带一路”促进形成的陆海各新地区、新港

区、新城区之间的新格局，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态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态势格局，已

经远远不只是偏向东部开放，进入海洋世界，而是向

东、向西、向南、向北的全方位开放，全路向推进。一

方面，对内成为区域经济格局重塑的开放通道和经

济开放区域，例如各类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经

济开放开发区等；另一方面，对外形成各类国际区域

经济发展的巨大舞台和通道：不仅是向东与海洋国

家的国际交往，而且包括向西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向南的东南亚联盟国家的区域

经济合作发展、向北与俄罗斯等资源大国的区域合

作发展等。这样，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也将更畅通

更协调更平衡，可以向着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腹地

方向，施展更大的经济张力，形成国内经济区域和国

际经济区域更深入的“经济双循环”格局。

由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格

局变化，使其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区域经济以及对其的研究主

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

9



区域经济评论 2023年第1期

要被视为国民经济内部领域，是国内经济整体中的次

级经济以及研究主题。而在新时代，如本文前述内容

所显示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研究已经走到

国民经济的前沿，在许多情形之下，区域经济成为国

民经济首当其冲的领域和研究主题，需要先行、先试、

先突破。特别是在规则博弈中，区域经济关系与国际

经济区域化的格局，必然要求进行不同形态经济体和

经济规则间的挂钩、协调、合作新探索。换句话说，区

域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的畅通开放进程中，可以发挥

探路尖兵作用，进行新时代的改革试水和攻坚。也

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敢闯”“敢试”已不是发展主

线，但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要实现协调发展，没有现成

的道路，必须要有更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性思维，实施

因地适宜的各种“战略”之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

提及的、已正式列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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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

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现代化等；还有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各具历史地理特

质地区的发展安排；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京津冀地

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地区、雄安

新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地区等，被赋予区域发展的

重大战略性功能；沿海地区则要为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海洋强国，做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而

对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则要大力加快构建各

类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形成大中

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创新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模

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上述战略之举，充分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表现，鲜明地体现了如本

文以上所述，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从“信仰式”

“追赶式”，提升为“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

特中国特色②。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的区域发展具有高度开放，并且在开放中实施具有

国家战略性质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国模式特

质，具有强大的组织资本优势③。换句话说，中国的

区域经济发展，不只是国民经济之内的次级问题，更

是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性质的、居于经济全球化新形

态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是适应

国际经济区域化趋势的中国区域经济畅通开放发

展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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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Jin Bei
Abstract: Entering a new era,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requires a more smooth and op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new trend of economic double circulation.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realize the compatibility
and connection of all rule spaces and form an integrated system of“harmony but difference”. This has become the world
background of new cognition and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and new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s how to integrate the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economy in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smoothly and openly. Then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market economy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in the underlying logic. Therefore, each regional economy ha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This is the log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the domain paradigm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is,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world rules, which can achieve a harmonious but different order patter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have come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many cases, region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first field and research topic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ch needs to go first, try first, break through first.
Regional economy ca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smooth opening proces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the new era.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secondary issue with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a dual natur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new form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also a new trend of smooth and op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Key Words: New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Rule Game；Smooth and Open；Domain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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