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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的战略思考*

叶 振 宇

摘 要：我国步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区域发展条件改善，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既增强了区域高

质量发展动力，又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前，我国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从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出发，积极服务新发展格局，着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方向是立足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特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从微观层面完善要素配置与产业布局机制，从中观层面构建点线面

高效组合的大国产业空间布局体系，从宏观层面提升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中国产业全球战略布局能力。为此，要坚持

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精准有效政策保障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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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

空间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深入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

化战略，推动要素、产业和城市合理布局，促进重大

生产力优化调整，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领

域推动人口城镇化、产业全球布局和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努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出现的趋势变化

第一，我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和较为

完整的体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重大

生产力布局的“基本盘”。在产业积累、需求拉动等

多重因素的共同带动下，我国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制造业大国，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已达到316581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27.5%，占全球份额从 2012
年的22.5%上升至2021年的30%左右。2012年，我

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最大的国家①。

由于制造业体系比较完整，我国能够生产绝大多数

的工业产品，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跻身世界前列。

在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我国在高速轨

道交通设备、载人航天、“蛟龙”深潜器、大型客机、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超临界火电机组、特高压输变

电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有些装备技术甚至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从而为我国大国地位的提升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我国产业与人口“大集中、小分散、结网

络”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制造业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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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少数几个基础

扎实、配套完善、容易接近国际市场的地区。据统

计，2021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工业增加值占

全国比重分别为 25.90%、12.25%、6.79%②。同时，

我国制造业也广泛分布在各级大中小城市，制造业

布局出现了从沿海向内地城市转移扩散的趋势，重

庆、郑州、合肥等城市已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制

造基地。不仅如此，各地区制造业发展通过产业

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相互联系实现跨区域互动，制

造业布局出现出了以城市群、都市圈或重要交通通

道为依托的“组团蔓延—带状扩散—网络联结”的

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推动制造业布局调整，我国

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0%上升至2021年的

64.72%③，城镇化空间组织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的城市群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形态，人口

向城市群、都市圈等重点地区集聚态势非常明显，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人口密度和经

济密度比较高、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重点区域。

第三，我国制造业出现明显的国内国际“双转

移”趋势。在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

加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自

东向西的转移和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扩散的趋

势，钢铁、石化等行业大型生产基地沿海布局趋势

日益明显。同时，我国制造业出现了向海外“走出

去”的趋势，并掀起了新一轮全球大范围产业转移

浪潮。这种转移使得我国制造业布局从国内向国

际拓展，产业链配套日趋国际化、复杂化。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产业合作，加快制造业全球布局的战略步伐。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有

6349家企业赴16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投资额

达到1136.4亿美元，企业数和投资额分别为2012年

的 1.43 倍、1.47 倍：进一步看，2013—2021 年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额为 1613 亿美

元，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的境外经贸园区累计为

当地创造了34.6万个就业岗位④。

第四，我国产业集聚优势日益明显。我国传统

产业集群从追求廉价、量大取胜的发展阶段向追求

质量高、性价比好的发展阶段转变，国外市场环境

变化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倒逼传统产业集群加快

通过嫁接新技术、开辟电商销售渠道、瞄准细分的

差异化市场、探索个性化订制等途径实现转型升

级。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积极引导下，现阶段地方政

府把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通过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平台载体为牵

引进而带动一批关联企业协同集聚。截至 2022年

底，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无锡物联网、东莞智能终

端、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长沙工程机械、青岛轨道交

通装备、苏州纳米新材料等45个集群经过严格的审

核，被认定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集群不仅

集中布局了18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还引领行业

发展。产业园区作为制造业发展和区域产业协作

的主要载体，正在经历着业态更新、产城融合的转

型升级过程，飞地园区、共建园区等发展模式自东

向西、从南到北进行深入探索实践。

第五，现代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和数字、通信等

新兴技术融合迭代加速重塑生产力布局。随着发

达的高速铁路网建成、县县通高速时代到来以及数

字技术大规模应用，我国产业布局范围更大，伸缩

性更强，原先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也能够承接产

业转移，从而步入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技术进步与

现代交通方式变革的叠加效应正在改变制造业传

统布局模式和组织方式，也弱化了地理距离的成本

效应。移动互联网、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等新兴数字技术与先进通信技术深度融合和

迭代创新，且广泛应用到传统制造业领域，不仅提

高了工业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和多样性，还增加

了产业布局的灵活性、复杂性和集约性，从而孕育

数字生产力布局新形态。“东数西算”工程的加快实

施，不仅带动数据中心、数字大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还有力促进各地区互补优势发挥，推动数据

要素全链条开发应用。可见，数字化已经成为重塑

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力量。

二、当前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面临的

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

境和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历史起点，外部风险急

剧上升，内部困难挑战增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

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面临着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和全

球性的问题。

第一，周期性产能过剩与低水平重复建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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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在。40 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较高的

增长速度，但周期性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

璃等传统产业到光伏、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过剩产能。在这种

形势下，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雷同，地区比较优势

不能充分发挥。不可否认，周期性产能过剩既有

市场经济变化带来的成分，又有我国自身体制机

制原因带来的影响。后者的作用可能更大，其主

要原因包括：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搞“一刀切”，

产业政策对产业准入条件设计不科学，国家新兴

产业规划强化地方发展导向，过分追求 GDP 的地

方政绩考核机制没有转变，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

机制改革相对滞后。

第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由于

体制机制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不

够完善，地方保护主义时隐时现。在现有分权体制

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

展开激烈的标杆竞争和税收竞争，招商引资竞争表

现尤为突出。这种竞争态势不仅容易造成要素资

源浪费，也极易产生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如，光

伏、LED、工业机器人等行业都曾出现投资过热的

现象。同时，虽然中央高度重视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也希望建立区域间协调发展机制，但现阶段地

区之间的资源投入、利益协调分配等机制尚未出现

能汇聚共识、便于操作、稳定高效的路径，以至于地

方政府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第三，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面临着很大的

威胁。在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大流行、俄乌冲突

等因素冲击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产业链治理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考

验。从中兴、华为等企业遭到美国无理打压到应对

新冠疫情而出现的“口罩荒”“购药难”，都表明了我

国无论是在高技术领域还是在关系国民健康的民

生领域都面临着很高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缺

链”的风险，高端芯片、生物制种、先进医疗设备、高

性能航空发动机等高技术产品仍然受制于人。并

且，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央和地方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手段偏少，主要依靠强有力的短

期性行政手段介入，而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机制明

显缺失。

第四，产业布局绿色化、集约化转型遇到困难。

一方面，虽然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趋势比较明

显，但中西部地区却因承接污染产业转移而出现了

“污染天堂”效应。如，2018年以来，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组深入中西部地区多个省份实地督察，督察组

反馈的意见比较集中的是，“两高”项目违规上马建

设，冶金、煤化工、造纸、皮革、铸造、家具等行业出

现了污染排放治理不到位、生态环保设施不完善、

企业废气和废水偷排时有发生等问题，地方政府存

在着执法不严、敷衍整改、环境治理资金不落实或

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另一方面，产业园区粗放发展

长期存在。产业园区原本是企业集聚、产业链配套

完整和服务功能完善的地方，但园区粗放发展不仅

浪费大量的土地资源，也造成大量的无效财政投

资。自然资源保护部公布的报告表明，我国国家级开

发区发展效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东北地区的固定

资产投资强度仅为东部地区的51.10%，西部地区的

综合地均税收仅为东部地区的40.55%（见表1）。
第五，制造业过快过早“去工业化”倾向比较突

出。虽然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

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

区域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万元/公顷）

10385.93
7332.74
7944.47
5307.24

工业用地地均税收
（万元/公顷）

864.23
408.83
387.99
547.51

综合地均税收
（万元/公顷）

734.30
327.03
297.76
350.37

工业用地综合
容积率

0.99
0.94
0.76
0.75

工业用地建筑
系数（%）

53.24
51.11
50.91
49.70

表1 我国四大区域板块的各类型开发区土地利用情况比较

注：评价的时点为2019年12月31日。参与本次评价的国家级开发区共541个，评价范围面积50.07万公顷，包括了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经济类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高新类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保护部发布的《关于2020年度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情况的通报》。

14



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持续下降，从 2012 年的 31.06%
降至 2021 年的 26.29%，下降了 4.77 个百分点。有

些地方出现了“脱实向虚”、片面追求服务业增加值

高占比等不合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且，传统产

业集群衰落退化进一步侵蚀制造业的基础。长期

以来，不少的传统产业集群高度依赖低成本要素投

入和海外订单，对转型升级的准备不足，也缺少技

术积累，于是在外部环境、过度竞争、环保规制、融

资难和成本快速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逐渐衰落，

如，温州的打火机制造等。虽然传统产业集群技术

比较成熟，但其萎缩则危及当地的制造能力和技术

能力提升。

三、优化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方向

鉴于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

阶段目标，我国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围绕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入手，

找准任务着力点，既要解决生产力布局的体制机制

问题，又要提升大国发展的战略布局高度。

1.完善要素配置与产业布局机制

从微观层面看，继续深入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

形成机制改革，纠正要素配置的价格扭曲，提高要

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从市场化途径探索产业布局

机制创新，促进各类形式跨区域产业合作，有效遏

制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布局。

完善要素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是引导要

素配置的“信号”，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反映

要素稀缺程度，也有利于引导要素优化配置。然

而，我国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相对滞后，各级

政府对基本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干预较多，要素配置

不合理、低效问题较多。当前，在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过程中，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着力点应

放在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推

进矿产资源、土地、水、电、气、热等要素价格形成机

制改革，让市场能较好地调节要素价格。在矿产资

源方面，继续推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建

立能够高效反映矿产资源使用成本的机制，完善矿

产资源税收征管。在电力方面，加强电力体制改

革，特别是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实施地区差别化的

电价政策，支持电力输出大省或大市建设高载能的

产业基地，就地消化富余的电力资源。在用水、用

气等方面，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更加合

理的工业用水和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探索试行大

用户用水、用气价格试点，鼓励水资源大省发展高

耗水产业，引导天然气资源大省根据当地条件发展

天然气化工项目。在用地方面，规范地方政府用地

行为，严惩地方政府变相利用土地向企业输送利

益，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以租代售、标准厂房出租等

工业用地弹性转让方式，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行

业特点建立企业“亩均产出”与要素使用价格相挂

钩的机制。

积极探索产业布局市场化机制。当前，产业园

区已成为我国产业布局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从产

业园区入手，推动产业布局市场化模式探索符合时

代发展趋势，也适应地方实践发展的需要。从产业

园区运营主体看，鼓励国内实力较强、园区运作经

验丰富的企业与金融机构、行业协会、投资服务中

介等机构合作设立平台型园区运营企业，由其负责

园区选址、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招商引资、项目融

资等业务，并为入园企业量身打造体系化、菜单式、

便捷性的“套餐”服务，从而改变以往地方政府通常

采用的“管委会+公司”的运营模式。从产业园区整

合看，这类平台型园区运营企业可以通过托管、共

建等途径把地方“一区多园”分而治之的模式变为

合而治之的模式，从而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园区实现

政策、空间、利益共享，也能够改变不同园区重复布

局、恶性竞争的状况，进而形成错位竞争、良性互动

的发展局面。从产业园区跨区域合作看，无论是地

方政府推动共建产业园区还是政企合作的产业园

区，都可通过共同出资设立的平台型园区运营企业

推动产业园区共建共享，通过市场化机制确保共建

园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可见，平台型园区运营

企业发展模式今后有望取代现行的“管委会+公司”

的开发区发展模式，更好发挥市场主体推动产业园

区升级、整合和共建的积极作用。

2.构建点线面高效组合的大国产业空间布局体系

从中观层面看，依托横向经济带和城市群、都

市圈等重点区域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跨区域

产业联动发展，着力构建纵横结合、多点支撑的制

造业布局体系，推动制造业面向国内需求和实现更

多国内配套，形成更韧性、更安全的产业体系，减少

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扩大国民经济发展的回旋余

地，同时也着力解决产业“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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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分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依托国家级大通道，规划建设纵横结合、产业

梯度转移、横向多层次合作的经济带。世界大国崛

起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持续健康发展要有多个经

济支撑带共同发挥作用。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带已

经成型，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山

东半岛、海峡西岸等若干个不同层次的城市群。然

而，随着产业生命周期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变化，

沿海经济带已进入优化开发的阶段，产业和人口持

续集中的趋势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同时，“一带

一路”境内段、长江经济带、沪昆经济带、中俄蒙经济

走廊、京广经济走廊等纵贯东中西的经济支撑带已

被列为或有可能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些经济带

可以依托已建或在建的高速铁路、铁路、高速公路等

重要交通干线，以沿线城市为战略支点，利用地带间

的产业梯度和城市间的产业协作，促进国内外产业

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更大

的回旋余地。

构建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发展圈”的开放型

区域产业体系。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

渝等核心城市群正凭借自身的价值链和知识链优

势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这些城市群产业链能相互打通、紧密衔接。

为此，有必要打破行政分割，深化产业对接协作。

目前，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内各城市相对封闭的产

业体系融合成为一个内外开放的现代产业体系，关

键在于要素资源配置、统筹产业布局、建立共同市

场以及打造对外开放高地。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

港澳大湾区，应优先考虑布局发展先进制造业，使

得部分行业能够率先实现从追赶、并跑向领跑转

变，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3.提升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中国产业全球战略布

局能力

从宏观层面看，随着全方位开放体系的形成，

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符合新发展格局要求，优

化调整产业全球布局，积极应对霸权主义、贸易保

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方面影响。从能力建设出发，

着力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和合理布局境外产

业园区，加快形成组织严密、富有竞争力的大国产

业优势。

高质量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能力的产业

集群。我国产业集群数量众多、发展层次差异较

大，宜采取分类支持策略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遏制局部地区不合理的“去工业化”趋势。如，

对于一批市场占有率较高、工艺技术成熟的传统产

业集群，要引导这类集群向创新型集群转型升级。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加快发展创新型集群和

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方向是：第一，改善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我国许多产业已形成集群

成熟的产业形态，但缺少相应的市场环境，长期打

价格战和技术模仿的恶性竞争透支了集群发展的

后劲，也限制了集群创新升级。在这种情形下，中

央有关部门应完善产业政策，加大对危害公平市场

竞争和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第二，

夯实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基础条件。政府、企业、

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都应建立有效的协

作机制，共同建设和维护产业集群发展的“公地”，

特别是共性技术供给的平台、网络和机制，完善行

业的创新体系和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第三，培

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世界级产业集群是由大中

小企业共同构成的群体，这些企业具有良好的竞争

和合作关系，同时也有各自的差异化优势，在世界

市场竞争中极有可能成为领军企业、隐形冠军或独

角兽企业。我国只有在不同行业领域培育出一批

优秀的世界一流企业，才能真正形成一批具有全球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也才能掌握市

场话语权、标准制定权和创新主导权。

优化布局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园区。从东道国

人口规模、战略区位、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营商

环境等因素综合来看，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建设要有

整体的战略安排：一是以东盟地区为重点，优先布

局高水平境外产业园区。以越南、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泰国为重要节点，以老挝、缅甸、菲律宾为辐

射范围，针对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处于工业化和

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阶段，统筹布局一批专业型境外

产业园区。这些园区重点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贸

易加工业、临港型重化工业和港口物流业，积极开

拓东盟市场。二是以南亚地区为重点，链式布局高

水平境外产业园区。以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

印度的沿海港口城市为重要节点，构筑印度洋海湾

型的境外产业园区“链条”。这些园区重点承接我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临港重化工业和部分服务外包

中间环节，重点面向南亚市场，兼顾欧美市场。三

是面向欧盟，布局建设高水平境外产业园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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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在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

波兰等国建设各种合作形式的境外产业园区。这

些园区要综合利用当地产业基础和我国制造和资

本优势，侧重发展面向欧盟市场的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轻纺加工业等产业。四是以南美地区太平

洋—大西洋沿岸港口为据点，点轴布局高水平境外

产业园区发展带。以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为合

作重点，依托四国的沿海港口城市建设一批高水平

境外产业园区，构筑南美大陆两侧相连的中国—拉

美产业合作走廊。这些产业园区要利用当地资源

和市场优势，主要面向拉美市场和国内下游产业，

重点承接我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资源深加工等

产业。

四、优化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存在的问题，考

虑未来发展需要和可能情况，下一步应从国家战略

安全高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出发，继续

完善有关政策，实施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

第一，规范地方政府产业项目的投融资行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地方政府设立的各

类投融资平台进行集中清理和整治规范的力度。

引导地方政府加强财政资金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

规范管理，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四两拨千金”的作

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对各类企业申报财政资金

使用去向的审计监督力度，严厉打击一批以骗取各

类财政资金为生的企业及其高管人员，将这类企业

和相关人员列入社会征信系统“黑名单”。建立各

级财政资金投资产业项目的备案审计制度，对财政

资金投资产业项目的绩效进行科学评估，将评估结

果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第二，出台体现地区差别的产业负面清单。根

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尽快完善《产业转移指导目

录》，工信部、发改委、统计局、工商总局、税务总局

等部门要建立产业转移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产

业转移的动态跟踪评估，及时把握我国跨区域产业

转移的基本动向。同时，在生态环境可承载的前提

下，引导各省（区、市）出台省级层面产业负面清单，

以县（区、市）为基本实施单元，明确不符合当地发

展的产业目录，并将此目录与项目审批、项目融资、

项目用地等衔接，探索跨部门联合审批机制。这个

负面清单每年发布一版，实行动态调整。

第三，深化跨行政区产业项目合作的财税、统

计、土地等行政体制改革。为激发地方政府开展产

业对接的积极性，中央有关部门应出台体现地区差

异化特点的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

制定迁出企业缴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在迁出地

和迁入地之间的分享比例和分享时限的指导意见，

原则上允许地方政府按照协议执行分享比例，不做

硬性规定。在地区GDP统计核算时，企业迁入地负

责迁入企业相关经济指标统计和增加值核算，并按

照协议规定的分享比例和分享时限将核算数报给

迁出地，计入迁出地的GDP，同时也将GDP统计核

算分享方案报省级统计部门备案。在建设用地指

标方面，允许企业迁入地在承接产业项目中向迁出

地转让建设用地指标，转让指标的收益根据协议规

定的分享比例进行分配。

第四，继续加强绿色发展的督察和激励。为限

制或禁止地方政府引进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中央

有关部门应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机制，加大督察

巡查力度，扩大督察巡查范围，把污染企业列入社

会征信系统的“黑名单”，对涉案的地方官员予以问

责。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高

绿色发展类指标的权重，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增强大

局意识，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在招商引资、企业生

产等方面自觉抓环保。引导社会智库继续推动

绿色 GDP 核算体系研究，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应用。

第五，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治理能力。中央有关

部门要深入总结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事

件冲击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跟踪监测系统，特别是要加强对保民生促稳定、行

业关键核心技术等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全链条

全周期运行的跟踪监测、分析和预警，及时采取针

对性政策举措，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积极

发挥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在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组织协调作用，推动税收、统计、

工信、发改、金融、海关、人社、自然资源、生态、公检

法等部门证券交易、融资、雇员、进出口、用地等方

面涉企信息共享。积极引导社会智库加强产业链

供应链治理领域研究，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一

些有价值、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第六，提高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针对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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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中央有关部门应要求各地设定合理的开

发红线，建立竞争性配额制等资源开采的市场化管

理机制，探索建立与开采强度相匹配的成本约束机

制，防止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进行掠夺式开采。同

时，中央要实施矿产资源全球布局战略，完善全球

找矿的战略布局，鼓励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到海外投

资矿山或采购价格更加实惠的矿产资源，探索形成

对我国有利的重要矿产资源价格影响力，建立全球

化的矿产资源产品上下游产业链，同步实施战略性

资源的收储制度，建设一批全国性资源收储基地，

加大对战略性矿产资源政策性和商业性收储。

第七，设立大城市工业用地保护区。借鉴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做法，划出工业用地保护红线，赋予工

业用地超越生产功能之外的功能，包括科技创新功

能、文化传承功能、战略储备功能等。中央有关部门

应将设立工业用地保护区作为创新型城市考核评价

指标，支持大城市城区老工业区、老旧厂房或工业园

区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条件下改造升级，出台配套

政策支持工业用地加强保护和盘活存量土地资源。

第八，强化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组织保障。

建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工作的部际协调机制，每

年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的规划方案、政策举措、效果评估等工作。中央有

关部门要负责牵头制定实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战

略规划，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国际形势变化，及时

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

思路建议，使推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成为维护国

家战略安全和大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工作。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cn），用现价美元计算。②长三角是用江苏、浙江、安徽、上

海三省一市数据计算，珠三角是用广东数据计算，京津冀是

用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数据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 2021》。③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④数

据来源：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发布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http://data.mofcom.gov.cn/）和 2022 年 5 月 20 日中共

中央宣传部举行“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有关情况发

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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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on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on a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Ye Zhenyu
Abstract: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has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n a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na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have positive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 changes show that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ce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gaps in per capita
GDP at provincial level have narrowed. The measures on ensuring security in development, serv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taken for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and targe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main directions of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include several aspects: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n micro level, building the effectiv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at has point, line and surface composition in median level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ies for strategic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industries in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urther mo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follow the leading of problems and targe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take
effective and accurate measures to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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