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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标志着这一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的深入实施，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

不断增强。但部分区域在产业布局上缺乏科学规划和合

理布局。各地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阶

段，加强东、中、西部产业协作，合理分工、优化发展，推动

产业在区域间的合理转移和布局，同时也要引导各区域根

据自身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区域发展互补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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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峰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标志着这一战略上升为国

家战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

施，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区域发

展协调性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积极深度

融入新发展格局加速生产要素流通，在承

接产业转移和创新发展方面发挥比较优

势，与其他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产业

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产业生态是各产业之间相互作用、相

互依存而形成的跨区域跨领域复杂系统，

强调产业的共生互动与协同发展，其本质

是通过产业链纵向延伸、创新链横向融合、

要素链网络化配置而形成有机的整体。我

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产

业生态建设可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区域间优势互

补和资源共享，形成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

区域经济格局。

一、现实需要：
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

区域发展根基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技术革命突破

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我国区域性产业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主要源于资源禀赋、技

术水平和市场结构等方面。

（一）资源互补。东部地区资本密集、

科研活跃，创新策源能力突出，中西部地区

能源、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产业转

型发展迫切。例如，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

部高耗能产业转移，既满足东部绿色转型

需求，又实现资源价值转化。

（二）技术互补。东部在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领先，中西部在农

业现代化、绿色能源等领域具备特色。通

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合作，可形成“东

部研发—中西部制造”的协同模式，各扬所

长，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市场互补。东部市场供需两旺，

中西部内需潜力需要释放。区域协调发展

可推动技术、商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通，如

长江经济带打破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壁垒，

建立统一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

积极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

协同发展格局。

二、现实问题：
产业布局不科学、产业协作差距大

部分区域在产业布局上缺乏科学规划

和合理布局，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存

在产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制约

了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不足。上

下游供应链脱节现象普遍，难以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上游产业的供给能力不足，多集

中于原材料供应或初级产品加工环节，缺

乏深加工能力，无法满足下游产业的需求；

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强，无法有效带动

上游产业的发展，制约了区域产业生态建

设的整体推进。

（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滞后。西部

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和

自主知识产权；传统产业比重过高，产业升

级步伐缓慢，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对当地资

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挖掘和利用不足，与

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匹配不上，只能

在低水平循环，导致产业结构单一、同质化

竞争严重。

（三）政策等要素亟需突破。现行财税

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追求本地产

业链“全闭环”，导致区域间产业生态割裂：

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基础设施配套不完

善，部分区域环保设施、水、电、路、气等核

心要素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制约产业

集群发展。

三、突破路径：
积极构建互补共赢的区域发展

格局

各地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

和发展阶段，加强东、中、西部产业协作，合

理分工、优化发展，推动产业在区域间合理

转移和布局，同时也要引导各区域根据自

身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区域发展互补

共赢。

（一）加强空间协同，做好产业梯度布

局。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加强政策统

筹、信息共享和市场联动，突破行政区划壁

垒，打破地域限制，携手落实国家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明确各自产业链分工，实现各类

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形成“核心区域—节点区域—腹地区域”梯

度分工。积极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形成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如东部重点发

展“硬科技+现代服务”，中部打造“先进制

造+物流枢纽”，西部培育“特色资源+清洁

能源”，建设“东数西算”“西电东送”等跨区

域新型基础设施，降低要素流通成本。

（二）加强政策协同，创新产业协作模

式。设立“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协同发展

指数”“合作共享效益”等高质量发展指

标，率先在经济大省创新构建开放、协同

的考核体系。建立全国统

一的产业生态云平台，打

通各省份间的市场需求、

产能分布、技术研发等信

息壁垒，实现“一业一链”

精准匹配，提升产业链响

应速度。制定跨区域科技

成果转化措施，支持高校

和科研机构跨区域合作，

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区域技

术转移中心。推广跨区域

产业联盟和产业“飞地”模

式，实现成本共担和收益

共享。

（三）增强主体协同，

推动产业链价值增值。推

动“链主企业+链上分工+
服务平台”共生演进，鼓励

链主企业跨区域并购重组，通过股权投资

带动中西部配套企业升级，形成更加紧密

的供求关系，实现研发、制造、服务环节的

价值闭环，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推动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增长

点，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形成类似“乔木

—灌木—草本”的立体产业生态。建立区

域人才共享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缓解中西部人才短缺问题。加速推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要素市场制度

和规则，推动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跨

区域自由流动，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成本。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均

衡，更是经济结构、产业质量等方面的协

调，绝非简单的“削峰填谷”，而是通过产业

生态的有机整合，实现区域发展向更高水

平迈进。在未来的发展中，各地应加强对

产业生态建设的重视和支持，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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