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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rrent imbalance, inadequacy and cross-regional construction 
lag phenomenon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licy of “jointly focusing on big 
protection and not engaging in big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smar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mong regions through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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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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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具体实践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区域发展存在
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跨区域建设的滞后现象。随后，详细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引导区域协调
发展，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和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应用。论文强调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政策的重要性，以及通过产
业转型升级和协同治理，推动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和智慧生态建设。这一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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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球化与地区间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区域

协调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

地理范围广泛、地域差异显著的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尤为突出。从东部沿海的高速发展到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滞

后，这种悬殊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经济整体效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的战略指导，旨在通过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实现全国范围内

的均衡发展。此外，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在推动

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也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中不可或缺的考量。

2 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现状

2.1 区域发展不平衡
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地区间和城乡之

间的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早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

势，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完善，而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

基地地区则相对滞后。此外，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也日益

显著，城市集聚了大量的资源和资本，而农村地区则面临人

才流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从 2009 年开始，国家陆续

出台了三十余个区域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这些战略旨在通过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然而，尽管区域

战略的目的在于促进平衡发展，实际操作中却遭遇了诸多挑

战。一方面，由于战略众多，各区域开发计划在财政支持、

资源配置上显示出竞争性和重复性，导致了资金和资源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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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影响了战略的集中执行力。另一方面，各区域发展战略

在发展目标和路线上存在高度相似性，缺乏针对性和创新

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发挥。

2.2 区域发展不充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中国虽然

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但区域发展的不充分仍然是一

个突出问题。首先，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严重。各地区为了保

护本地经济利益，采取了一系列地方保护政策，这不仅限制

了外地企业在本地的发展和市场竞争，也阻碍了区域间的经

济合作与资源共享。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市场分割，削

弱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影响了经济的整体

效率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其次，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经济

发展时，往往出现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同质化。许多地

区不注重挖掘自身特色和竞争优势，而是模仿其他地区的成

功模式，导致大量资本和资源在相似项目中的无效投入。这

种趋同性的产业布局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还因为缺乏特

色和创新而导致区域经济竞争力下降。最后，由于区域内部

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加之缺乏有效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各

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受到阻碍，区域间矛盾和利益冲

突不断激化。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和不

稳定状态，阻碍了全国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也

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区域发展不充分的问

题不仅限制了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还可能导致区域发展战

略效果的大打折扣，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构成挑战 [1]。

2.3 跨区域建设落后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尽管

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跨区域建设与管理的落后

问题仍然突出，这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平衡发展构成

了重大阻碍。首先，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不足。中国目前在

跨区域建设和管理方面缺乏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关

政策措施不够具体，无法有效指导和规范跨区域合作与发

展。这种法规缺失和政策不明确的状况导致了地方政府在执

行中存在解读不一致和实施难度大的问题，从而影响了跨区

域项目的推进速度和效率。其次，跨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

有效的跨区域协调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但目前中国

在这方面还不够完善。不同区域在资源配置、经济规划和发

展策略上往往缺乏必要的协调与对接，导致区域间的合作频

繁出现阻碍，无法形成合力，从而降低了政策效应和资源利

用效率。最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不足。跨

区域建设不仅包括经济项目，还涉及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的均衡布局。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和政策重点的不一致，导

致一些地区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不能得到有

效整合和优化，这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的整

体竞争力。跨区域建设的落后不仅使区域发展之间的割裂问

题加剧，也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从而阻碍

了国家区域经济建设计划的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
区域智慧生态发展

3.1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对

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核心理念之一便是“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这一战略思想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注重通过系统思维和区域协同合作，推动长江经济带的

可持续发展。首先，长江作为中国最长的河流，其生态系统

的健康直接关联着流域内多个省市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

因此，实施“共抓大保护”战略，意味着必须从整体上把握

和统筹长江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这要求强化系统思维，

加强各省市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行动的

同步性，从而形成上中下游的协同发展格局。其次，战略的

实施强调优化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岸线资源。通过

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旨在整合沿江的水安全、防洪、治污、

港岸、交通和景观等多个方面，解决过去沿江工业和港口岸

线的无序发展问题，推动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环境的综合治

理。最后，该战略还包含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布局。通

过大中小城市结合、东中西部联动的策略，利用长三角、长

江中游以及成渝等大型城市群的发展优势，带动整个长江经

济带的均衡发展。这种区域联动不仅促进了资源的有效流动

和优势互补，还有助于整个长江经济带在生态文明建设、创

新驱动和协调发展方面成为国内的示范带。这一战略的核心

在于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通过整体规划和区域合作，

确保长江经济带既是生态文明的建设示范，也是经济发展的

新高地 [2]。

3.2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针

对黄河的生态治理和发展采取了“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的战略。这一策略重点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水

沙关系调控，以及全社会的节水行动，确保黄河的长期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首先，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其复杂

的水沙关系历来是治理工作的难点。因此，战略中提出要紧

紧抓住水沙关系的调节，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这是治理黄河

的核心。通过解决九龙治水的问题，即过去由不同部门分头

管理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实现对黄河治理的集中统一，从

而提升治理效果和效率。其次，该战略中提到的河道和滩区

综合提升治理工程，目的在于减缓黄河下游的淤积问题。这

种综合性治理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黄河的自身调节能力，

还能确保沿岸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战略

强调以水资源为刚性约束，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来规划人口、城市、产业发展。

这种方法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旨在避

免过度开发和不合理用水需求，从而推动黄河流域可持续发

展。最后，全社会的节水行动也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推广节水产业和技术，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实施节水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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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推动节水文化的普及，战略旨在根本上改变传统的

用水方式，从粗放式向节约集约型转变 [3]。

3.3 推进一体化协同发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推

进区域智慧生态发展已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方向。京津

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

例子，它不仅涉及环境保护，还包括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

构调整和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在京津冀地区尤为重要。该地区通过增加清洁

能源供应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是对

未来发展潜力的投资。其次，京津冀协同发展强调了生态环

境的联建联防联治，这体现了一体化发展策略中的系统思

维。通过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模式，这是

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一种重大调整和优化。此外，京津冀一体

化还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水利和公共服务设施。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区域连接性，还促进了区域

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府机构搬迁和城市副中心

的规划建设也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措

施，不仅可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还可以促进区域内人

口、资源和产业的合理分布，减少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带来的

社会环境问题。最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是

保证京津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培养一支政

治过硬、专业过硬、能吃苦、富有创新精神的干部队伍，为

京津冀区域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和人才支持。京

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展现了中国在新时代下推动区域发展

战略中的智慧与创新，这不仅为京津冀地区带来发展机遇，

也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3.4 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辽

宁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强调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性。此举旨在从重工业主导的“一柱擎天”局面转变为一个

多元化、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工业体系。这一转型升级不仅仅

关注增量，而且注重提升存量质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

升级。辽宁省的转型升级策略，以“五个一工程”为核心，

通过“项目建设年”活动的深入推进，以大项目驱动大产

业，进而促进经济的全面提升。在实施过程中，重点关注引

进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大项目和好项目。这些项目

不仅能够提升地方产业的整体水平，还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增长点。辽宁省在招商引资方面采取了创新和精准的

方法。比如，通过提升招商主体层级、突出引进大央企和世

界 500 强企业，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合作，这不仅提

高了外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确保了发展的速度和高度。

同时，积极响应京津冀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通过技术改

造和对外合资合作，支持地方龙头企业成长为行业领军者。

此外，辽宁省还特别重视项目建设的实际推进，如天赢生物

黑木耳项目和高铁服务区建设等，确保这些项目能够早日竣

工并投产，从而快速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4]。

4 结语

论文通过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区域智慧生态发展中的实践应用，揭示了该思想对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远影响。从长江经济带到

京津冀一体化，再到辽宁产业转型，各地在坚持生态优先和

绿色发展的前提下，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生

态与发展并不矛盾，而是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和系统管理实现

共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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