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人民日报/2017年/6月/11日/第 005版 

观察 

 

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相结合 
 

以空间优化增强发展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魏后凯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

新常态下，要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其中，增强区域发

展的内生活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利于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增强发展的均

衡性，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提高供给效率和潜在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四大板块”为地理单元、各

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这就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由此形

成“三大战略+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四大板块是基础，从国家战略

层面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三大战略是引领、支撑和桥梁，从全球和国

家治理的角度，聚焦国际国内合作和区域协同发展，致力于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区域发

展新格局。推动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相结合，是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将产

生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产生澎湃的发展新动力。 

    叠加效应：全面激发各地区发展活力。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属于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区域

发展战略。从空间范围看，四大板块是地带级的区域，合起来覆盖全部国土；三大战略的空间范

围则相差巨大，京津冀位于我国东部地区，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从战略类型看，四大板块是旨在统筹东中西、

协调南北方的全域发展战略；三大战略则强调打破地域界限，畅通国际和区际联系，以轴带（都

市圈）为重点构建经济支撑带，是一种轴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三大战略，

可以发挥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战略的叠加效应，推动形成点线面结合、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多中心

网络状发展格局，全面激发各地区的发展活力，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协同效应：促进资源共享和分工协作。目前，四大板块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东西发展

水平差距尚存，南北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又开始凸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

这种情况下，以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构建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

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体系，有利于促进各地区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

而形成 1+1＞2 的区域协同效应。这种区域协同效应是通过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

分工协作和协同行动实现的，它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协

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面。 

    融合效应：降成本、提效率、促创新。过去，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相对独

立，各板块之间缺乏连接的战略通道。而长江经济带从东到西覆盖 11个省市，“一带一路”连接

中国与亚欧非、涵盖全国所有省区市，京津冀地区则是连接四大板块的重要枢纽。因此，在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推进实施三大战略，能够打通四大板块之间及其与国外的联系，促进国内

外要素流动、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与互动，进而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促进创新。 

    可见，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相结合能够产生多重效应，激发区域发展的内生活力，将推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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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经济轴带，由此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经济发展新空间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增长点、新增长极、新经济轴带、中西部和沿海落后地

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等都是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发展空间蕴含着新的发展动力，新

的发展动力又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空间与新动力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