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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目的，正是着眼于缩小各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差距，重塑经济新格局。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首先要系统了解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深刻内涵，揭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促进各区域在存在适度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互联

互通、分工竞合，最终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发展的经济体系。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历程中，理论上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已有较多成果，但

在应用研究方面还相对薄弱，与实际经济现象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新兴技术衍生的技术区域差

异研究，第三方力量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研究，测评体系指标研究等问题，一些概念有待规范，

研究方法模型有待开发，相关经济理论有待建立，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从分析方法来看，目前许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献的分析方法局限于定量指标分析，或

定性理论研究分析，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技术创新、生态环保、金融投资，

对外贸易、区域规划等多领域、多层次、多指标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仅仅采用单一方法，难以

形成较为科学的结论，因此要引入系统论的思想，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层面进行考量，采用实

证研究、主成分与因子分析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

最终构建相关数据模型，并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分析，提取最具有共性的区域因素指标，这

样才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型和科学的评价体系。 

    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有区域重点发展论、区域发展中性论、非

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等理论，但研究内容仍需要从以下四点进行加强：一是加强因素全面性研究，

要因地制宜地挖掘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内外因素，特别是新兴产业衍生出的信息、科技、生态环境、

体制创新等新因素的影响。二是加强发展模式研究，深挖区域间竞争模式、合作模式，扶持模式

等，结合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采用不同的区域优势匹配的方式，加大对跨区域治理、

城城联动、城乡一体化、边缘区域协调发展、国际区域竞合等模式研究力度，形成各具特色的区

域协调发展研究范式。三是加强协调机制研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规划机制、市场机制、合作机

制、扶持机制、互助机制等，通过规划机制研究形成协同规划合力，对市场机制研究打破行政区

域局限，通过合作机制研究形成区域人才、技术等资源共享体系，通过互助机制研究倡导发达区

域对欠发达区域的互助互惠发展，通过扶持机制研究推动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推动欠发达区域发

展水平提升。四是加强测评标准研究，虽然目前测评标准研究尚未统一，但可以尝试采用综合指

标评价体系和层次性指标体系两种方式相结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展程度和协调程度进行指标

量化，通过对经济发展增速、基本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水平、资源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数

据进行标准化，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对比研究，较为科学地测量各区域协调发展进程。 

    从实践研究来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

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政策，充分证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实

践成果丰硕。但仍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实体经济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以实

体经济为核心，把统筹区域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的实体产业集群，拉动各地区实体经济蓬勃发展。

二是加强培育增长极研究，通过形成多区域发展动力核心，打造东部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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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南创新高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

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多极点增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深化开放型经济体研究，坚

持深化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抢抓机遇，加大开放合作力度，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加

大西部开放力度，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

经济发展水平；全力提升内陆开放水准，加快培育发展符合内陆地区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和新兴

产业，全面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形成沿边、沿海、内陆互联互通、

高效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