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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谈】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四篇）
编者按：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关于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十三五”时期优化区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保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必然要求。从“十三五”发展战略联动角度来讲：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是进一步丰富和

完善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承载

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支撑；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促进区域空间集约高效利用，最终实现绿色发展的重

要途径。因此，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有效地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如何更好地挖掘区域发展新空间在“十三

五”发展战略联动中的带动引领作用，应该着重关注哪些问题？本期笔谈栏目特邀数位学界知名专家就此话题开

怀畅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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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至更长一些的时期内，在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战略部署中，除涉及国际战略的

“一带一路”外，国内战略主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两个重点。在制定这两个区域发

展规划时所确立的新思维和新要务，标志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新态势和新时代，也显示了区域经济增长

的新空间。

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编

制的过程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

改委”）首先于 2015年 12月 30日发布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并突出地将京津冀地

区PM2.5平均浓度的控制作为关键指标之一，明确

提出，到 2017年PM2.5平均浓度要控制在 73微克/
立方米左右，到2020年PM2.5平均浓度要控制在64
微克/立方米左右，比2013年下降40%左右。而“疏

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内

容之一。

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改委将据

此在2016年编制出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等。而在此之前的 2016年 1
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期间召开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

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是长江经济带发

展新思维、新要务的画龙点睛之笔。

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

中，突出的是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不平衡现象，例如

大城市病、非首都功能过度集中于北京等问题的治

理。也就是说，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对于经济发展

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负效应给予了

更大的重视，在发展的各项目标的优先顺序中，生

态平衡和环境质量被置于前列。这是中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表

现为自然条件和人类创造的条件，前者是自然财

富，后者是人造财富，主要是通过工业生产所创造

的财富，而工业的本质就是将原本无用的物质转化

为有用的物品。在 20世纪 70年代之前，中国处于

极度贫困和物质匮乏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人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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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乏。因此，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思维，重要工业

产品生产的从无到有，是压倒一切的重要目标。作

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工业界代表性人物之一——王

进喜，有一句鼓舞全国并受到宣扬的豪情壮语：“宁

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

精神。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各地区不惜破坏环境，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人造财富

而破坏甚至毁灭自然财富。一位地方领导面对工

业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恶化，曾经无奈地说：我们哪

能不知道环境破坏的危害？但贫穷没有活路，要命

时明知是“毒药”也得喝啊！那是一个“血拼”的时

代，也是一个无知无畏的年代，即不知因破坏生态

环境而导致的损失，需要以怎样的代价才可弥补？

人类活动如果异化为对自然的掠夺，就会走到发展

的反面。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和谴责当年，所幸的

是，今天我们站在了拥有相当财富的基础上，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袋里有钱豪气冲天，终于可以有胆

量和底气地说：既要金山银山矿山，又要绿水青山

蓝天。当然，如果真的是站在了高高的金山银山

上，甚至也可以豪迈地说：“宁要绿水青山蓝天，不

要金山银山矿山！”不过，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发达到

那样的水平，还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愿望，各地区仍然必须拓展更大经济

增长空间来寻求更高的发展目标。

今天，中国处于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工业化

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是，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的目标正变得

越来越重要。在各项目标选择中，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目标的权衡是一个核心问题。各地区拓展发

展的新空间，实际上就是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和共享的新思维和新路径，实现人民生活的更高

质量。

如前所述，工业的本质是将无用之物转化为有

用之物，将有害之物转化为有益之物。因工业的发

展反而使得有益之物（绿水青山蓝天）变成污水、荒

山和雾霾天而有害于人类，这是工业的异化，是违

背工业本性的反理性现象，即追求财富的过度工具

主义倾向，走到了不择手段地掠夺自然的极端，成

为没有理性和良知的疯狂。制止这种掠夺和疯狂，

让工业化回归其理性道路，规范其行为方式，正是

中国当前的历史性要务。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成果

所表明的：“总体上，中国面临较大的生态压力。对

大自然的索取已经远远超过其持续的供给能力，需

要约3.4个中国才能满足目前对大自然的需求。若

不采取得当措施，中国生态环境将继续恶化，并发

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可能

经历过一段“镀金时代”，无度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欲

望，可能将世界引入歧途，而置自然环境、生命安

全、道德规范于不顾。但人类终会觉悟，镀金不是

真金，失范的大开发是对工业化本性的根本背离，

是对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的

根绝性恶行。

当然，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不要发展经济，相

反，发达的经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和必要

基础。经济贫困、技术落后，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生

态环境质量。对各地区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

到，从总趋势看，经济发达水平同环境质量具有高

度的正相关性，其最终表现就是人类预期寿命的不

断延长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世界各国的历史

都表明，以发展停滞谋求环境良好，是行不通的。

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工业化过程不

可分割的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实际上就是用大自然

与创新力协同推进人类发展。在中国区域发展中，

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将成为彰显这一客观规律，体

现区域发展新思维、新要务的战略重点地区。事

实上，其他地区也都必须循此方向，才可能实现健

康与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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