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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与走向
范 恒 山

摘 要：“九五”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与政策举措，不断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动“三大战略”实施，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大力推进新型

城镇化，进一步拓展重大平台建设，促进区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无论是区域发展还是区域政策设计，都存在

着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需要加以克服和解决。“十三五”时期，国家将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放在突出重要位

置，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和发展规划，并针对区域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和区域政策制定实施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相关思路和举措，推进“三大战略”实施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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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区域发展

不平衡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国家始终把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九五”以

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与政策举措，不断缩小

地区差距。“十三五”时期，将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区

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

一、“九五”以来我国区域战略和政策的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为迅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中央作出了让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部署。

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我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的同时，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开始拉大，缩

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任务提

到面前。从“九五”开始，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

的演进大体走过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缩小地区差距摆放到中央重要议事

日程。“八五”末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已经达

到了比较大的程度，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为此，1995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

出，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差距拉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应当把坚

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

坚持的重要方针。从“九五”时期开始，中央着手实

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

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第二阶段，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基于区

域发展的具体实际，1999年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2006年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并分别制定

了相关政策文件。至此，与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的战略一道，形成了中央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总体安排，一般称为“四大板块”战略。

第三阶段，“四大板块”战略的深化细化和实

化。“四大板块”战略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区域政策的

地区指向，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但从地理空间尺度来说，“四大板块”的划分仍

然偏大，针对性需要进一步增强。“十一五”以来，立

足于发挥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依照适宜的空间尺

度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大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推

进了“四大板块”战略实施的深化、细化和实化，也

推动宏观调控和经济调节从“一刀切”转向分类分

区指导。总体来看，是实行了“三步走”：第一步，实

现陆域重点地区区域政策指导全覆盖。研究制定

了近 120个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对重点地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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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了“一区一策”，大大细化和优化了区域政策

的地区指向。第二步，推进区域政策指导从陆域拓

展至海空。推动编制了有关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海

洋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在山东、浙江、广东

等地开展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推动设立了首个以

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功能区——浙江舟山群

岛新区；充分发挥重要航空枢纽的作用，推动设立

了全国第一个航空港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第三步，推进区域政策指导由内为主

转向内外联动。制定了面向东北亚、南亚、中亚、东

盟等一系列重大开放合作规划，推动建立了前海、

横琴、平潭、珲春以及喀什、霍尔果斯等一批重要的

开放合作实验区和边境开发区。与此同时，区域战

略和政策的深化、细化和实化还突出了三个方面的

重点：一是着力建设一批承载特殊使命的重要功能

平台。在浦东新区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推动设

立了天津滨海、重庆两江、广州南沙、甘肃兰州等国

家级新区，建立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综

合改革试验区，建立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成渝经济

区、中原经济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

带产业转移示范区等特色经济区。二是着力解决

老少边穷等地区发展问题。对一些重点贫困地区

和革命老区制定了专门的扶贫攻坚规划，出台了 5
个民族自治区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三是着力推

进区域合作联动。出台了推进长三角、珠三角和环

渤海地区改革发展和开放合作的相关规划和指导

意见，加强了对跨省区经济合作的指导，推动建立

了一批一体化合作示范区。区域政策的深化、细化

和实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中西部地区发展长期处于

落后状态的局面被扭转，一批重要的区域增长极得

以形成并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一批贫困地区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这一时期，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密集

出台和强力实施成为一个突出亮点。得益于此，区

域格局明显优化，区域经济迅猛发展，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充分肯定。

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区域政策的新发

展。党的十八大将基本建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体制机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

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强调着力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

向经济轴带。在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同

时，高瞻远瞩地提出并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取得

了积极的成效。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战略和政策的

发展与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战略和政策主要发展与

突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着力推动“三大战略”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总体行动纲领，

旨在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化与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开放与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和责任共同体。三年来，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加

强顶层设计，制定了总体行动规划和相关专项方

案；强化战略对接，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互动；

推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陆续开工建设一批

重大工程；深化产能合作，一批重要的产业合作园

区和重大项目生根落地。三年来，“一带一路”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在合作中开拓、在发展中完善，从无

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已有 100多

个国家和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

署了共建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

作。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是推动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北京功能混杂，带来了一系列“城

市病”，京津冀三地同质竞争，影响了各地各自的发

展和整体的提升。近三年来，着力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制定了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要和一系列专项规划，明确了协同发展

的路径和方向；积极攻克协同发展瓶颈，在交通一

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领域实行

率先突破；有序疏解了北京非首都功能，陆续启动

了一批疏解示范项目；合理优化空间布局，北京城

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进展顺利；推进体制创新，稳步

开展协同创新、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试验。长江经

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

展潜力，战略地位和区域支撑作用十分重要。按照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

的总要求，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进展顺利。在国务

院出台的指导意见基础上，制定了总体规划纲要，

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突出

解决重点问题，出台了加强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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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开展了黑码头、非法采砂等专

项整治，对沿江化工产业污染、船舶污染、干流水域

及湖泊生态治理等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和复查；以畅

通黄金水道为重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

一批重点工程陆续开工；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加快以省际协调联动为重点的开放合作体系建设。

第二，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

推进西部大开发，贯彻落实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指导意见和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优质生产要素流动和高新产业集

聚，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全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出台实施了

解决近期问题和推动中长期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规

划和政策文件，着眼于培育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着

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扩大开放合作。大力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围绕建设“三基地一枢纽”，积极打造支

撑平台，全面推进产业承接转移、“三化”协调发展、

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等各项工作。积极支持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加快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建立健全

国际化管理体制，探索陆海统筹新机制，更好地发

挥了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和辐射带动作用。

第三，大力实施脱贫攻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召开了高规格的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决定》。

明确了政策指向，组织编制《全国“十三五”脱贫攻

坚规划》，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项规划和支持政策；摸

清了贫困底数，在全国开展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

作，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落实了工作

责任，明确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

作机制，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

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提出了脱贫路径，按照因人施

策、因地制宜的原则，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

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

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与此同时，更加重视支

持特殊地区的发展，继续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

持力度，促进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

困难地区转型发展。

第四，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

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潜

力所在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中

央分别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出

台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规划，以人的城镇化为

中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展开。明确工作目标，

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确定了年度工作

任务和完成时限，并建立了部门、地方和相关工作

进展“一本账”的跟踪督导机制；推进相关改革，出

台了户籍制度改革、非户籍人口城市落户、支持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制

定重大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

规划、成渝城市群规划、哈长城市群规划等陆续出

台；开展重要试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特色小城

镇建设试点稳步推进，农村“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全

面启动，特大镇设市试点着手进行。

第五，进一步拓展重大平台建设。继续把重大

平台建设放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重要位

置。推动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先行先

试，目前，已分3批设置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继

续有序推进新区建设，国家级新区已达到18个。推

进临空经济区发展，一批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基础性

工作稳妥展开；推动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积

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与机制。此外，还开展

了产城融合示范区、城市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功能平

台的建设。

三、下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思路

虽然我国促进区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无

论是区域发展还是区域政策设计，都存在着不少值

得研究重视的问题，需要加以克服和解决。“十三

五”时期，国家将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放在突

出重要位置，总体思路是：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

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

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

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

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推进“三大战略”实施取得新突破。“一带一路”

建设方面，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互利，

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和重点国家，推进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

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撑等战略性优先项

目拓展落地。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坚持疏控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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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积极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有序推

进功能疏解承接平台规划建设，继续实施重点突

破，以年度重点项目和重大事项为抓手，加快推动

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继续在关键方面取

得实质性进展，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发展等相

关工作，着力建设协同体制，坚持改革先行，在破除

行政壁垒、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创新发展等方面形

成机制约束和制度保障。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方面，

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着力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交通建设、产业优化升级“三大

工程”建设，推动区域协商合作机制、长江流域合作

管理体制、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三项制度”建立，围

绕“三大工程”和“三大制度”，推进重点问题的治理

和重点项目的建设。

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落实好已

出台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研究出台西部大开

发、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十三五”规

划，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年规划，以解决

突出问题为抓手，以培育新经济、新动能为主线，以

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为导向，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继续支持东部

地区在改革发展重大事项上先行先试，提高国际竞

争水平和整体创新能力，推动其在引领全面小康社

会和现代化建设上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要针对区域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和区域政策制定实施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

一步完善相关思路和举措。主要有七大方面。

一是进一步优化区域政策的地区指向。精细

化地把握区域板块特点，细化区域政策指导的空间

范围，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一方面，对 20年来

区域政策实施的空间状况进行全面梳理，深入了解

地区覆盖情况、支持强度、实施效果等相关情况，总

结经验，摸清问题；另一方面，根据资源禀赋、区域

特点、功能定位、发展现状、增长潜力等，把握下一步

区域政策指导的地区构架、重点领域和基本内容。

二是积极创新区域政策。突出重点，在遵循抓

两头、带中间的总体思路下进一步把握重点地区的

特点与需求，精细化实施对策。科学施策，全面发

挥战略规划、政策安排、重大平台、技术手段、开放

合作等作用，依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问题灵活

进行策略调整和工具组合。协调联动，充分发挥政

府、企业、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全面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社会援助等各种手段，积极推动区

域间开展产业承接转移、重点领域统筹协调、重大

项目合作建设等一体化、互动性工作。优化方式，

着眼于发挥地区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财政、税收、

金融投资政策，从优惠性给予转换成促进性奖励。

三是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进一步厘清政策

的特性，把集中统一的政策指导严格限制在最必要

的范围内，各项政策的制定尽可能体现区域特点，

在最大限度内防止“一刀切”。细化区域要素分析，

努力做到一区一策，把不一样作为制定不同区域政

策的基本出发点。充分发挥地方的能动性，最大

限度地赋予地方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的权力，从事

权划分上促进地方决策从实际出发，不跟风、不搞

齐步走。

四是聚力解决地区分化问题。坚持外部支持

和内部着力联动、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共进、市场

拓展和品质提升并举，推动经济滑坡地区止跌回

升。通过创新集聚移植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把握共

享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普惠的机遇，促使欠发达地

区超越传统产业基础建立新型经济体系，实现后来

居上。强化政策激励，促进相关地区进一步发挥比

较优势，增强内在跨越发展潜力和区域竞争能力。

五是优化提升支撑平台。严格准入条件，着力

解决依靠平台装门面、通过平台避矛盾、借助平台

促形象等问题，坚持把先行先试、示范带动作为设

立和建设各类平台的基本功能。按照区域发展总

体布局，依据区位支撑能力、现实发展基础、未来增

长潜力等，优化支撑平台的类型与布局。把体现国

际通则、考虑周边环境、解决突出矛盾作为确立功

能平台先行先试内容的基本条件。加强各类平台

和各区域同类平台的差异性评估，避免平台同质化

或趋同化。科学总结各类功能平台的试验成效，及

时推广可复制、有效力的成功做法。

六是完善对口帮扶方式。加强人才输送、技术

转让、产业转移、资本投入等手段，促进输血型帮扶

转向造血型帮扶，着力培育被帮扶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与条件。着眼于实行可持续帮扶，逐步改变

一味无偿给予的形式，探索有效途径，把对口帮扶

建立在资源统筹配置、利益共创共享的基础之上。

七是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以人均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拥有财富水平以及公共服务

提供水平、可持续发展潜力等为主体，综合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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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现实发展状况，形成较为科学的地区发展指标评

估体系，依此确立国家支持的底线标准，提高区域

扶持政策的透明度和地区的公正性。坚持综合考

量和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建

立科学的指标体系，适时依此对国家重点扶持地区

进行评估，以准确把握区域政策的效果，建立支持

政策的规范化退出机制。

四、推进区域发展要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远近结合、软硬并重。基于当前的实际和实现可持

续协调发展要求，需要深入研究和科学处理好四个

方面的重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体现国家整体意志和照顾地方实

际需要的关系。国家经济是一个整体，必须基于全

局进行统筹谋划、协调布局、一体推动，但这不意味

着可以无视地方的实际需要。从根本上说，国家和

地方是一个利益整体，国民经济是地区经济的总

和，地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国民经

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有赖于地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

展。有鉴于此，国家调控政策的着眼点首先在于服

务地方，充分发挥各地方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作

用。要高度重视各地的实际差异和客观需要，基于

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实施分类指导。中央各部门

要积极发挥统筹协调和引导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

损伤而且应当有利于激发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创造

性和能动性。国家调控需要充分考虑地方的意愿，

兼顾地方的需要。宏观调控在操作上要注重方式

的灵活性和适宜性，更多地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

策和组合项目等把全局性的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和

明确的调控要求蕴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

设之中。

二是处理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强化特殊地

区支持的关系。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核心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必须恪守公平公正原则，把其作为制定各

项政策的出发点。与此同时，要继续强化对特殊地

区的支持。一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

穷地区的支持，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既是改变其贫

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需要，这既有填平补齐的特点，又有补偿还账的

性质，恰恰是体现公平公正的要求。二要强化对发

展改革试验区和示范区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为了进

行超前探索，探索路径，在政策设计上考虑了试验

主题的需要和周边环境、国际通行做法。这类试验

区和示范区一部分设立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

区，但这种支持与对发达地区全面实施优惠政策不

是一回事。

三是处理好重点制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与

着力缩小区域政策单元的关系。基于过去工作的

基础和法定事权划分，国家主导制定区域发展战略

规划的重点，应放到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加强对

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统筹协调，

推动沿大江、沿大河、沿边、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线

的经济带建设。与此同时，要按照中央要求，着力

缩小区域政策单元。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这种状

况决定了必须实施分类指导，而实施分类指导在空

间上必须突出重点，即分散进行、分块规划、分别实

施。从理论上说，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

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就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方

的比较优势，政策效果就越好。但区域规划可以根

据区域板块的细分状态，依事权由不同层级的政府

主体组织编制，不应由国家包揽起来。当然，一些

关乎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规划

与方案，尽管在省级区域内，但仍需国家组织和指

导制定，这是属于国家的事权和职责。

四是处理好区域承担国家重大任务与实现自

身跨越发展的关系。基于全局利益需要，国家必须

从各地的资源条件等出发，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

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意味着一些地方必须依照

国家的统一要求来配置资源，发展特定产业。这也

意味着一些地方发展的空间受到了相对的抑制。

对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这些承担全局职

责的地区能够不受拖累，与其他地区一样实现快速

发展。因此，一方面，各相关地区应在不影响国家

统一空间布局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有效

利用外部条件，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提升经济

效益。另一方面，国家要推动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

制，包括建立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和

补偿机制，以及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等。对那些

为承担全局职责而付出代价的地方，给予合理的补

偿和必要的支持。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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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９th Five-Year Plan”, our country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major strategies and policy measures,
narrowing regional gap and promoting the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mo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ree big strategies”, furthering implement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vigorously
implementing the poverty,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further expanding major platform construction. But
both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olicy design have many important problems need to be covercome and solv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plan, our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put promoting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to the highlight and important position, further implement the overal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mplement the policy
document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aims at new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weak links that ex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making, we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relevant ideas and measures, and
promote the“three big strategies”to implement new breakthrough.
Key Words：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Regional Policy；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晓 力）

2016年11月25日至27日，“创新驱动区域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桂林举行。研讨会由中国区域经

济学会和广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广西师范大学珠江-西江经济带研究院、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

心、广西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研究创新团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

办。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余个科研院所、企业和新闻媒体近200位参会代表。广西师范

大学副校长白晓军、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先后致开幕辞；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人文社

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科处处长林春逸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在主旨报告中，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研究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赵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科技部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刘峰研究员，

上海财经大学汪伟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俊杰教授等分别就轴带引领战略与珠江－西江

经济带发展、园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创新驱动区域发展新优势与新挑战、空间重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五大理念引领珠江-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演

讲，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共鸣与热议。

在高峰论坛环节，安徽省社科联程必定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刘志迎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蓝庆新教

授、湖北师范大学聂亚珍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张祥建教授等分别围绕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与缩小差距的

空间模式、开放式环境下的企业技术创新、中国自贸区财税制度创新、国家级开发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模式、自贸区“一带一路”跨境公共问题与合作治理等问题做了精彩发言。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任晓莉社长受邀担任高峰论坛主持人，并向大会介绍了《区域经济评论》创刊

以来的发展情况，感谢各位专家和学者对《区域经济评论》的支持。

本次研讨会准备充分，特色明显，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研究，

使其走向深入。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任晓莉社长、文瑞、齐爽编辑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与参会学者进行了

广泛深入地交流。

（文 锐）

“创新驱动区域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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