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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助于转型发展的技术装备和生产资源进口，以及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促

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拓展进口渠道，发挥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综合展会作用，增强进

口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二是注重东部、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东部地区

新旧动能转换，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承接东部

产业转移的能力，实现东西部联动发展；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力度，支持 深度参与“
一

带一路 “共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三是注重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加快培育绿色

经济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六，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防范贸易风险。一是继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结

合各自地理优势和产业特点，鼓励自贸区进行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加快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自由贸易港。二是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精简单证手续和推进“ 网上核查” ;

优化扩充国际贸易 “单一 窗口“平台功能，从口岸通关领域向国际贸易管理全链条延伸，并推动与境

外 “单一 窗口”的交流合作和信息互换，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三是加强贸易领域风险防范

能力。 提高防范贸易风险的制度水平，构建现代化出口管制及合规体系，健全贸易救济调查工作体

系，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等建设。四是关注中国大

宗商品的海外供应安全、通道安全和定价权问题，不断提高政府对贸易总体运行和风险防范的可控

能力。

2021 年即将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 要辩证认识战略机遇期和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不断开创合

作共赢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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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
“

十四五
”

时期区域治理创新

张可云

“十四五” 时期，中国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推动中国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并继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就必须处理好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使不同地区的发展潜力得到释放并形成区域发展合力。 《中共中央关千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指出，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

入分配差距较大”，这是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 处理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需要在区域治理方面进一步创新。 “十四五”时期，

中国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应对外部发

展环境的一次战略调整，必将影响各级政府的区域协调方式方法。

一、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区域间存在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或称区域分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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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肪等：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

区域发展不充分是区域内部存在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类区域问题，亦称“区域病 ”。 “十四五 ”

时期区域协调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而且始终是动态变化的。 唐朝中叶经济重心南

移，区域经济差距开始表现为南北差距，经过近 代的变迁，已从南北差距为主转变为东西差距为主。

地理学家胡焕庸千 1935年首次提出的胡焕庸线深刻揭示了中国的东西差距。此后 80多年，中国人

口分布的这种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动。 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从不同空间尺度考察。

(1)四大板块尺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与南北失衡。 2000年东、中、西与东北地区GDP

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3.44%、19.15%、17.51％与 9.90%,2019年分别为 51.88%、22.20%、20.82％与

5.10%。在这十年内，东部地区占比有所下降但经济总最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局面没有变化，中部与西

部地区的比重略有上升，东北地区占比下滑幅度过大。近年来，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速放缓，

而南方地区依然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扩大开始成为引人关注的区域发展新问题。2004—

2019年，南北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差距逐步扩大，经济增速近几年也出现较大的差距，2013年以

来南方地区的增速明显超过北方地区。

(2)板块内部尺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分化。 四大板块内部不同地区与省份的发展也是不

平衡的。 在西部地区内部，西南地区远远超过了西北地区，自2011年开始，西南地区的增长率开始

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并持续至今；在东北地区，大连、长春、沈阳与哈尔滨同其他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发

展落差十分明显；在中部地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发展势头较好，而安徽、江西与山西缺乏带动力

强的增长极；在东部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与上海等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而河北、海南

等增长相对乏力。 地区基尼系数2014年为 0.39, 2019年上升到0.41，地区不平等程度攀升。

(3)城市群与城市尺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强弱不一。 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

角洲与京津冀地区一直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主要集中地，始终保持龙头地位，这三个地区的城市群

与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地区构成了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域，2019年中国 17座进入万

亿俱乐部行列的城市全部分布在这一区域。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城市集聚不足，城市群

或都市圈要么尚处千发育期，要么还未成型。

区域发展不充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的东南沿海畸高的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另 一方面，“穷 ＂＂堵 ”“老 ”三类区域病并发。 心＂穷 ＂＂堵 ”“老 ” 

并存：问题区域发展不充分。”穷 ”是指落后区域面临的问题，＂堵 ”是指城市病的突出表现，“老”是指

老工业基地（或称萧条区域）的衰退问题。 这三者对应的问题区域分别是落后区域、膨胀区域与萧条

区域。 ＂穷 ＂＂堵 ”“老”是笔者为了便于记忆而对三类区域病所做的通俗归纳。 在四大板块中，＂穷 “区

域主要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但在其他板块中也存在此类区域，例如东部地区的环京津贫困带，中

部地区的罗霄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堵 “区域主要分布于东部

地区，但在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大城市也存在人口与经济活动密度过大的问题。”老“ 区域在东北地

区最集中，但是在东部（邢台、韶关、徐州等）、中部（襄阳、开封、马鞍山、景德镇、大同等）和西部（包

头、石嘴山、克拉玛依、攀枝花、自贡、遵义、天水等）地区也存在老工业基地。 ＠增长极扩散效应小：

省会城市集聚不足。 ＂穷 ”与“老”问题的存在是与这些类型地区所在的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不强

有关的。 在前述菱形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中心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自身集聚不足，市场潜能相对

较小，带动能力有限。因此，《建议》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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