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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2018 年 11 月 18 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

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

场关系，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际利益补

偿机制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同时要看到，我国

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无序开发与恶

性竞争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区

域发展机制还不完善，难以适应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

要。为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现就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

新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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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

体相当的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

策壁垒，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

协调发展新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发

展方面的引导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有效有序运行。 

——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加强中央对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明确地方政府的实施主体责任，充分调

动地方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本地区协调发展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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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进一步细化区域政策

尺度，针对不同地区实际制定差别化政策，同时更加注重区域一

体化发展，维护全国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出现制造政策洼

地、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 

——坚持继承完善与改革创新相结合。坚持和完善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行之有效的机制，同时根据新情况新要求不断改革创新，

建立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瞄准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的目标要求，破解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在建立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机制、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区域发展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

在完善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区域互助

机制、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区域协调发展

新机制在有效遏制区域分化、规范区域开发秩序、推动区域一体

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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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5 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实现区域政策与财政、货币等政策有效协调配合，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显著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大体相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重要支撑。 

——到本世纪中叶，建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

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完善区域治

理体系、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更加

有效，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二、建立区域战略统筹机制  

（四）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以“一带一路”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

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

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沿海、内陆、

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以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骨架加强重大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

区域发展新格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河北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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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

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

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以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

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

量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

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以北京、天津为中心

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以上海为中

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香港、澳门、

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

带创新绿色发展。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

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

板块融合发展。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协调对接，推动各

区域合作联动。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五）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推动东部沿海等发

达地区改革创新、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支持中西部

条件较好地区加快发展，鼓励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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