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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无论是

坚定不移地向着进一步全球化的方向顺利推进，还

是遭遇反全球化逆流干扰而曲折前行，不断地更有

效地实现人员、物品、资金、信息、思想的畅通，都是

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畅通也

是区域发展的基本路线。进入新时代，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需要更加畅通、更大开放的国内国际大环

境和经济双循环新态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全面体现对人民的关切，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各

地区经济实现多路向、全方位畅通运行，形成更大开

放的大国经济新格局，将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中

国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将推动形成新时代区域经济

发展新格局新态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新

时代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与中国相似的国家，中国

历来强调和坚持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

国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但直到2022年中共

二十大召开，党中央才正式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的发展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

代，不仅是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的新时代，即中

国强势崛起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而且

没有悬念地将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大国，给世界

经济政治格局以极大影响，促使经济全球化形态发

生巨大变局。在这样的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区域经

济也进入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期的发展阶段。因

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观察和研究，必须从这个新的

时代背景出发。

对于中国，20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标志，预示着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征程。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的

迅速崛起表明，人类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形

态可以具有多样性。各国的国情特色决定了规则有

别，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非只体现西

方情势和西方模式，而必须包容世界各国选择符合

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容忍各国规则的一定差异

性。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认知，那么，承认各国特色差

异还只是第一步，从新阶段开始，必须从这一世界大

变局的“节点”继续往前走而绝不是往后退，即必须

在认知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继续实现经济全球化

新形态背景下的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开放。所以，

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各规则空间的相容、接轨，形成

“和而不同”的一体化系统。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

阶段新格局下，区域经济发展新认知和新格局的世

界大背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的格局变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局，

中国经济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今非昔比。实际

上，世界各国都在上述大背景下，或主动或被动地转

变认知，调整发展策略，在这样的情势变局之下，必

须以新的思维来观察和认知当今世界经济秩序演变

的走向。

从其建构取向来看，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在“微

观—宏观”范式的主流经济学认知的基础上，由美国

等西方主要国家参与支持下形成的。一方面，世界

各国的经济体都高度微观化。另一方面，国际经济

则在美国主导下实现类似“宏观”均衡的状态，以及

必要的国际性调节。这是一个想象中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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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并不现实。特别是当中国经济强势崛起，各

国经济和各经济区域各具特色并影响力日强，使得

现行国际秩序的“微观”结构和“宏观”构想，实际上

都难以适应高度多样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特别是，

“区域”作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场域和主体性存在，

正在成为域观化世界中的突出重要现象，全面而深

刻地决定或影响着整个经济世界的大格局。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之地理环境的巨

大差异，各国各区域经济必然是高度差异化、各有特

色的。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差异化的区域经

济，畅通和开放地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

系。之所以能够畅通和开放地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

全球经济体系，是因为要在底层逻辑上承认市场经

济的一般规则，因此，各区域经济才具有内在的可接

轨、可协调、可一体化的性质。这是认知和研究区域

经济发展域观范式的逻辑基础，即世界规则有异有

同，可以实现“和而不同”的秩序格局。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的畅通发展

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中国

实现现代化经历了信仰式、追赶式和中国式三个认

知阶段。所谓“信仰式”认知，就是基于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以及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将中国现

代化进程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

会的宏大历史叙事。所谓“追赶式”认知，就是承认

中国经济的落后，并认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决

心通过体制改革，奋起直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这是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赶超过

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经济，而且承认和允许一

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其他

地区富裕。中共二十大确定的“中国式”认知，是在

前两个阶段认知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是在

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的支持下，

自信地认知到，中国现代化有条件以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气魄，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总之，中

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事业，但仍然体

现出“畅通是基本路线”的人类文明共同特征。

在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的支持下，中国实体经济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畅通性极大增强。中国经济

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业务合作效率，堪称世

界之优。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一些地区的制

造品，即使是“小商品”，也可以大规模行销世界，甚

至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的供应丰缺。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经济的畅通性得到历史性的改观和极大提升。

以此为标志，就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摆脱落后，

完全可以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完全可以称得

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新征程。中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态势、格局和观念也将发生新变化。特别

是，区域经济的开放格局与国际畅通性的关系将发

生历史性的新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可以称

为“发展中国家”，那么，其含义也已发生了实质性变

化。“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这一人类文明发

展的最显著表现，在中国区域发展及区域经济格局

演化中体现得极为突出，这也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性条件。

区域经济畅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经济增

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也

直接体现在这个重大关系上。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看，今天的世界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在此

阶段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更重要的内容。如果

说过去的工业化是“向自然进军”“战胜自然”，来实

现经济增长；那么，今天的工业化则是“以自然为母”

“做自然之友”，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这是高质量发

展的工业化的最基本特质。总之，对人类发展来说，

后工业化阶段尚未到来，工业化的新阶段是对高质

量的追求。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更自觉地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四、国际经济区域化新格局与中国区域经济的

开放发展

现实存在的全球经济格局是：人类发展中不同

的文明形态、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行为表现，共

存于同一个世界，命运相关相连，但又各具特色。这

就产生了一个突出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不同的区

域，包括国际区域和国内区域，经济行为的规则必有

一定的异同相间性，因此，人类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

新时代，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世界处于规则博

弈的时代，最大的冲突是规则冲突，因而人类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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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是，不同规则的接轨和协调。区

域经济的畅通发展越是向着开放性格局演化，这个

问题就越是突出和复杂。

目前，经济全球化向新形态演化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国际经济越来越具有区域化的性质。这主要

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构建形成的世界经济

秩序正在面临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重大变化的挑战。

由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充当世界警察和国际协调强

权，来应对全球经济贸易的无政府主义格局——这

样的国际秩序体系已经非常不合实际。所以，必须

通过各种协议方式，来实现规则协调和经济行为接

轨，以避免秩序紊乱甚至发生严重冲突和战争。这

就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区域化趋势，以此应对无政府

主义的世界体系可能产生的不协调和冲突，从而形

成适应国际区域协调和国内区域平衡的经济全球化

新态势。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经济

的区域格局不仅关系国内各主要区域的有序发展及

区域间的协调平衡，而且与国际经济的区域格局和

发展有着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关系。一方面，对内

成为区域经济格局重塑的开放通道和经济开放区

域；另一方面，对外形成各类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巨

大舞台和通道。这样，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也将更

畅通更协调更平衡，可以向着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

腹地方向，施展更大的经济张力，形成国内经济区域

和国际经济区域更深入的“经济双循环”格局。

由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

格局变化，使其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

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区域经济以及对其的

研究主要被视为国民经济内部领域，是国内经济整

体中的次级经济以及研究主题。而在新时代，区域

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研究已经走到国民经济的前

沿，在许多情形之下，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首当其

冲的领域和研究主题，需要先行、先试、先突破。特

别是在规则博弈中，区域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区域

化的格局，必然要求进行不同形态经济体和经济规

则间的挂钩、协调、合作新探索。对于国家整体而

言，“敢闯”“敢试”已不是发展主线，但对于区域经济

而言，要实现协调发展，没有现成的道路，必须要有

更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性思维，实施因地适宜的各种

“战略”之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

及的、已正式列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的“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

化战略”就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现代化等；还有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各具历史地理特质地区的

发展安排；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京津冀地区、长江经

济带、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地区、雄安新区、成渝双

城经济圈地区等，被赋予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性功

能；沿海地区则要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

做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而对于新型城镇化

战略的实施，则要大力加快构建各类具有区域特色

的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

局，创新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打造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从“信仰式”“追赶式”，

提升为“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中国特色，

具有高度开放，并且在开放中实施具有国家战略性

质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国模式特质，具有强大

的组织资本优势。换句话说，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

不只是国民经济之内的次级问题，更是具有国内国

际双重性质的、居于经济全球化新形态中的中国式

现代化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是适应国际经济区域

化趋势的中国区域经济畅通开放发展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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