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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省份有了最新定位

各省市自治区的定位，
既体现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中最显著的比较优势，也为
今后明确发展重点和肩负的
责任。

如沿海省市定位中，“开
放”二字大都位列其中。不
过最强调开放还是广东，被
赋予“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
行地、实验区，向世界展示我
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
口”的定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
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郑永年
曾指出，“广东是中国最开放
的省份，从地理条件和制度
优势来说，大湾区开放的条
件是最好的，这里也将成为
中国第三次开放新的动力”。

长三角三省一市也是我
国经济最活跃、最聚集的地
区之一。最新定位中，上海
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科技创新中心”，江苏、浙
江、安徽均将“长江经济带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做为重要
一笔，背后指向以上海为龙
头、其余三省为广阔腹地的
发展模式潜力巨大。

“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是新时期国家重大
区域发展战略，享受长江、长
三角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效
应，对于江苏、浙江、安徽推
进省内各城市之间、省际城
市之间合作十分重要，而国
内外区域发展实践表明，与
邻近地区的协调发展是提升
城市竞争力的捷径。”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
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一个
普遍的规律是，科创资源往
往会高度集聚于小部分城
市，不过科创成果、研发成果
的利用，恰恰必须有广泛的
腹地，大城市的研发优势可
以与中小城市的生产优势结
合，以此获得更低的生产成
本，同时也带动了中小城市
发展。这正是上海和周边地
区的发展关系。

“消除城市间各种要素
交流障碍、建设跨地域创新
共同体、多市联合建设产业
集群，也就成为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争做中国式现代
化排头兵的必然选择。”

各有侧重，也有共性

再来看各省份定位中出
现的一些关键词。

打造、升级交通“枢纽”，

被写入多地国土空间规划，
不过在国家层面批复的定位
中，仅有重庆、天津两座直辖
市被定位为“国际性交通综
合枢纽城市”。

有 4 个 省 份 定 位 提 到
“工业”。包括“老工业基地”
吉林、辽宁，经济大省山东是

“重要的工业基地”，中部大
省湖南是“工业发展的重要
省份”。

四川是唯一在定位中提
及“战略腹地”的省份。曾刚
补充，定位好四川，重庆等地
的建设目标。有助于提升全
国经济布局的韧性和安全
性，这些区域肩负着粮食安
全、能源原材料供应、促进区
域平衡发展的责任，也将更
多受到国家优惠政策倾斜、
中央重点投资和知名度提
升。

“战略支点”意指某些地
区崛起的重点、支撑点和着
力点，出现次数不少，与相关
地区自然经济社会优势条
件、区域所肩负的战略任务
密切相关。

如：广东和江苏要同时
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
略支点”；山东是北方地区
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西

是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支点；海南自贸港的任务
是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战略支点”；广西
要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
放 发 展 新 的 战 略 支
点”……

上 述 各 省 份 的 定 位
各有侧重点，但同一区域
之间也呈现一定的共性，
背后则在于临近省市在
地理自然条件、产业基础
有一定的趋同性，以及国
家战略需求布局。如：东
南沿海多提及“开放”；东
北多提及“老工业”“粮油
基地”；西北地区“生态屏
障”的概念频频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
国土空间规划广受关注
之际，一些建设性建议也
陆续走进大众视野，如：
为优势地区 优 化 土 地 要
素 供 给 ，从 而 提 高 劳 动
生产率，赋能经济增长；
对 农 业 、能 源 和 生 态 安
全 保 障 地 区 ，建 立 相 关
补 偿 机 制 ，给 与 更 多 的
转 移 支 付 ，推 动 区 域 协
调 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等等。 曾思怡

明确发展重点和肩负的责任——

3030省份的最新省份的最新““分工分工””
有不少曾经兴建

的工业区、产业园，如
今 处 于 凋 零 、闲 置 状
态。

也有城市争当交
通枢纽，以期“路通财
通”，但有些投入大量
资金建设的高铁站、客
运站，如今客流稀疏甚
至暂停运营的比比皆
是。

出现上述情况，与
地方发展定位和比较
优势有关。如何因地
制宜，精准发力，高效
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应
运而生。

近期，除湖北省之
外，全国所有省份、直
辖市国土空间规划均
已获国务院批复，各省
市批复文中也被予以
最新定位，既体现了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最
显著的比较优势，也为
今后明确发展重点和
肩负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