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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strategic differences and segment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s in regional coo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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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function regions highlights the full coverage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the guidance of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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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区布局和
近期区域指引

金凤君 1,2 陈 卓 1* 樊 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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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大板块”总体战略叠加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力支撑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但也因

战略分割带来了资源浪费、区域发展不协调加剧等潜在风险。文章在归纳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形势的基础上，

从战略协同融合的视角，突出国土空间全覆盖、核心引领和重大战略指引，提出了综合功能区布局方案，将

我国划分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

谷地、黄河“几字弯”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十大片区，并探讨了不同片区的功能定位和

近期重点任务，以期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参考。

关键词 区域协调发展，综合功能区，空间布局，区域指引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319004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40319004

我国不同区域发展环境和条件差异巨大，如何统

筹区域发展历来是党执政兴国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均衡发展战略阶段

（1949—1978年）、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1979—2000

年） 渐次过渡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 （2000 年以

来），形成了区域总体战略与重点区域战略相互促进、

区域发展格局逐渐优化的局面[1-3]，关注点由经济目标

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共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塑造高

质量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我国全面部署了主体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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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重点任务）前期研究项目（12110700000019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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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战略，制定并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等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得

到持续完善，初步构建了多中心网络化国土空间开发新

格局，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面向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分化态势明

显，形成了显著的发展动力极化现象，中心城市和城

市群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要素的主要承载空间；同时，

东北等部分地区仍面临着发展动力不足等困难[4,5]。在

此背景下，统筹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

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依托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

群，形成承载多种功能、优势互补、区域协同的综合

功能区布局；在差异化发展基础上推进区域一体化，

有利于提升国土空间承载能力和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对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开发和保护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形势和思路

1.1 发展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1）区域经济增长多维分化，板块和地带差异仍

比较明显。从“四大板块”来看，2012—2022年，我

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为 8.15%、 8.44%、 9.18%、

4.35%，呈现“东部缓慢回落、中部相对稳定、西部

相对高速、东北快速下行”的总体特征。同期，南方

和北方地区GDP年均增速分别为 8.87%和 7.07%，北

方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 2012年的 39.29%下降至

2022年的 35.40% （图 1），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各个省份之间也出现明显分化，GDP增速的变异系数

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5.91%提高至63.57%。

（2）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中心城市和城

市群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要素的主要承载空间。2022

年，我国直辖市、省会 （首府） 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GDP总量 46.43万亿元，占全国的 38.52%；常住人口

总量3.78亿人，占全国的26.76%，较2012年提高4.14

个百分点，形成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同期，我国 19 个城市群 GDP 占全国比重稳定在

85.00% 以上，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 77.39% 提高至

79.67%，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要素的主要承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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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2022年中国区域GDP增长分化特征

Figure 1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GDP growth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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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区域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问题，发展动力不足。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

后，2012—2022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省经济总

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6.91% 下降至 4.81%，常住人口从

10 797万人减少至9 644万人，流失人口多数是年轻人

和科技人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天津

等北方省份年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增速，其中河北省

GDP全国排名从第7位下滑至第12位，山西省从第17

位下滑至第20位。

总体上，新时期我国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国土空间开发上依托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初

步形成了多中心网络化格局[6]，在经济增长动力上形

成了新旧动能相交织的空间格局。东北地区及山西

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区域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仍然较

高，新动能尚未形成；中部地区、西南地区等区域依

靠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新动能逐渐增强；长三角

地区、珠三角地区等优势区域逐步展现出创新驱动发

展特征，形成了新动能支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常态[7]。

上述格局并未定型，未来 5—10年仍将持续动态变化

和调整。

1.2 区域协调发展思路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极化与分化现象并存，

复杂性持续提高，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和区域协调发

展提出了重大挑战；要继续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快

各类经济社会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

展动力，构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8]，在

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1）破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以城市群为主要

形态，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国家层

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

进人口、产业向城市群地区集中，加快形成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商品和要素市场；依托高质量综

合运输大通道体系，促进城市群之间联动发展，培育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经济带，完善多中心、网络化、

开放式、集约型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区域层面，立

足人口产业分布格局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等特征，加强

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统筹人口、产业、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要素配置；根据资源环境条件和

战略功能定位，合理管控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

规模，畅通人口、产业疏解通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

典范。

（2）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合理分工。以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的新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国土空间主体功能

明确、分工合理、优势互补。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等

优势地区承载新质生产力和营造宜居环境的功能，促

进科技创新和重大生产力布局空间融合，发挥价值创

造作用，引领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强的地区，探索打通

“两山”转化通道，充分体现和转化生态价值。强化

农业主产区的战略地位，根据水土条件变化和现代农

业发展要求，加快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研究确定能矿资源的区划方案，前瞻性

部署能矿资源的勘查、综合开发和保护，提高能矿资

源利用效率和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边疆地区的综

合发展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支撑，提高人

口和产业吸引能力，保障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3）完善空间治理，立足主体功能区优化国土空

间结构。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统筹能源安全、文化传

承、边疆安全等空间安排，在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

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 3类主体功能区基础上，叠加

划定能源资源富集区、边境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

区等其他功能区；培育建设区域复合功能，提高主体

功能和复合功能的协调性。针对不同类型功能区制定

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系统解决不同类型

功能区之间的矛盾冲突；融合衔接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差异化发展

基础上推进优势互补的综合功能区布局，提升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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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承载能力和区域综合竞争力；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引

导产业合理布局，优化土地等资源要素空间配置，保

障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需求，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

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与活力。

（4）保障民生底线，以多维手段帮扶特殊类型地

区发展。将特殊类型区域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突出问题的主战场，健全区域利益补偿和合作互助等

机制，加大对特殊类型地区的帮扶和支持力度，积极

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内生增长。面向重点民生领

域，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向特殊类型地区倾斜，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不同类型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差距。

2 多重战略协同融合与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区
布局

2.1 多重战略协同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体系持续

完善，在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发展的基础上，相继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将主体功能区上

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塑造高质量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的制度基础，有力支撑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但也

因战略分割带来了资源浪费、区域发展不协调加剧等

潜在风险，急需解决战略之间协同融合的问题。

（1）协同融合发展是总目标。我国的基本国情决

定了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板块特征和地带特性，区域发

展的差异将长期存在[9,10]。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需要在统筹“四大板块”发展的基础上，以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的重点区域为引领，夯实主体功能区基础平

台和制度功能；通过综合功能区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机衔接和

协同联动（图2），优化重大生产力、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和公共资源布局，振兴发展特殊类型地区，增强

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

（2）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

用。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打造区域发展的高质量

动力源，带动区域协调发展[11]。其中，京津冀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高质量发展

动力源，承载了全国约 30% 的人口和超过 40% 的

GDP，发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科技创新“策源

地”、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成渝地区是我国

西部发展条件最好的区域，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等方面具有引领作

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地跨东、中、西部地区，通

过加强流域上、中、下游产业分工协作，统筹流域水

资源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推动东、中、

西部地区协调发展[12]。

（3）夯实主体功能区基础平台和制度功能。主体

功能区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强度

和发展潜力，确定每个区县的主体功能定位，是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

略，有利于推动形成人口产业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相适应的发展格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均衡，缩

小区域发展差距[13,14]，为区域重大战略落地和区域协

调发展目标实现提供基本手段和平台。

（4）与时俱进，优化国土开发保护格局。以区域

重大战略为引领，完善重大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提高

中心城市、城市群等优势地区的人口产业承载和集聚

能力；引导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效集

聚[15,16]，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

区域发展。立足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资源环境特征，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管制策略；

在生态规制约束下持续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

构[17]，完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集约型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实现“四大板块”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对均衡。

（5）分区指导，推动融合发展功效。以综合功能

区布局协同融合三大战略，在差异化发展基础上谋求

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以“四大板块”总体格局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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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大战略格局为基础，以区域在陆地表层系统可持

续发展中履行的城市化、生态安全、粮食生产等综合

功能为指向[18]，融合衔接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城市化、

农业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推动形成承载多种功能、

优势互补、区域协同的综合功能区布局，对国土空间

进行分区治理；立足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

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增强政策的层次性、针对性与

操作性，统筹资源要素配置，促进人口产业和资源环

境相均衡，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

2.2 综合功能区布局方案

统筹“四大板块”总体格局、区域重大战略格局

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城市化、农业、生态安全战略格

局，突出国土空间全覆盖、核心引领和战略指引，兼

顾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完整性，将我国

划分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

江上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谷

地、黄河“几字弯”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干旱区、

青藏高原十大片区（图3）。

（1）突出核心引领和战略指引。每个综合功能区

均拥有1—3个城市群或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区，发挥拓

展新发展空间、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作用；核心区之

间通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密切互动，共同推

动多中心网络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区域协调发

展格局构建；每个片区均具有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指

引（表1）。

（2）各片区区域资源禀赋和人口、产业承载能力

差异巨大（表2），在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中功能

和优势互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南部沿海地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重大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

总目标与总体格局

关键区域

手段和平台

欠发达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东部率先发展

革命老区

粤港澳大湾区

按开发内容

按开发方式

中部地区崛起

边境地区

西部大开发

生态退化地区

长江经济带发展

能源资源富集区

城市化地区

优化开发区域

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开发区域

边境地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限制开发区域 禁止开发区域

东北全面振兴

资源型地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老工业城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叠     加

指引

协同 管制

引领

约束

战略融合
机制反馈

保障

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区布局
图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逻辑关系

Figure 2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major strategies and major functional oriented zon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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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十大综合功能区的核心区和战略指引

Table 1　Core areas and strategic guidelines of ten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regions of China

片区

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上游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谷地

黄河“几字弯”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干旱区

青藏高原

核心区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

呼包鄂榆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

天山北坡城市群

拉萨

战略指引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东北全面振兴

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

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上游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谷地
黄河“几字湾”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干旱区
青藏高原

首都
省级行政中心
地级市行政中心
县级行政中心
国界
省、自治区、直辖市界
特别行政区界

审图号 :GS(2022)4309号自然资源部  监制
南海诸岛

 0 500 

km

 0 500 
km

图3 我国综合功能区布局方案

Figure 3　Layout of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region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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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口密集、开发强度高、资源环境负荷重，是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集聚区；新时期要

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链跨区域布局，强

化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长江上游地区、长江

中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谷地人口规模大、发

展基础好，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农业生产基

地；新时期要强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增强对国家粮

食安全的保障能力。黄河“几字弯”地区、西北干旱

区、东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国土面积大、人口密度较

小、能源资源优势突出；新时期要统筹开发和保护，

突出特色功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开发资源，

增强相关区域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源

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能力。

3 近期综合功能区布局区域指引

立足各地区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强化优势地区

高质量发展和示范引领功能，提高土地等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推动形成承载多种功能、优势互补、区域协

同的综合功能区布局，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

（1）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禀赋较好，生态红线

约占全国的1.4%，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8.1%，永

久基本农田约占全国的5.1%；城镇和生态空间集中连

片，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新时

期重点：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各类主体功能

区协同发展，增强国家科技创新策源地功能，优化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集群空间布局；筑牢

燕山—太行山生态安全及防灾减灾体系，提升生态安

全、资源保障和新基建支撑能力，探索人口产业密集

地区的优化发展路径，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

市群。

（2）长三角地区。生态红线占全国约1.7%，城镇

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 18.4%，永久基本农田约占全国

的8.6%；城镇空间集中连片、占比较高，发展区位与

环境优良，创新动力强劲。新时期重点：统筹生态环

保和经济发展，着力增强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和要

素集聚辐射能力，提高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推

表2　2022年我国十大综合功能区的经济社会指标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en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regions of China in 2022

片区

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上游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谷地

黄河“几字弯”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干旱区

青藏高原

国土面积

面积（万平方公里）

21.69

35.35

63.89

90.13

57.67

46.15

69.61

147.86

258.32

171.87

占比（%）

2.25

3.67

6.64

9.36

5.99

4.79

7.23

15.36

26.84

17.86

人口

人口（亿人）

1.10

2.37

1.77

1.99

2.29

2.49

0.62

1.08

0.32

0.06

占比（%）

7.78

16.81

12.59

14.15

16.26

17.67

4.40

7.66

2.25

0.44

GDP

GDP（万亿元）

10.03

29.03

13.86

13.41

21.53

18.60

4.83

6.50

2.23

0.32

占比(%)

8.33

24.12

11.51

11.14

17.90

15.46

4.01

5.40

1.8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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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家科技创新高地一体化布局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建设；恢复提升农业生产基地功

能，提高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水

平，加快建成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更好发挥先

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3）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 4.4%，

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 12.3%，永久基本农田约占

全国的 11.4%；资源环境本底良好，是我国重要制造

业基地和农业生产基地，发展潜力巨大。新时期重

点：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振兴步

伐，优化产城集聚和产城融合布局，提升中心城市辐

射带动能力和都市圈综合发展能级；构筑山水湖城相

融的生态格局，增强长江中游平原粮食主产区综合能

力和水陆综合运输体系支撑保障能力，支撑长江经济

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

长极。

（4）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 8.4%，

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8.3%，永久基本农田约占全

国的 10.2%；能矿资源丰富、资源环境差异明显，是

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基础和潜力最好的区域。新时期重

点：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滇中城市

群、黔中城市群有机衔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西

部陆海新通道和“东数西算”大数据中心优化布局为

重点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引导先进制造业、新

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空

间合理布局；统筹水资源保障和农业生产主产区布

局，做强生态屏障，培育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和承接产

业转移高地，打造体系完备、实力强劲的长江经济隆

起带和西部增长极。

（5）南部沿海地区。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 4.1%，

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 14.0%，永久基本农田约占

全国的5.6%；资源环境本底空间分异明显，城镇、人

口高度集聚，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发展潜力

大。新时期重点：统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强

科技、金融、贸易等体制机制创新能力，提升高质量

开放水平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支撑能力，加快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深化空间治理改革，增强热带亚热带

现代农业基地发展能力，实施丘陵山地及海岸带生态

共治，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和北部

湾城市群，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沿海技术研发与高

端产业集聚带。

（6）黄河下游地区及汾渭谷地。生态红线约占全

国的 1.8%，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 18.7%，永久基

本农田约占全国的 14.1%；资源环境基础良好，农业

基础好、文化底蕴深、人口规模大。新时期重点：协

调联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

加快产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扩大经济集聚规模，

沿新亚欧大陆桥打造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带；巩固提

升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地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

石”；提升防洪减灾和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构建保障

黄河安澜的现代水网和生态屏障；系统保护并活化利

用黄河文化，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

游带。

（7）黄河“几字弯”地区。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

5.7%，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5.4%，永久基本农田

约占全国的10.0%；能矿资源丰富，农牧业基础较好。

新时期重点：统筹生态保护和能源资源开发，布局建

设国家级绿色能源生产供给基地，形成风光水火储多

种能源协同互补的供能系统，提高能源就地消纳能

力；合理安排资源开发、城镇建设、产业配套和支撑

体系空间，引导资源加工利用型产业延伸布局；推动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做强特色农牧业，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

（8）东北地区。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 19.6%，城

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9.5%，永久基本农田约占全国

的 27.5%；资源环境优良，工业化起步早、装备制造

业和农业基础好，战略安全地位突出。新时期重点：

遵循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总体部署，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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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生物、汽车等领域强动能新质生产力；增强边

境地区对外开放和人口集聚功能，建设东北亚开放合

作发展新高地；加强黑土地保育和现代农业基地建

设，筑牢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维护国家“五

大安全”的能力，打造向北开放重要门户和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区。

（9）西北干旱区。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 26.1%，

城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4.8%，永久基本农田约占全

国的7.0%；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特色突出，能矿资源

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新时期重点：全面推进新疆

“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引导资源优势转化产业就地

布局，增强对国家能源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以国家

公园为核心提高生态维护水平，积极促进绿洲农业可

持续发展，建设重要能矿资源开发利用、特色农副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打造“一带一路”关键支撑区。

（10）青藏高原。生态红线约占全国的26.9%，城

镇开发边界约占全国的0.6%，永久基本农田约占全国

的0.5%；资源环境本底脆弱，生态屏障地位突出，能

矿资源潜力较大。新时期重点：合理布局人类生产和

生活空间，加快形成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增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支撑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态文明高地；加强沿边军民融合

城镇建设，增强国土安全屏障；加强能源矿产资源勘

查力度，建设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4 政策建议

（1）加强战略融合协同。遵循优势互补原则，建

立健全重大战略统筹机制，持续优化城市化地区、农

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格局，促进不同区

域和板块主体功能区之间无缝衔接和功能协调。积极

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区域和板块间互联互

通，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衔接和统筹合

作，加快一体化市场建设和要素自由流动，完善战略

融合协同的支撑体系。

（2）突出分类指导。建立健全分类指导的区域政

策体系，持续完善城市化、农业和生态安全三大战略

格局。提高城市化地区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优化经

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产

品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强化

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巩固生态安全格局；统筹能源安全、文化传

承、边疆安全等空间安排，积极培育复合功能，构建

特色突出、错位发展、互补互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3）强化功能与效率的牵引作用。实行差别化的

区域政策，构建与区域主体功能相协调的差异化绩效

考核指标体系和分类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区域主体功

能定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牵引作用。积极推动土地、

水等资源要素在区域间和城乡间有序配置和转移，建

立健全资源要素和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初始分配与交

易制度，提高要素利用效率。

（4）优化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依托内联外通的综

合立体交通网骨干网络，加强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

部城市间的协调互动，更好地发挥都市圈、城市群地

区示范引领作用。以大江大河流域为重点，加强流域

生态共治和产业协作，推动上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加

强重点边境口岸建设力度，促进内循环和外循环无缝

衔接，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加强陆海统筹，构建陆

海一体化的开发保护体系，形成全域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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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of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regions and 

recent regional guidelines in China

JIN Fengjun1,2 CHEN Zhuo1* FAN Jie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four major sectors”, the regional major strategies and the major functional oriented zoning 

strategy have strongly supported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However, it also brings the risk of exacerbating the 

imbalance and in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ue to strategic differences and segment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s i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layou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function regions, 

which divides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to 10 region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Southern coastal region, the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basin, the Ji shaped bay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Northeast region, the 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ith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recent key tasks of different regions addressed. The layout of comprehensive 

function regions highlights the full coverage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the guidance of core area and major strategies. Moreover, i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four major sectors”, the regional major 

strategies, and the major functional oriented zoning strategy.

Key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regions, spatial layout, regional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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