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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专家观点：

江苏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当务之急
省委党校 储东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强调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要求按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贯彻新发

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要求“补短

板、强弱项”，这对江苏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

策。

首先，客观评估江苏走向区域协调发展中

的重要进展与主要差距。一方面要看到江苏区

域发展的协调性趋于上升，发展的相对差距逐

步收缩，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出

现，地区比较优势得到较好发挥，区域产业结

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进

展，“3+1”发展格局转变成“1+3”战略布

局。另一方面更要发现存在的问题：江苏区域

综合实力明显不协调，区域之间的绝对差距仍

在扩大，区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状况和储蓄存

款差距很大，区域投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平衡，区域公共资源分布差

距很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县域经济发展

不协调、不平衡，两极分化仍然比较明显。

其次，明确江苏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必须扎

扎实实“补短板”。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

我省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区域差异。当前，我

省脱贫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百姓富”仍有

多个排尾指标，苏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苏北12个重点帮扶县达

标任务艰巨，苏北农村依然是主要的关键的短

板。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省各地新

一届党委领导班子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这一

目标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把补短板的工作做得

更加扎实。一是坚持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先

行方针，补要素流动区域失衡之短；二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精准脱贫，补苏北农民收入偏

低之短；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区

域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之短。

再次，江苏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必须精准发

力“强弱项”。一是严守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红

线，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环境问题从根

本上讲是产业结构问题，必须通过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落实“减煤”“减化”目标，大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二是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

发展”，强化“主体功能区”制度建设。加快主

体功能区的数据库建设，将每个主体功能区的

位置、范围、国土空间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综合情况纳入其中，从而实现主体功能区管理

的全覆盖。同时加快完善统筹协调、生态治

理、动态调整、要素保障、考核评价“五大机

制”，有力推动江苏主体功能区建设继续走在全

国前列。三是坚持陆海统筹拓展蓝色经济空

间，推动蓝色板块由“凹陷”变为“隆起”。注

重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并进，找准切入点加大

创新力度，加快传统海洋产业升级，重点培育

发展海洋生物产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海

洋战略新兴产业。

城市产业空间的优化发展
东南大学 王兴平

城市产业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载

体，是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平台和关键要素。

城市实体经济的振兴和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

关联的产业空间要素供给的优化。立足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推

动城市产业空间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借鉴历史经验，瞄准趋势要求，当前城市

产业空间供给优化应该突出以下方面：一是促

进开发区空间的转型升级和再开发。研判各类

新型制造业的空间需求特征和空间使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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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以传统厂房为主的开发区空间进行系统

改造提升，必须推动其既有产业逐步退出，对

既有产业空间进行系统改造，建设适合承接和

集聚新业态的新产业空间。比如南京西部新港

建成区，核心区 4平方公里的“低产田”正在

“腾笼换凤”，为一座现代化科技新城置换发展

空间；中部片区工业区正在向科技文旅先行区

转型。二是培育壮大各类创新空间。城市创新

空间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人以及高端装备，其对

于城市其他各类空间的负外部性相对较低、对

于高端生产要素的邻近性要求较高，需要与各

类知识、技术源接近而不是传统产业空间需要

邻近。必须尊重其空间规律，在城市的各类适

宜区位上系统布局各类创新空间，支撑和吸纳

高端创新要素的集聚和结合。三是健全各类新

型产业服务空间。面向新型实体经济的发展需

求和新技术的支撑，需要系统化配置各类产业

服务空间，形成从要素集聚、制造到流通、消

费全环节的产业服务空间，并涵盖从生活到生

态的全领域产业服务体系。还应注重虚拟服务

网络和实体服务体系的匹配与融合发展。四是

完善产业空间改革的各类政策体系。从传统产

业空间向新的产业空间供给转型和提升，大量

的政策约束需要进行系统性体制和机制改革，

需要突破过去的制度和机制约束，进行大胆创

新，形成与各类新型实体经济业态、形态和产

业人群活动特征、利益诉求等相一致的空间供

给政策体系。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
文化发展战略思想

东南大学 袁久红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总纲，对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总体部署与战略

安排，而贯穿其始终作为其思想支撑的就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

首先，以坚定“四个自信”构筑新时代中

华民族“精神大厦”为根本任务。近代中国自

鸦片战争之始，饱受欺凌的悲惨命运使得很多

国人有着民族自卑心理，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

进技术、制度和文化来救国，在文化上的表现

尤为明显，严重的文化自卑心理导致中华民族

精神的独立性和中华文化价值的优越性曾遭受

重创。因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

自信”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最内在的

体现，其中，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题中

应有之义，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构筑“精神之厦”的重中之重。

其次，以凝聚人民的价值共识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工程。如果说“四个自

信”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四根支柱的话，那

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一大厦的深厚基

础。面对国内外各种文化思潮交流交融交锋，

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我们应如

何避免社会价值撕裂、构建共同的道德基础？

习总书记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

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结全

体人民意愿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要清醒认识

到只有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

情，坚守根植于中华文化深厚沃土又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铸好民族之魂，才能

避免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受到西方的

“普世价值”的冲击。

再次，以解决新时代文化矛盾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为战略重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在文化上表现为人们对日益发展的精神文

化需求与现实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之

间的矛盾。解决新时代文化矛盾的关键，就是

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

文化需求为方向，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自主创

造，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革命文化

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是





2 0 1 8 年 第 2 期

要着力发展好以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

的新时代科技文化，这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

干；二是要发展好以时代精神为时代号角的社会

主义文艺，使文艺生产既有“高原”又有“高

峰”；三是要发展好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在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和

专业性的相互统一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最后，以“三个坚持”战略方针与“两步

走”战略步骤实现文化的全面现代化。落实好文

化发展的“三个坚持”战略方针与“两步走”战

略要着重把握好人民性、时代性和国际性三个重

要维度。一是要坚持文化现代化扎根人民。切实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与工作导向。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更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二是要

以文化现代化指标体系为引导，不断提升文化现

代化程度与水平。构建起“看得见”的文化基本

现代化和文化全面现代化指标体系，以此引导文

化建设不断取得“摸得着”的进步。三是要推动

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文化现代化不仅要

“形于中”，更要“发于外”，从而增强国际影响

力。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苏州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李湛

第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产业的新联系。以前基于全球经济上行、需

求大于供给，中国产业实现了大发展，经济实力

得到增强，形成了诸如“苏南模式”这样的经

验。然而，上一阶段我们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处

于价值链低端，在微笑曲线中处于加工制造这一

环节，虽然能做大GDP，却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

济增长。当前，全球经济下行，供给大于需求，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我们原来的产业不适

应经济发展形势，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现代化的经

济体系，才能适应全球竞争，实现高质量的经济

增长和“强富美高”。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研

发、创新、管理、营销，重新规划产业链，从而

实现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新布局。

第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在区域范围内

建立产业的新关系。以前我们国内也好，某个区

域范围内也好，产业的竞争要大于合作。如今，

长三角、珠三角已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土地、

环保、劳动力均遇到了瓶颈，要想实现新的增

长，区域内各城市必须要建立新关系，取长补

短，加强合作。中央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使长三角一体化处于新的窗口期和机遇期，长三

角产业的合作必须建立起新关系，才能体现新的

竞争力，比如现在上海松江与浙江嘉兴、杭州开

展的G60科创走廊建设就很有竞争力。具体而

言，就是要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体制机

制，不仅是产业布局要合作、发展要素要合作、

市场关系要合作，更重要的是行政制度、经济制

度、治理制度的合作，通过制度建设，打破城市

间的分割，推动区域内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在

全球范围内体现本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在城市范围内

建立产业的新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一

个城市而言，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建设：一是第二

产业要智能化和服务化。同时，制造业还要个性

化、服务化，才能体现新的竞争力；二是第三产

业要平台化和信息化。传统的商贸服务业这几年

受互联网冲击不景气，江苏要提升服务业层次，

就要加快推动服务业平台化建设，并以信息化改

造传统服务业；三是研发要耦合化和产业化。加

强研发与产业的耦合，通过研发实现产业创新，

从而确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方向；四是分区

要差异化和协同化。明确突出各地的产业定位，

做到差异化发展，这就要求各区县把产业定位、

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和产业招商做成“四位一

体”，同时通过产业链分析哪些是本地区的先导

产业，哪些是本地区的支柱产业，以区县比较优

势发展各自的产业，从而形成整个城市的产业新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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