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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 20 年回望与前瞻
喻新安

2024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领悟党中央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的要求，需要有历史眼光、务实精神和前瞻性思维。要把中部地区崛

起放在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布局以及变化中考察，洞悉它的过往、现状和未来，

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举措，把中部地区崛起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中部”的由来和“中部塌陷”的出现

我国建国之初，直到 1985 年，区域划分只有“沿海”与“内地”之分。毛

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有如何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关系的分析。

从“七五”计划 (1986—1990) 开始，我国正式使用“东、中、西”三大地

带的区域划分。这一划分的重要依据和意义，是因为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沿

海省份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经济迅速崛起，显示了强大的能量和后劲。把沿

海省份单列出来，采取特殊的举措如设立经济特区、升格一些城市的级别（副

省级或计划单列市），赋予特殊的政策如给予更大的自主权，对更大力度推动

全国改革开放是有益的。

当初国家划分的“中部”地区有八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七五”到“九五”），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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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成为全国经济高地，但全国的区域差距也逐步暴露出来。于是，从

2000 年开始，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 年 1 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担任，副组长由时任副总理温家宝担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 2000 年 3 月正式运作。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单设机构，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曾培炎兼任办公室主任，

王春正、李子彬、段应碧、王志宝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大量“含金量”极高的扶持政策持续跟进。包括

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开放、吸引东部投资、发展科技教育等方

面的内容，累计有 20 项之多。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 2002 年的统计，“三年来，

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投资 2600 多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三分之一以上

用于西部开发，达 1600 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约 3000 亿元；西

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加 6000 多亿元”，“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 36

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 6000 多亿元”，“国家在西部地区安排科技开发项目

2100 多个，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约 200 个，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400 多个”。

据测算，1 元政府投资平均带动 4 元社会投资。正是各类资金向西部的投资倾

斜，推动西部地区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由此也带来三个问题：一是中部地区阵容收缩。一是中部地区阵容收缩。西部开发的政策吸引力

实在太大，内蒙古、广西两省区要求加入西部阵营，获得中央批准。这样，西

部阵营扩大了，由 10 家变成了 12 家，中部版图缩小了，由八家减为六家，

影响力自然也减弱了。

二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境显得更突出。二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境显得更突出。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

东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一五”时期我国 156 个重点项目，58 项在东北。

改革开放之前的 1978 年，广东省经济总量只有辽宁省的 80%，到了 90 年代，

计划经济体制矛盾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陷入困境。1998 年，东北大批国有

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甚至破产状态。2002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

济总量仅有广东省的 85%。于是，中央于 2003 年 3 月启动“东北振兴”战略，

将东三省单列，形成了现在的“东、中、西、东北”四个板块的区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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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部地区发展速度被西部超越。三是中部地区发展速度被西部超越。中部各方面条件优于西部，但在西

部大开发的背景衬托下，中部发展逐步式微。根据统计资料，2001—2003 年，

西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19.8%、20.3%、21.3%，逐年提高，

中部分别为 22.3%、22.2%、21.6%，逐年下降；2001—2003 年，东部国有及规

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70.5%、71.2%、72.5%，

一路走高；中部的比重分别为 18.2%、17.8%、17.0%，一路下滑。“东西夹击”

下的“中部塌陷”不言自明。于是，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

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崛起”是以“塌陷”为前提的。但“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

略的推进力度迥然不同。

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 年 12 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小组成立，于

次年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首任组长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组长由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曾培炎担任，小组成员单位涉及 26 个相关部委。十七大

后，2008 年 12 月，国务院对“振兴东北”小组人员进行调整，组长仍为温家宝，

副组长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小组成员单位由 29 个部委组成。

“东北振兴”财政政策支持方面。“东北振兴”财政政策支持方面。2003 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

资金第一批 100 个项目，总投资 610 亿元。2004 年进一步实施国债资金第二

批项目，加上 2003 年项目，总投资达到 1089 亿元。2003 年启动东北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专项，60 个项目，总投资 56 亿元。2005 年初，国家发改委下达东

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重点项目 63 个项目，其中东北地区有 40 个项目，

总投资规模 68.97 亿元；下达国家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计划，其中东

北地区 44.07 亿元，占总投资的 63.9%。

“东北振兴”金融政策支持方面。“东北振兴”金融政策支持方面。截至 2004 年底，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在东北三省核销股份制改革中损失类资产 340 亿元，剥离

可疑类贷款 500 亿元。2004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东北地区共核销 600 亿元不

良资产。

2004 年 3 月，国务院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但直到 2 年后，党中央

国务院才出台正式文件。期间，没有类似对西部和东北那样真金白银的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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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没有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那样“热火朝天”。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几

个原因：一是认识有分歧，一些很有影响的专家认为，中部没有什么大问题。

二是中部只有六个省，影响力远不及西部。三是，中部发展虽然不温不火，但

毕竟没有东北那样的严重社会危机，似乎没有到不得不“救助”的程度。

就认识上的分歧而言，是会影响中央决策的。如著名的地理专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会长陆大道公开宣称“中部不是问题区域”。他说：“振

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我认为都是针对问题区域而言，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

贫困地区属于问题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但是

中部不是，即使提出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全国性的，并不是中部、中

原地区独有的。”（2005 年 5 月 24 日《大河报》）

陆大道是地理学大家，但地理学界所谓“问题区域”概念本身就有很大局

限性。本人2005年7月5日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的文章《中部不是“问题区域”

吗——与陆大道院士商榷》，针对陆院士的高论，提出了不同观点。

本文认为，中部是不是“问题区域”，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中部六省国

土面积占全国的10.7%，人口占28.1%。可以从一组数据看中部六省的发展现状。

一看经济增长。一看经济增长。2001—2003 年，中部六省 GDP 年均增长分别低于东、西部地

区 1.8、0.4 个百分点；1980 年，中部六省人均 GDP 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 88%，

1990 年下降为 83%，2003 年下降为 75%。二看对外开放水平。二看对外开放水平。2004 年，中部

六省海关出口总额 206 亿美元，仅占全国的 3.4%，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75.12 亿

美元，仅占全国的 12.4%。三看地方财力。三看地方财力。2003 年中部六省财政收入共 1440

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 14.6%，中部六省每人创造的地方财政收入为

397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2.1%。四看居民收入水平。四看居民收入水平。2002 年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 1369 元，比西部地区低 183 元。2003 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772 元，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 10

位的省份中，东部 8 个，西部 2 个，没有中部省份的踪影。五看社会事业发展。五看社会事业发展。

以河南为例，2004 年河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16%，全国为 19%，研究生与本

科生之比，全国为 1 ∶ 7，河南为 1 ∶ 27；河南人均文化事业费连续 18 年居

全国倒数第一；2004 年，全国人均卫生事业费为 34.5 元，河南为 16.1 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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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2 年居全国最后一位。事实表明，中部目前是“问题区域”，而且“问题区域”

的“区域问题”相当严峻，说“中部塌陷”，并非危言耸听。

本文指出，中部最严峻的“区域问题”，当属“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

题并非中部所独有，但中部的“三农”问题的确非同一般。第一，农业的特殊第一，农业的特殊

地位非其他地区可以比拟。地位非其他地区可以比拟。2003 年，中部六省农村人口 2.44 亿，占全国农村

人口的 1/3 ；粮食产量 12557 万吨，占全国的 1/3。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部署中，只有中部和东北地区被定位为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商品粮基地和粮食

主产区建设。而现有的全国 8 个粮食大省，5 个在中部，中部的粮食产量和粮

食商品量明显多于东北地区而居于首位。近年来，中部净调出的商品粮占全国

的 50%，2004 年，全国粮食增产的 56% 来自中部六省，夏粮增收的 40% 来自河

南。这些说明，中部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意义重大。第二，农民收入第二，农民收入

水平低的问题最为明显。水平低的问题最为明显。中部地区的基本特征是农村人口多，2003 年农村人口

比重占 7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7.7 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农民收入水平

很低，2003 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1.3％，六省

中没有 1 个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分别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5 元、500 元。第三，产粮大县陷入“种粮悖论”。第三，产粮大县陷入“种粮悖论”。中部不

少产粮大县同时也是扶贫开发重点县，在为国家默默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凸显出

种粮的尴尬。以河南商丘市为例，该市所辖 6 县均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每年

提供的商品粮达 15 亿斤。然而在 2003 年河南省 109 个县（市）综合实力排序中，

商丘有 5 个县位列最后 10 名，20 年前就存在的“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

穷县”的窘况依然如故。第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比较薄弱。第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比较薄弱。2003 年，中部地

区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只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95.4％、93.5％和 38.9％，人均农业增加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3.2％。

本文指出，中部为什么成为“问题区域”？类似“三农”这样的“区域问

题”又如此严峻？这恐怕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定的相关性。一是历史上形成一是历史上形成

的不合理政策。的不合理政策。譬如财政政策，1988 年，规定河南上解基数 16 亿元，广东

为 14.13 亿元，山东为 2.89 亿元；到 1990 年，河南财政收入 89.5 亿元，广

东 150.6 亿元，山东 123.8 亿元，但河南的上解数额仍高于广东和山东。据统

计，分税制实行 10 年来，山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五省每年向中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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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98.94 亿元，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拮据。二是某些现行政策对中部不利。二是某些现行政策对中部不利。譬

如支农政策，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 1/10，夏粮占 1/4，但 2005 年国家给河南

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仅为 3.7 亿元，只占全国的 1/30；国家对中西部地区乡村

道路建设的支持力度不一样，中部共有 50 万公里乡村道路需要改造，国家支

持改造 43 万公里，每公里补助 10 万元，而西部需要改造的公路全部纳入国

家补助范围，且每公里补助标准为 44 万元。三是导致的“中部塌陷”后果严重。三是导致的“中部塌陷”后果严重。

据统计，中部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31% 下降到 2001 年的 29%，

同期西部由 13% 增加到 14%，东部由 56% 增加到 57% ；中部地区人均 GDP，由

1997 年相当于东部人均 GDP 的 51%，下降到 2001 年的不到东部人均 GDP 的

49%（48.9%）；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7.0% 下降到

2001 年的 5.6%，出口额由 1997 年的 8.1% 下降到 2001 年的 5.8% ；中部地区

实际利用外资，2001 年占全国的 12.6%，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 12.0%，虽高

于西部的 4.6% 和 3.6%，但增长率远远低于西部，从 1997 年到 2001 年，实际

利用外资平均增长率中部为 1.5%，东部为 2.9%，西部则高达 6.5%。另据最近

数据统计，2002 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从全国已统计的 30

个省、区、市 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来看，目前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

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增长态势。

就“瘦身”了的中部地区来说，也有内聚力不够、“头领”缺失、难以集体

突围有关。中部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而只是地理位置毗邻

的“邻居”和“同路人”，缺乏内在的经济关联性。在改革开放和区域竞争加剧

的背景下，中部难以抱团前进。湖南“向南”，力争融入珠三角；安徽“向东”，

意在融入长三角经济带；江西早就提出要做上海的“后花园”；山西则一直是

服务首都经济圈的。只有河南、湖北两省“四不靠”，苦苦支撑。另外，中部

地区也没有长三角有上海市，珠三角有广州、深圳市、环渤海有北京、天津市

那样的“头领”级城市存在，没有公认的“极核”。这样的区域，群龙无首，内

聚力自然不够，由此也决定了中部地区不少省份“心猿意马”，各自单打独斗，

自寻生路。尽管期间有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这样跨省域的超大经济

体，但相对虚拟，经济互补性差，其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有限。总之，中部地区

崛起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提高内聚力，是推动中部崛起重中之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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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在推动中部崛起过程中，中部地区有关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努

力。需要记上一笔的，是中部地区六省政协，在河南省政协发起和策动下，时

任河南省政协主席范钦臣同志主动作为，从 2004 年 10 月开始，成立“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研讨活动领导小组，抽调专家参与研究，形成了研究报告。2005

年 1 月，邀请六省政协领导在郑州举行商讨会，形成一致意见后，邀请全国

政协常委视察团赴中部地区视察，争取支持。2005 年 5 月，全国政协常委视

察团到江西、湖北、河南进行专题调研，在武汉召开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座谈会；5 月 23 日，在郑州召开了河南、山西、安徽三省座谈会。全国政协

视察团的视察报告，通过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批转，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批示。

同时，六省政协在 5 月 25—26 日，在郑州黄河迎宾馆召开了“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研讨会，形成《六省政协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建议》，在六省政

协所提 300 多条建议基础上，修改压缩为 30 条，通过全国政协向党中央国务

院报送。2005 年 6 月 22 日，温家宝总理批示“送发改委、国研室负责同志阅研”，

对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形成推动中部崛起的正式文件起到了“建言献策”的作用。

河南省政协及范钦臣主席为中部崛起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人河南省政协及范钦臣主席为中部崛起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人

民不会忘记。民不会忘记。

二、中部地区崛起的演进轨迹

（一）谋划酝酿阶段（2004年1月—2006年3月）（一）谋划酝酿阶段（2004年1月—2006年3月）

继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相继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后，

如何谋划中部地区的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中部各省探讨和关注的焦点问

题。当时流传甚广的“中部塌陷”说、“中部边缘化”说、“不东不西不是东西”

说等，充分反映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2004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

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概念。

同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指出“实施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

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05 年 3 月，全国两会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抓紧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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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

势，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重

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拓中部地

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

2005 年 8 月，温家宝总理亲临安徽、湖南，就中部地区崛起进行专题调研。

2005 年 8 月，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河南、江西、湖北考察，就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发表重要意见。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江西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中发挥更大作用；湖北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起到支点作用；河南要走在

中部地区崛起前列。

2006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总的看，这一阶段，中部地区崛起从民间呼吁进入到国家视野，标志着中

部地区崛起已进入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范畴。但中部地区崛起还仅限于概念和政

府文件中，尚未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支持政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部地

区崛起，尚处在谋划和酝酿阶段。

（二）实质性推进阶段（2006年4月—2009年8月）（二）实质性推进阶段（2006年4月—2009年8月）

2006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下发，这是中部地区崛起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对中部崛起定位为“三基地一枢

纽”，提出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200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了 56 条具体落实意见。

2006 年 9 月，标志着中部六省合作成果的第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

会（中博会），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成为年度性中部盛会。

2007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明确中部 6 省 26 个城市比

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以及 243 个县（市、区）比照实

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

2007年4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办公室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正式挂牌，

标志着中部崛起的组织协调机构成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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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牵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以及一系列后续的支持扶持政策，标志着中部地区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质

性推进阶段。

（三）深入实施阶段（2009年9月—2021年3月）（三）深入实施阶段（2009年9月—2021年3月）

2009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09—2015 年）》，

为中部崛起勾画蓝图。规划从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现代

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重点地区发展、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主要任务和

工作重点。

2009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2010年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为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进行了谋划。

2010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明确了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政策支持。

2010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

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目标、具体量化目标和一系列任务要求。

2010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山西省设立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为资源型地区高水平发展提供了遵循。

2021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下发，为中部地区发展再次谋篇布局。

2011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1〕32 号），明确了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国家重要的粮

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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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2012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2〕43 号），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中部崛起，要推动重点地区

加快发展、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全方位扩大开放等新要求。

2013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

(2013—2025年 )》，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突破口，发挥了破局和引领作用。

2016 年 12 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发布，明确中部的定位，

由过去偏重传统产业的“三基地、一枢纽”，提升为“一中心、四区”。“一中心”，

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四区”，即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

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明确提出

“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2018 年 9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引领新时代中部地区更好更快发展。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强调要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调，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

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动作和动向充分表明，中部地区崛起已进入深入推进时

期，迈入加快崛起谋势跨越的新阶段。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四）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力改革完善体制

机制，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推动

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2024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习近平指出，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

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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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三、中部地区崛起的前瞻与期望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

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座谈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是第 7 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座谈会，对中部地区崛起和高质

量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部 6 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

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

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部是中国的重要粮仓。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中有 5 个在中部。2023 年

中部 6 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29.2%。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部义不容辞。

中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有700多所高校，在校生占全国的30%。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部既要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也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

动力。

中部自然人文是无价之宝。要自觉加强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展现自然风

光和人文风情的持久魅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长江、黄河、

淮河等大江大河和鄱阳湖、洞庭湖等重要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协同治理，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中部”。

中部地区崛起，已经走过了 20 年历程。其成绩不容小觑，其经验弥足珍贵。

如何进一步提升中部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如何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挺起中部

脊梁，如何实现中部地区与其它大的协作区联动互动，如何深入挖掘中部地区

内在活力潜力动力，如何通过激活中部活跃中国经济全局，如何通过推动中部

高质量发展撬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研究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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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新时期

促进中部崛起任重而道远，其主要任务包括：要把中部地区放到整个国家版图中、

放到新常态新格局中定位思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推动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其他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衔接，更好发挥

区位特色优势，积极融入和支撑国家发展大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

放，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

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中部是中国的中部。中部的问题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正视中部存在的矛盾、

堵点和困难，中部才能奋起直追，挺起脊梁。中部脊梁挺起之时，就是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雄起之日。我们期待着！

2024 年 3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