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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新形态：
探寻共同富裕的空间实现形式

杨明洪杨明洪11 袁子媚袁子媚22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反映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反映，，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区域发展是区域发展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共同富裕区域发展的空间新形态构建共同富裕区域发展的空间新形态，，是决定共同富裕实现的最基本问题是决定共同富裕实现的最基本问题。。从区从区

域发展的区域属性扩展域发展的区域属性扩展，，形成空间形态的形成空间形态的空间尺度空间尺度、、空间结构和空间差异三大基本问题空间结构和空间差异三大基本问题。。并以此并以此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构建共同富裕空间

形态新的要素创新形态新的要素创新，，从空间尺度的新维度从空间尺度的新维度、、空间结构的新样态空间结构的新样态、、空间差异的新视角空间差异的新视角，，分别探索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分别探索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

的区域发展路径的区域发展路径。。进一步地进一步地，，基于中国纵向区域支持政策和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施对空间新形态基于中国纵向区域支持政策和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施对空间新形态予以回应予以回应，，在此在此

基础上形成对当前中国区域政策的优化构想基础上形成对当前中国区域政策的优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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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党的二十大总结了近十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总结了近十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新在新时代新

征程中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1]]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全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自党的十八大对共同富裕进行全面阐释以来自党的十八大对共同富裕进行全面阐释以来，，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便正式提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便正式提

上议事日程上议事日程。。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信念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信念，，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还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现的还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现的

长远目标长远目标。。当前当前，，学术界在共同富裕必然能实现以及实现中存在的不平衡学术界在共同富裕必然能实现以及实现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充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共同富裕的实现要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实现要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这项系统性工程的实施这项系统性工程的实施，，发展是导向发展是导向，，分配是关键分配是关键，，发展和发展和

分配的双向发力依赖于区域协调发展分配的双向发力依赖于区域协调发展。。可以说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的实质性进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措施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措施，，而共同富裕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和政策导向而共同富裕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和政策导向，，既是既是

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在以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下的区域发展中在以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下的区域发展中，，特别是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特别是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如何在更平衡如何在更平衡、、更更

充分的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全体人民的公平获得感充分的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全体人民的公平获得感，，区域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区域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完成为完成““消除贫困消除贫困、、

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项长远工程这项长远工程，，区域协调发展也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向区域协调发展也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向，，形成了一系列形成了一系列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这些战略和政策是在不同阶段这些战略和政策是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发展形态和层次中提出的不同区域发展形态和层次中提出的，，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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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视角下一体化发展视角下，，区域战略要如何从全局和分局上推动和把握共同富裕在增量提质的积极意义区域战略要如何从全局和分局上推动和把握共同富裕在增量提质的积极意义，，学者学者

们也做出了诸多探讨们也做出了诸多探讨，，从战略优化层面从战略优化层面，，形成了以地缘划分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形成了以地缘划分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

研究研究，，以及以以及以““增长点增长点—增长极—增长极—增长带—增长带””的开放经济形态逐渐展开的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开放经济形态逐渐展开的经济带发展战略、、““新四沿新四沿””发发

展战略优化研究展战略优化研究。。[[22]]从制度优化层面看从制度优化层面看，，要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任务要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任务，，国家宏观战略已经国家宏观战略已经

指明要从集约向协调迈进指明要从集约向协调迈进，，走平衡发展道路走平衡发展道路。。在具体策略的实施中在具体策略的实施中，，既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既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更更要要

兼顾发展的均衡问题兼顾发展的均衡问题。。针对现存体制机制问题针对现存体制机制问题，，制度创新是改善当前区域发展制度创新是改善当前区域发展、、人群发展差距的主要手人群发展差距的主要手

段段，，但实证检验表明当前的创新机制作用力较弱但实证检验表明当前的创新机制作用力较弱。。[[33]]面对这一现实困境面对这一现实困境，，学界主要聚焦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学界主要聚焦经济发展的两大动

因因———人口和土地提出改革建议—人口和土地提出改革建议，，包括为畅通劳动力的跨区流动进行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包括为畅通劳动力的跨区流动进行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44]]以及以及

畅通教育资源流动畅通教育资源流动，，强化法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强化法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激发道德层面的精神力量对制度的补充激发道德层面的精神力量对制度的补充。。[[55]-[]-[66]]从当从当

前的研究趋势前的研究趋势，，研究主体逐步从过去分层化研究向立体化研究转变研究主体逐步从过去分层化研究向立体化研究转变，，但视角仍然聚焦区域经济发展但视角仍然聚焦区域经济发展。。本本

文将从共同富裕的空间实现形式切入文将从共同富裕的空间实现形式切入，，研究适应共同富裕实现要素的区域政策优化研究适应共同富裕实现要素的区域政策优化。。

要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要实现以上研究目标，，在当前的区域形态范围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当前的区域形态范围下是难以达成的。。需要明确共同富裕问题是一个系统需要明确共同富裕问题是一个系统

性问题性问题，，放置于区域发展之下放置于区域发展之下，，也需要有整体的谋划也需要有整体的谋划，，以一种俯瞰的以一种俯瞰的、、动态的视角观察全局动态的视角观察全局，，有利于厘有利于厘

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要素的构成以及区域差距的成因区域要素的构成以及区域差距的成因。。由此由此，，本文的研究路径是要将空间本文的研究路径是要将空间

形态这一基础性概念引入共同富裕的研究之中形态这一基础性概念引入共同富裕的研究之中，，构建共同富裕的区域新形态构建共同富裕的区域新形态，，服务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服务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

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最终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最终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二、、构建共同富裕区域发展空间新形态的三大基本问题构建共同富裕区域发展空间新形态的三大基本问题

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发生的关乎全地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发生的关乎全地域、、全人群全人群、、全民族社会经济活动全民族社会经济活动

的综合性变化的综合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场景要依赖于其所属的空间环境而这种变化的场景要依赖于其所属的空间环境。。所谓空间形态所谓空间形态，，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

空间层面的分布状态与组合形式空间层面的分布状态与组合形式，，并且这种状态或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并且这种状态或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它是区域形态的高维表它是区域形态的高维表

达达，，也是当前区域发展以及区域政策制定最突出的理论特征之一也是当前区域发展以及区域政策制定最突出的理论特征之一，，空间形态的基础问题能够有效映照当空间形态的基础问题能够有效映照当

前区域政策的空间形态前区域政策的空间形态，，涉及的基本问题也是基于区域形态而提出涉及的基本问题也是基于区域形态而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扩展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扩展形成的。。按按

照区域形态的基本特征照区域形态的基本特征，，概括空间形态的基本问题概括空间形态的基本问题，，分别是空间尺度分别是空间尺度、、空间结构和空间差异空间结构和空间差异。。

（（一一））空间尺度局限空间尺度局限：：空间尺度多样性和分割性并存造成了空间分化空间尺度多样性和分割性并存造成了空间分化

区域协调发展是空间尺度划分的主要目的区域协调发展是空间尺度划分的主要目的，，并按照空间属性和特征进一步具象化并按照空间属性和特征进一步具象化。。张可云张可云（（20182018））
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总结为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总结为““两主两主、、三核三核、、四从四从””。。““两主两主””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三核三核””指落后区域指落后区域、、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与萧条区域，，““四从四从””指新型城镇化战略指新型城镇化战略、、陆海统筹战略陆海统筹战略、、全方位开放战全方位开放战

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略和乡村振兴战略。。[[77]]区域战略构想和实施中的空间尺度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形态之一区域战略构想和实施中的空间尺度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形态之一，，也是区域协调也是区域协调

发展得以顺利推进的基础发展得以顺利推进的基础，，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区域协调发展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区域协调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故而故而，，其空间其空间

尺度必然是多样的尺度必然是多样的，，特别是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特别是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也应该有高层次的标准也应该有高层次的标准。。

当前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空间尺度是多层次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空间尺度是多层次的。。这也是当前区域政策制定以及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当前区域政策制定以及区域协调发展

的底层逻辑之一的底层逻辑之一。。从空间尺度的大小来看从空间尺度的大小来看，，可以区分为大空间尺度和小空间尺度可以区分为大空间尺度和小空间尺度。。当前当前，，大空间形成的大空间形成的

以以““板块关系板块关系””为主体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引为主体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引。。然而然而，，无论是无论是20032003年年
以前的三大地带以前的三大地带（（东部东部、、中部中部、、西部西部），），还是此后的四大板块还是此后的四大板块（（东部东部、、东北东北、、中部中部、、西部西部））这种空间尺这种空间尺

度的划分是依据地理形态和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的度的划分是依据地理形态和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的，，即这是双重标准下的第一层次划分即这是双重标准下的第一层次划分。。小空间则是在大小空间则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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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尺度下对空间类型的细分的空间尺度下对空间类型的细分，，依据各类经济活动在空间内的分布确定依据各类经济活动在空间内的分布确定，，由此形成的以由此形成的以““区际关系区际关系””

为代表的区域增长极体系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定向指引为代表的区域增长极体系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定向指引。。较为典型的小空间形态较为典型的小空间形态，，包括城市群形态包括城市群形态、、都都

市圈形态市圈形态、、开发区形态开发区形态、、产业链形态等产业链形态等，，这些形态的尺度划定这些形态的尺度划定，，是在大空间形态的尺度之下是在大空间形态的尺度之下，，一方面依一方面依

据行政界限据行政界限、、地理空间确定地理空间确定，，另一方面则要根据社会另一方面则要根据社会、、经济经济、、生态生态、、文化确定功能区界限文化确定功能区界限，，现阶段的小现阶段的小

空间划分标准主要是经济发展程度空间划分标准主要是经济发展程度。。由此看来由此看来，，小空间是多重标准下的第二层次划分小空间是多重标准下的第二层次划分。。

从空间尺度的作用方向看从空间尺度的作用方向看，，可以区分为纵向空间尺度和横向空间尺度可以区分为纵向空间尺度和横向空间尺度。。纵向空间尺度是对区域间纵纵向空间尺度是对区域间纵

向关系的分割向关系的分割，，按照按照““中央—中央—地方地方”“”“省—省—市—市—县—县—乡—乡—村村””的行政边界划分的纵向区域发展空间的行政边界划分的纵向区域发展空间，，形形

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指引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指引。。横向空间尺度同样是按照区域行政边界对区域间横向关系进行分割横向空间尺度同样是按照区域行政边界对区域间横向关系进行分割，，

并依据横向空间的资源流动方式并依据横向空间的资源流动方式，，形成以形成以““区域对口帮扶区域对口帮扶、、协作协作””为主导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特殊指为主导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特殊指

引引。。由此可见由此可见，，横纵向空间尺度是单一标准下的第三横纵向空间尺度是单一标准下的第三、、第四层次划分第四层次划分。。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大大、、小空间尺度和横小空间尺度和横、、纵空间尺度的多重标准和多层次纵空间尺度的多重标准和多层次，，在促进空间尺度内区域协调发在促进空间尺度内区域协调发

展上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展上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从国家整体协同推进的层面看但从国家整体协同推进的层面看，，不同空间尺度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分割不同空间尺度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分割，，

这种分割加剧了空间分化这种分割加剧了空间分化，，不利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不利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造成空间分化的原因如下造成空间分化的原因如下：：一是四个层次在空间一是四个层次在空间

尺度上存在交叠与空缺尺度上存在交叠与空缺，，以板块关系为空间尺度基础以板块关系为空间尺度基础，，区域发展政策覆盖全国区域发展政策覆盖全国，，但是从第二层次开始但是从第二层次开始，，

空间尺度的划定标准与地方区位和发展密切联系空间尺度的划定标准与地方区位和发展密切联系，，根据地方发展的侧重和经济发展程度根据地方发展的侧重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

上的战略导向和实施力度有所区别上的战略导向和实施力度有所区别，，多层次的战略组合不可避免多层次的战略组合不可避免会出现战略布局的重叠与缺位会出现战略布局的重叠与缺位，，带来宏带来宏

观指引与定向指引的偏差观指引与定向指引的偏差。。二是在明确的空间层次之间二是在明确的空间层次之间，，确定的空间尺度变相分割国家的空间版图确定的空间尺度变相分割国家的空间版图，，对对

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不同空间层次中区域发展目标有契合度上的参差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不同空间层次中区域发展目标有契合度上的参差、、侧重甚至矛侧重甚至矛

盾盾，，从而影响区域整体布局成效从而影响区域整体布局成效。。三是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下三是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更加凸显空间尺度分层的更加凸显空间尺度分层的

割裂问题割裂问题。。空间分层的目的在于引导资源的流向空间分层的目的在于引导资源的流向。。当前当前，，资源的流动主要是在经济因素引导下进行的资源的流动主要是在经济因素引导下进行的，，

这也同空间尺度的划分标准保持一致这也同空间尺度的划分标准保持一致，，而在共同富裕实现目标下而在共同富裕实现目标下，，空间尺度的划分不能够局限在经济标空间尺度的划分不能够局限在经济标

准之下准之下，，需要更多考虑多重社会因素需要更多考虑多重社会因素，，遏制不同区域间的社会发展进程在空间上的分割现状遏制不同区域间的社会发展进程在空间上的分割现状。。这种由空这种由空

间尺度划分和空间分层带来的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间尺度划分和空间分层带来的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共同富裕空间形态存在的局限之一是共同富裕空间形态存在的局限之一。。

（（二二））空间结构局限空间结构局限：：空间结构多维性和嵌套性并存制约了结构优化空间结构多维性和嵌套性并存制约了结构优化

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的空间聚集程度和聚集形态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的空间聚集程度和聚集形态。。以空间结构为以空间结构为

基础形成的总体区位理论探讨的不是单一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基础形成的总体区位理论探讨的不是单一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而是综合了几乎所有社会经济客体而是综合了几乎所有社会经济客体。。因因

此此，，社会经济的空间组织构成空间结构的脉络社会经济的空间组织构成空间结构的脉络，，社会经济空间的客体社会经济空间的客体（（农业农业、、工业工业、、城镇居民点城镇居民点、、道道

路路、、通信通信、、文化文化、、商业等商业等））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运动现象现象，，形成不同的空间样态形成不同的空间样态。。[[88]]空间结构则反映这些空间结构则反映这些

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内的布局与运动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内的布局与运动，，表现出一种结构样态和结果状态表现出一种结构样态和结果状态，，即空间结构即空间结构，，一方面包括社会一方面包括社会

经济发展资源在空间内的布局样态经济发展资源在空间内的布局样态，，包括国土资源开发包括国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产业布局、、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环境资源布局等环境资源布局等；；另一另一

方面方面，，则反映在这些布局的集聚或分散状态则反映在这些布局的集聚或分散状态，，两种结果无非好坏两种结果无非好坏，，关键在于是否适应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关键在于是否适应经济社会的总体发

展规律展规律。。陆大道早在陆大道早在19981998年就提出空间结构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年就提出空间结构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称其为称其为““区域发展状态的指示区域发展状态的指示

器器””，，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反映区域发展状态本质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反映区域发展状态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活动的改变牵连着空间结构人类活动的改变牵连着空间结构

的变动的变动，，进一步影响区域发展的进程进一步影响区域发展的进程。。当前当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和效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和效果，，深受空间结构影深受空间结构影

响响，，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及其与空间尺度的契合性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及其与空间尺度的契合性，，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当前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状态是多维性和嵌套性并存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状态是多维性和嵌套性并存的。。从维度上看从维度上看，，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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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一维向多维空间因素变化一个从一维向多维空间因素变化，，从平面向立体空间布局的总括从平面向立体空间布局的总括。。这种维度的变化这种维度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社会一方面体现在社会

经济空间要素的维度变化上经济空间要素的维度变化上，，在决策权重组合中在决策权重组合中，，区域决策经历了从物质维度向精神维度转变区域决策经历了从物质维度向精神维度转变。。改革开改革开

放初期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99]]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这一指导思想贯彻至今这一指导思想贯彻至今，，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下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下，，中国共产党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两手抓两手抓””通通

过过““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到到““四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再到““五位一体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的总体布局实现，，由此形成空间平面结构的多维因由此形成空间平面结构的多维因

素素。。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区域政策从平面空间向立体空间的转移和重视则体现在区域政策从平面空间向立体空间的转移和重视。。图图11展示了在立体空间上的社展示了在立体空间上的社

会经济发展会经济发展，，在考虑时间因素下的空间结构复杂性大大提升在考虑时间因素下的空间结构复杂性大大提升，，平面空间内的经济平面空间内的经济、、政治政治、、文化文化、、社会和社会和

生态五要素生态五要素，，静态下相互影响静态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促进，，是系统与要素是系统与要素、、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因而必须统筹兼顾因而必须统筹兼顾，，全全

面推进面推进。。动态下五要素的各自发展会在另一时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和进程动态下五要素的各自发展会在另一时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和进程，，这种复杂性既反映在五这种复杂性既反映在五

要素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要素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也体现在相互影响的作用也体现在相互影响的作用下下。。另外另外，，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实推进共同富裕实

现中现中，，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以及国家的致富之本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以及国家的致富之本仍然是经济因素仍然是经济因素。。而当构成社会经济的空间要素维而当构成社会经济的空间要素维

度不断增加后度不断增加后，，经济利益因素会受到诸如社会公正经济利益因素会受到诸如社会公正、、生态限制等的制约生态限制等的制约，，增速放缓增速放缓。。[[1010]]如何把握增长与如何把握增长与

发展的平衡点发展的平衡点，，也是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难点问题也是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难点问题。。

图图11 社会经济空间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组合发展社会经济空间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组合发展

从空间结构的组合与分布样态看从空间结构的组合与分布样态看，，还体现在空间要素互动流的维度变化上还体现在空间要素互动流的维度变化上，，即点与点即点与点、、或区域之间或区域之间

空间要素的方向和密度空间要素的方向和密度。。当前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从宏观上形成了以增长极为中心的中国区域发展从宏观上形成了以增长极为中心的““极核式极核式”“”“点轴式点轴式””

和和““网络式网络式””空间结构空间结构，，在此空间维度之上在此空间维度之上，，共同富裕要形成更高维度的共同富裕要形成更高维度的““网络式网络式””空间结构空间结构，，即要实即要实

现现““网络式网络式””空间结构的嵌套与组合空间结构的嵌套与组合。。在同一空间尺度限制下在同一空间尺度限制下，，则按照功能区的聚集和分散状态则按照功能区的聚集和分散状态，，如图如图

22所示所示，，形成以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为核心向外扩展的形成以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为核心向外扩展的““同心圆模式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扇形模式””和和““多核心模式多核心模式””，，共共

同富裕在功能区划上要更加顾及同一区域内的人群获得感问题同富裕在功能区划上要更加顾及同一区域内的人群获得感问题，，适当增加区域内的核心点适当增加区域内的核心点，，平衡各区发平衡各区发

展展，，缩小群体内在社会中的生活差异缩小群体内在社会中的生活差异。。不同空间样态组合形成的多重空间则涉及不同空间样态组合形成的多重空间则涉及空间的组合和嵌套问空间的组合和嵌套问

题题，，宏观考察空间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运动宏观考察空间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运动，，中观考察可以将其拆解为各个空间样态子系统的组合与嵌中观考察可以将其拆解为各个空间样态子系统的组合与嵌

套套，，考察各子系统的联结变化考察各子系统的联结变化，，微观上则是对各组成部分进行独立考察微观上则是对各组成部分进行独立考察，，从其运行现状及问题着手优从其运行现状及问题着手优

化化，，并层层向上链接并层层向上链接，，形成一种形成一种““自下而上自下而上””的空间结构优化体系的空间结构优化体系。。空间结构的优化路径空间结构的优化路径，，是当前区域是当前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的空间逻辑协调发展战略的空间逻辑，，而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和结构内部的多维性而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和结构内部的多维性、、结构间的嵌套性更加复杂了空结构间的嵌套性更加复杂了空

间结构的优化路径间结构的优化路径，，同时成为区域战略优化的难点之一同时成为区域战略优化的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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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2 以核心功能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空间结构样态以核心功能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空间结构样态

（（三三））空间差异局限空间差异局限：：空间差异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并存形成了测度偏差空间差异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并存形成了测度偏差

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区域发展能力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限制区域发展能力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限制，，时间的累积效应最终会反时间的累积效应最终会反

映出区域差异的不断扩大映出区域差异的不断扩大，，[[1111]]即即空间差异是绝对存在的空间差异是绝对存在的。。既然空间差异无法抹平既然空间差异无法抹平，，那么那么，，在差异存在的在差异存在的

合理性问题上合理性问题上，，经济学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质出发阐述了国家整体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性以及局部经济学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质出发阐述了国家整体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性以及局部

差异化的必要性差异化的必要性。。[[1212]]学者们也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出发学者们也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出发，，认为要引导缩小空间差距但不能搞平认为要引导缩小空间差距但不能搞平

均主义均主义，，衡量指标应该设定一个范围值衡量指标应该设定一个范围值。。[[1313]]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空间差异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空间差异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也没也没

有提出一套完整的适应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下的空间差异测度体系有提出一套完整的适应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下的空间差异测度体系，，难点在于空间差异的绝对性和相对难点在于空间差异的绝对性和相对

性并存性并存。。

中国的大国属性决定了其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态中国的大国属性决定了其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态，，由此体现在空间差异上由此体现在空间差异上，，也是复杂也是复杂

和多样的和多样的。。区域差异在空间形态上从二维向多维的转换区域差异在空间形态上从二维向多维的转换，，是依据空间尺度和空间结构而变的是依据空间尺度和空间结构而变的，，空间差异空间差异

的这种前后变化是基于视角的转变的这种前后变化是基于视角的转变。。第一种视角转变是从经济视角向人群视角转变第一种视角转变是从经济视角向人群视角转变，，对应于空间结构从对应于空间结构从

一维向多维的转化一维向多维的转化，，来自来自自然条件的禀赋差异自然条件的禀赋差异，，是造成空间差异的客观条件是造成空间差异的客观条件。。此外此外，，学界总结主观因素学界总结主观因素

还包括劳动者数量与质量还包括劳动者数量与质量、、科技发展水平等科技发展水平等。。[[1414]]共同富裕路径下共同富裕路径下，，应该构建以人群为中心的空间新形应该构建以人群为中心的空间新形

态态，，以人群发展要素为考量依据以人群发展要素为考量依据，，按照空间结构的组成框架按照空间结构的组成框架，，差异的影响因素也要充分考虑政治差异的影响因素也要充分考虑政治、、社社

会会、、生态生态、、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第二种视角转变则是空间对比层次上第二种视角转变则是空间对比层次上，，过去对空间差异的对比过去对空间差异的对比，，往往是在空间尺往往是在空间尺

度划分的同一层次比较度划分的同一层次比较，，这种对比的优势非常明显这种对比的优势非常明显，，可以清晰而直观地反映某一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清晰而直观地反映某一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

劣势也在此突出劣势也在此突出，，即区域政策效果评估往往不能够做清晰而即区域政策效果评估往往不能够做清晰而直观的判断和测度直观的判断和测度，，仅在经济行为存在外扩仅在经济行为存在外扩

和内收效应和内收效应下下，，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域政策相互影响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域政策相互影响，，更不论多重因素的相互交织作用更不论多重因素的相互交织作用。。同时同时，，在时空维在时空维

度影响下度影响下，，造成差异的多重因素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演化程度各异造成差异的多重因素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演化程度各异，，对空间差异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对空间差异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诸诸

多不确定要素叠多不确定要素叠加加，，造成区域差异不是一个准确可衡量的数学概念造成区域差异不是一个准确可衡量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社会概念系统的社会概念。。

三三、、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空间要素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空间要素

（（一一））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尺度新维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尺度新维度

第一重第一重，，总体上要在习近平总体上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框架下经济思想框架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坚持新发展理念下实施区域在坚持新发展理念下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区域

重大战略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其中其中，，““四大战略四大战略””在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在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框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框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化的区域发展方向和目标化强化的区域发展方向和目标，，基础就是对空间尺度的合理把控基础就是对空间尺度的合理把控，，原则是要从空间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原则是要从空间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

点目标点目标，，分类分类、、分区进行战略谋划分区进行战略谋划，，仍然要坚持发展是一切谋划的根本前提仍然要坚持发展是一切谋划的根本前提，，在新发展理念下突破传统在新发展理念下突破传统

发展格局发展格局，，区域战略的实施和落脚点在于区域的经济空间和国土空间规划两个方面上区域战略的实施和落脚点在于区域的经济空间和国土空间规划两个方面上，，两者的布局要点两者的布局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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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以提质增效即是以提质增效、、创新协调创新协调、、共享开放为引领明确区域分割要领和区域边界共享开放为引领明确区域分割要领和区域边界。。总之总之，，区域宏观发展的路区域宏观发展的路

径径，，要坚持以板块发展为核心要坚持以板块发展为核心、、区际发展为落脚点区际发展为落脚点，，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重第二重，，正确认识行政区划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正确认识行政区划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适当突破发展模块的行政壁垒和层级阻隔适当突破发展模块的行政壁垒和层级阻隔，，促促

进各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进各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新发展格局中促进国内大循环这是新发展格局中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要素流通的必然要求畅通要素流通的必然要求，，也是共同富也是共同富

裕实现目标中裕实现目标中，，实现全体人民一致获得感的基础条件实现全体人民一致获得感的基础条件。。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突破壁垒和阻隔的前提突破壁垒和阻隔的前提，，仍然是要准仍然是要准

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治理中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治理中行政区划存在的必要性和关键意义行政区划存在的必要性和关键意义。。一是行政区划在中国特色的区一是行政区划在中国特色的区

域治理中域治理中，，有其自身旺盛的制度生命力有其自身旺盛的制度生命力。。[[1515]]习近平总书记说习近平总书记说，，““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

展的障碍和壁垒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用不好用不好

也可能成为掣肘也可能成为掣肘。。””[[1616]]二是行政区划是空间尺度的重要标准二是行政区划是空间尺度的重要标准，，空间尺度是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空间尺度是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因此因此，，行行

政区划成为搭建区域空间形态的框架和基础政区划成为搭建区域空间形态的框架和基础，，无论是哪一层次内还是层次间的空间互动无论是哪一层次内还是层次间的空间互动，，都是在行政区都是在行政区

划基础上实现的划基础上实现的，，即使破除了当前的壁垒即使破除了当前的壁垒，，““区域的界限永远都是存区域的界限永远都是存在的在的””,,[[1717]]相反相反，，行政壁垒的不当破行政壁垒的不当破

除除，，会带来空间结构的失调会带来空间结构的失调，，进而造成空间差异的失控进而造成空间差异的失控。。因此因此，，如何用好行政区划如何用好行政区划，，如何把握破除行政如何把握破除行政

壁垒的尺度壁垒的尺度，，是空间新尺度要把握的重要方面是空间新尺度要把握的重要方面。。总体思路是总体思路是，，要在发挥行政区划积极意义之上要在发挥行政区划积极意义之上，，加强纵加强纵

向空间要素的融合与流通向空间要素的融合与流通，，加深横向空间的经济往来和支援加深横向空间的经济往来和支援，，这不仅仅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互动这不仅仅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互动，，更要在更要在

一种立体层次间交流一种立体层次间交流。。

第三重第三重，，处理和完善空间尺度多样性带来的空间分化问题处理和完善空间尺度多样性带来的空间分化问题。。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不是单一层次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不是单一层次

对板块关系对板块关系、、区际关系这类横向关系的协调区际关系这类横向关系的协调，，也不单一反映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单一反映中央与地方关系、、市县关系这类纵向关系的市县关系这类纵向关系的

统筹统筹，，而是横纵向多层次关系的交叉融合而是横纵向多层次关系的交叉融合。。按照层次级别划分按照层次级别划分，，要将不同层次的空间尺度统筹起来要将不同层次的空间尺度统筹起来，，小小

空间尺度的把握要以大空间尺度为导向空间尺度的把握要以大空间尺度为导向，，同时小空间尺度上的不同尺度标准之间要相互协调同时小空间尺度上的不同尺度标准之间要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共同推进

大空间的战略导向大空间的战略导向。。大空间尺度的把握要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大空间尺度的把握要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四大战略布局四大战略布局””和国家发展的其他重和国家发展的其他重

大战略大战略。。以以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为例为例，，首先首先，，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大空间尺度下的四大板块战略之一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大空间尺度下的四大板块战略之一，，必然要服必然要服

务于区域协调发展这个总体布局务于区域协调发展这个总体布局，，同时还要一并服务于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之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同时还要一并服务于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之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质量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四大战略四大战略。。除此以外除此以外，，中国西部地区还是共建中国西部地区还是共建““一带一带

一路一路””、、加强对外开放的建设高地加强对外开放的建设高地，，空间尺度还要把握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空间尺度还要把握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资源流通的程度资源流通的程度。。另外另外，，

在西部大开发的大空间尺度下在西部大开发的大空间尺度下，，还有成渝城市群还有成渝城市群、、关中关中--天水经济区天水经济区、、环北部湾环北部湾（（广西广西））经济区等小空经济区等小空

间尺度下的社会经济空间形态间尺度下的社会经济空间形态，，他们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和区域带动点他们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和区域带动点，，这些不同尺度标这些不同尺度标

准的小空间形态准的小空间形态，，一方面要保证其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要保证其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大战略四大战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一倡议的发展方向一致致，，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小空间尺度下不同形态的实现目标要保证这些小空间尺度下不同形态的实现目标、、方法和路径相互协调方法和路径相互协调、、互补互补，，特别是在资特别是在资源流

动上

源流

动上，，要结合小空间视角的多重尺度要结合小空间视角的多重尺度合理划分和配置资源的流向和流量合理划分和配置资源的流向和流量。。

（（二二））实现共同富裕空间结构的新样态实现共同富裕空间结构的新样态

第一重第一重，，以一种动态的视角谋划空间资源分布以一种动态的视角谋划空间资源分布，，构建合理的资源转移体系构建合理的资源转移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资源

在多层次嵌套网格中流动在多层次嵌套网格中流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空间要素的合理组合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空间要素的合理组合，，优化空间配置优化空间配置，，是克服地理空间是克服地理空间

约束的有力措施约束的有力措施。。共同富裕空间结构最核心的体现共同富裕空间结构最核心的体现，，既是在新的空间尺度标准下制定更为立体既是在新的空间尺度标准下制定更为立体、、更加多更加多

面面、、更有利于长远规划的空间新样态更有利于长远规划的空间新样态，，畅通资源在新空间结构上的流通畅通资源在新空间结构上的流通，，是新样态下的实现难点是新样态下的实现难点，，但确但确

是共同富裕目标导向的必然结果是共同富裕目标导向的必然结果。。在共同富裕空间结构的多层嵌套网格中在共同富裕空间结构的多层嵌套网格中，，目前目前，，““五位一体五位一体””发展布发展布

局下局下，，社会经济发展资源至少涉及经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至少涉及经济、、社会社会、、政治政治、、生态生态、、文化五大类资源的流动文化五大类资源的流动，，首先要识别不同首先要识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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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同的流动方向资源不同的流动方向、、流动速度和流动数量流动速度和流动数量；；其次要权衡这些资源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组合贡献其次要权衡这些资源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组合贡献，，不能不能

从单一视角判断资源的去留问题从单一视角判断资源的去留问题；；最后要判断和预测空间结构在时空中的变化最后要判断和预测空间结构在时空中的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不是一资源的空间配置不是一

成不变的成不变的，，资源的发展变化会带动整个空间内发展要素的组合变化资源的发展变化会带动整个空间内发展要素的组合变化，，通过恰当的区间统筹通过恰当的区间统筹、、协作和调配协作和调配

能够有效整合空间发展要素能够有效整合空间发展要素，，是均衡发展是均衡发展、、缩小差距的重要着力点缩小差距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重第二重，，在共同富裕实现目标引导下在共同富裕实现目标引导下，，适当外扩或者收缩空间组成适当外扩或者收缩空间组成、、上移或下移空间内各组成成分上移或下移空间内各组成成分

定位定位，，以适应以适应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对共同共同富裕富裕的向往的向往。。所谓外扩或收缩空间结构内的组成部分所谓外扩或收缩空间结构内的组成部分，，在于适当调整空间在于适当调整空间

结构内的聚集力和扩散力结构内的聚集力和扩散力。。而上移或下移空间内各组成成分的定位而上移或下移空间内各组成成分的定位，，目的在于下沉区域政策在基层社群目的在于下沉区域政策在基层社群

组织中的执行力组织中的执行力，，同时打通区域发展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同时打通区域发展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例如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京津冀城市布局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京津冀城市布局问

题中谈到题中谈到：：““京津两极过于京津两极过于‘‘肥胖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瘦弱’’，，不同规模城市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不同规模城市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

和分布格局和分布格局。。””[[1818]]当前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普遍面临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城市群发展普遍面临发展不均衡问题，，除了需要对空间结构总体统筹除了需要对空间结构总体统筹，，““提提

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促进城市分工协作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以外以外。。具体来讲具体来讲，，就是要把握空间就是要把握空间

结构凝聚力和扩散力结构凝聚力和扩散力，，适当上移部分次中心区域的空间定位适当上移部分次中心区域的空间定位，，发挥中心区对周边发挥中心区对周边特别是对次中心区的辐特别是对次中心区的辐

射作用射作用，，要在实现要在实现““优势互补优势互补、、层次鲜明层次鲜明””的发展趋势中逐步优化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中逐步优化空间结构。。

第三重第三重，，处理好空间尺度和空间结构的契合问题处理好空间尺度和空间结构的契合问题，，为区域政策的实施框定合理范围和层次为区域政策的实施框定合理范围和层次。。事实事实

上上，，中国空间结构的不同层次嵌套和组合中国空间结构的不同层次嵌套和组合，，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原本的空间尺度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原本的空间尺度，，以以““都市圈都市圈””

为例为例，，全国全国3838个主要都市圈以个主要都市圈以3838个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市县扩散个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市县扩散，，每一个每一个““点轴点轴””结构的空间尺度结构的空间尺度

都是在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框定的都是在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框定的，，区域发展部署也是在划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区域发展部署也是在划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但是但是，，受受

都市圈分布的影响都市圈分布的影响，，东部密集分布东部密集分布2121个都市圈个都市圈，，并出现了重叠交融现象并出现了重叠交融现象，，随着地区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随着地区中心城市的影响力

不断增强不断增强，，与周边城市形成更紧密联系与周边城市形成更紧密联系，，都市圈的辐射范围逐渐扩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逐渐扩大。。[[1919]]对于这种空间结构的重叠对于这种空间结构的重叠，，空空

间尺度的重新调整尤为必要间尺度的重新调整尤为必要，，一方面涉及由多个都市圈一方面涉及由多个都市圈““点轴结构点轴结构””组合形成的组合形成的““网络结构网络结构””之间社会之间社会

经济发展要素的区际流动经济发展要素的区际流动，，另一方面也涉及另一方面也涉及区域发展战略在地级层面的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地级层面的实施。。合理界定空间结构中的重合理界定空间结构中的重

叠部分叠部分，，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空间尺度矛盾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空间尺度矛盾，，加大施策力度加大施策力度。。

（（三三））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差异新视角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差异新视角

第一重第一重，，突破空间差异的地域视角突破空间差异的地域视角，，从空间内的人群视角看待空间异质性从空间内的人群视角看待空间异质性。。空间差异性既是空间形空间差异性既是空间形

态的基本问题态的基本问题，，也是共同富裕在空间视角下的重点问题也是共同富裕在空间视角下的重点问题。。中国的大国国情中国的大国国情，，意味着不能够复刻其他国家意味着不能够复刻其他国家

的发展路径的发展路径，，横纵向区域间经济横纵向区域间经济、、社会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文化的巨大差异，，造成空间差异的复杂和多样造成空间差异的复杂和多样。。空间异质性造空间异质性造

成同一社会成同一社会、、经济活动在不同区域的不同表现经济活动在不同区域的不同表现。。共同富裕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群的共同富裕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群的““基本无差别基本无差别””发展发展。。

当前当前，，区域政策在把握空间差异尺度上区域政策在把握空间差异尺度上，，通常是以地域版图的空间差异为标准通常是以地域版图的空间差异为标准，，地区发展的参差和人群地区发展的参差和人群

发展参差发展参差，，往往没有严格界定往往没有严格界定，，例如例如，，按照按照《《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20182018）》）》从绿色生从绿色生

态态、、社会人文社会人文、、企业发展企业发展、、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开放创新开放创新、、民生共享六个指标的综合测定民生共享六个指标的综合测定，，前十位的城市总得分前十位的城市总得分

平均为平均为00..56535653，，高于平均值高于平均值00..35923592分分，，后十位城市的得分均低于后十位城市的得分均低于00..26082608，，其中深圳位列第一其中深圳位列第一，，总得分为总得分为

00..60276027，，忻州位列最后一名忻州位列最后一名，，总得分为总得分为00..24292429，，两者相差两者相差22..4848倍倍。。[[2020]]这份报告的空间差异测算便是基于地这份报告的空间差异测算便是基于地

域发展视角域发展视角，，且是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设定的评价维度且是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设定的评价维度。。总体而言总体而言，，这份报告在客观描述中国区域发展这份报告在客观描述中国区域发展

差异上差异上，，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但是，，在以共同富裕实现导向下测度空间差异在以共同富裕实现导向下测度空间差异，，仍需要转换视角仍需要转换视角。。共同共同

富裕的最终落脚点在人民富裕的最终落脚点在人民，，那么出发点也将是全体人民那么出发点也将是全体人民，，最终要以全体人民的获得感最终要以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为评判共同富裕实现进程的标准作为评判共同富裕实现进程的标准。。因此因此，，共同富裕的衡量最终要以人和人群的综合发展为测度中心共同富裕的衡量最终要以人和人群的综合发展为测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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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前地域发展指标转化为促进人的发展的指标来测度将当前地域发展指标转化为促进人的发展的指标来测度，，能够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放在人能够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放在人

的高质量发展上的高质量发展上。。

第二重第二重，，突破空间差异的经济视角突破空间差异的经济视角，，从构成空间结构的社会经济发展多维视角看待空间异质性从构成空间结构的社会经济发展多维视角看待空间异质性。。承承

接第一重视角接第一重视角，，经济标准在经济标准在““空间差异空间差异””上的衡量是绝对上的衡量是绝对、、客观的客观的，，而人群发展不能用绝对指标评判而人群发展不能用绝对指标评判，，

更不能以经济差异作为空间差异的唯一视角判断更不能以经济差异作为空间差异的唯一视角判断““共富共富””程度程度。。这里涉及两个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问题：：一是衡量空间差异一是衡量空间差异

的多维评价指标的权重设定问题的多维评价指标的权重设定问题。。在以人群发展为导向的指标体系构建上在以人群发展为导向的指标体系构建上，，要综合权衡和考虑各发展要要综合权衡和考虑各发展要

素权重素权重，，以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为例以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为例，，绿色生态绿色生态、、社会人文社会人文、、企业发展企业发展、、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开放创开放创

新新、、民生共享民生共享六个维度的全国排名分别为六个维度的全国排名分别为118118位位、、11位位、、33位位、、11位位、、55位位、、3535位位。。[[2020]]其他城市也存在这样其他城市也存在这样

的问题的问题，，即绿色生态指标同企业发展即绿色生态指标同企业发展、、经济效率呈现反向相关关系经济效率呈现反向相关关系，，再按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国再按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国

土空间开发的整体规划土空间开发的整体规划，，不同空间的发展侧重有所区别不同空间的发展侧重有所区别，，也决定了人群发展也有所侧重也决定了人群发展也有所侧重，，因此在空间差因此在空间差

异的评价系统中异的评价系统中，，各维度的权重也应该有所侧重各维度的权重也应该有所侧重。。总体来说总体来说，，要在战略导向之下制定适合的指标和权要在战略导向之下制定适合的指标和权

重重。。二是在当前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二是在当前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重视非经济因素重视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在弥合特别是文化因素在弥合、、扩大空间异质扩大空间异质

性上的重要影响性上的重要影响。。在弥合空间异质性上在弥合空间异质性上，，社会学家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社会学家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了诸多人群幸福感和获得获得了诸多人群幸福感和获得

感的来源感的来源。。从人群满意度看从人群满意度看，，空间差距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空间差距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但是但是，，同样对于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同样对于民族地区和农村地

区区，，特别是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是较为远离中华儒家文化的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是较为远离中华儒家文化的““文化边缘区文化边缘区””。。同同

““文化核心区文化核心区””相比相比，，边缘区域人群缺乏大传统所赋予的强大文化本能的情况下边缘区域人群缺乏大传统所赋予的强大文化本能的情况下，，即使有市场机会即使有市场机会，，也也

不善于运用不善于运用，，从经济层面容易与其他人群拉开差距从经济层面容易与其他人群拉开差距。。[[2121]]

第三重第三重，，以以““二倍数原则二倍数原则””为参考实现空间差异的缩进为参考实现空间差异的缩进。。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发展不是追求全发展不是追求全

国范围的绝对公平国范围的绝对公平，，而应该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问题。。黄奇帆黄奇帆（（20222022））提出提出：：““区域差别如用不同区域人区域差别如用不同区域人

均均GDPGDP的差异来衡量的差异来衡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GDP倍数控制在倍数控制在22倍以内比较合理倍以内比较合理；；城乡差别如用城乡差别如用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衡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衡量，，也应当控制在也应当控制在22倍以内倍以内；；全社会基尼系全社会基尼系

数控制在数控制在00..33～～00..44之间比较合理之间比较合理。。””[[2222]]黄奇帆提出的黄奇帆提出的““二倍数原则二倍数原则””有两层内涵有两层内涵：：一是从经济维度衡量区一是从经济维度衡量区

域差异可行域差异可行，，且范围限定在且范围限定在22倍倍。。二是在人群视角要关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二是在人群视角要关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落脚点要切实放在人群的落脚点要切实放在人群的

获得感上获得感上。。扩大到空间差异维度扩大到空间差异维度，，这一原则仍然适用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且具有更广泛的运用空间且具有更广泛的运用空间。。将将““二倍数原则二倍数原则””看看

作作一种价值引导一种价值引导，，不仅可以衡量经济维度不仅可以衡量经济维度，，也可以衡量人群的综合差异也可以衡量人群的综合差异，，即共同富裕视域下即共同富裕视域下，，不同空间不同空间

尺度中的人群总体差别应当控制在尺度中的人群总体差别应当控制在11倍之内倍之内，，且在同一个空间结构中且在同一个空间结构中，，发展中心区域发展中心区域、、次中心区域和其次中心区域和其

他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应当控制在他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应当控制在11倍以内倍以内。。

四四、、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实践进路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目标下共同富裕目标下，，构建空间新形态的实践引领构建空间新形态的实践引领，，仍然是区域政策仍然是区域政策。。区域政策是国家所有政策类型中区域政策是国家所有政策类型中

唯一能够对经济版图产生积极的空间干预的政策手段唯一能够对经济版图产生积极的空间干预的政策手段，，它不但作用于空间差异的弥合它不但作用于空间差异的弥合、、区域发展的协区域发展的协

调调，，而且能够在促进优势区域而且能够在促进优势区域崛起的过程中打造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空间抓手崛起的过程中打造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空间抓手。。[[2323]]空间维度的上升空间维度的上升，，对区对区

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体上总体上，，构建共同富裕区域新形态的区域政策制定要正确处理构建共同富裕区域新形态的区域政策制定要正确处理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和和““提高发展的平衡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协调性、、包容包容

性性””两方面的关系两方面的关系。。政策的优化思路如下政策的优化思路如下：：一是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一是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促进共以促进共

同富裕为构建目标同富裕为构建目标，，明确政策制定的方向明确政策制定的方向。。二是在共同富裕的空间新形态上二是在共同富裕的空间新形态上，，从空间尺度和空间结构从空间尺度和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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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提炼区域比较和区域关系两类指标提炼区域比较和区域关系两类指标，，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明确政策实明确政策实

施的方向施的方向。。三是以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体系为依据三是以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体系为依据，，从空间差异视角设计中国区域政策体系从空间差异视角设计中国区域政策体系，，兼顾兼顾

地域发展与人群发展地域发展与人群发展、、总体均衡与局部差异总体均衡与局部差异，，明确政策优化的方向明确政策优化的方向。。在全新搭建的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在全新搭建的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

框架下框架下，，要注重布局的整体性要注重布局的整体性、、规划的系统性规划的系统性，，最终的落脚点是具备实践意义的政策参考最终的落脚点是具备实践意义的政策参考。。反过来反过来，，共共

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形成也需要区域政策的支持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形成也需要区域政策的支持，，在区域政策的回应中实现空间形态的创新在区域政策的回应中实现空间形态的创新，，并最终促并最终促

使区域政策进一步指向共同富裕使区域政策进一步指向共同富裕。。按照当前中国区域政策的作用方向按照当前中国区域政策的作用方向，，可以分为纵向区域政策和横向区可以分为纵向区域政策和横向区

域政策域政策。。从空间维度看从空间维度看，，区域政策不仅要关注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的区域发展区域政策不仅要关注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的区域发展，，更要从横向上更要从横向上

构建互联互通构建互联互通、、互帮互助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互帮互助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由此由此，，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区域政策实践有两条进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区域政策实践有两条进

路路，，即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实践进路和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践进路即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实践进路和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践进路。。

（（一一））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实践进路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实践进路

第一第一，，明确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制定方向明确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制定方向。。把握好空间尺度的划分界限把握好空间尺度的划分界限，，在总体布局中突出分类指在总体布局中突出分类指

导导，，提高区域政策实施的整体度和精准度提高区域政策实施的整体度和精准度。。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来看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来看，，处于处于““块状块状””的区域经济便构成整的区域经济便构成整

个国民经济个国民经济。。现实中现实中，，既可以表现为由行政单元的经济构成既可以表现为由行政单元的经济构成（（如如3131个省个省、、自治区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构成直辖市的经济构成

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也可以表现为若干经济区域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也可以表现为若干经济区域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国民经济在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国民经济在

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中央从纵向的角度对全国的区域经济进行规划并采取某些支持政策中央从纵向的角度对全国的区域经济进行规划并采取某些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包这些政策包

括两个方向括两个方向：：一是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一是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二是造就全国增长极二是造就全国增长极，，使其成为大区域乃至于全国发展的使其成为大区域乃至于全国发展的

火车头火车头。。这两类区域政策即明确了其在纵向空间上的布局方向这两类区域政策即明确了其在纵向空间上的布局方向。。均衡发展是纵向空间布局的最终目标均衡发展是纵向空间布局的最终目标，，

要避免因要避免因““拉平均拉平均””而而““撒胡椒面撒胡椒面””式的区域政策式的区域政策，，空间尺度过大容易造成空间尺度过大容易造成““一刀切一刀切””问题问题，，但也要避但也要避

免区域政策过于精细和繁杂免区域政策过于精细和繁杂，，空间尺度过小不仅会增加行政成本空间尺度过小不仅会增加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影响区域人群从区域政策更重要的是影响区域人群从区域政策

上汲取较为平等的获得感上汲取较为平等的获得感。。因此因此，，提高区域政策实施的整体度和精准度提高区域政策实施的整体度和精准度，，对于区域政策向着共同富裕内对于区域政策向着共同富裕内

涵实现具有涵实现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二第二，，明确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实施方向明确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实施方向。。要从区域比较维度把握区域政策在多维经济社会空间结要从区域比较维度把握区域政策在多维经济社会空间结

构中的经济发展水平构中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态以及时空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状态以及时空发展趋势。。纵向区域政策的可比性在于纵向区域政策的可比性在于，，其有着相对统一其有着相对统一

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区域比较工作是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区域比较工作是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政府政府、、高校和民间组织高校和民间组织

每年都会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每年都会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集成的报告集成的报告、、书籍或文章多以行政边界作为衡量标书籍或文章多以行政边界作为衡量标

准准，，维度上也是围绕地区发展进行维度上也是围绕地区发展进行。。这种分析范式既是对当前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这种分析范式既是对当前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也变相成为一也变相成为一

种政策的实施指引种政策的实施指引。。随着共同富裕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在更多维度上展开随着共同富裕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在更多维度上展开，，区域比较也将从更多维度衡区域比较也将从更多维度衡

量和考察区域发展状况与区域差距量和考察区域发展状况与区域差距。。

第三第三，，明确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明确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从区域关系维度考察区域之间的增长带动关系从区域关系维度考察区域之间的增长带动关系，，以此获以此获

取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取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当前当前，，以造就区域增长极来构造区域增长点以造就区域增长极来构造区域增长点，，是带动城市群是带动城市群、、经济带经济带

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同时，，不能否认增长极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空间差异的缩小不能否认增长极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空间差异的缩小。。因此因此，，当前也有学当前也有学

者提出者提出，，在中国区域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多级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之下在中国区域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多级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之下，，加快加快““八纵八横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及其他高铁网络及其他

空间经济网络建设空间经济网络建设。。[[2424]]多元增长极的优化思路多元增长极的优化思路，，在于空间结构的优化及其与空间尺度的契合上在于空间结构的优化及其与空间尺度的契合上，，打造多打造多

元增长极元增长极。。一是要把握增长极中点一是要把握增长极中点、、线线、、面的合理布局面的合理布局，，二是要把握多元增长极放置于整体空间网格结二是要把握多元增长极放置于整体空间网格结

构中的布局问题构中的布局问题。。解决好以上问题解决好以上问题，，多元增长极不仅能够增加中国区域发展新的增长点多元增长极不仅能够增加中国区域发展新的增长点，，也能够在协调也能够在协调

发展中缩小差距发展中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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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践进路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践进路

第一第一，，明确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制定方向明确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制定方向。。把握好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设计初衷把握好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设计初衷，，提高横向帮扶政提高横向帮扶政

策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策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考察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考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在高质量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在高质量

发展中解决好地区差距发展中解决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相互交叉造成实现共同富裕面临这三大差距相互交叉造成实现共同富裕面临

极其复杂的环境和挑战极其复杂的环境和挑战。。而三大差距中地区差距是第一位的而三大差距中地区差距是第一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更收入差距更

为明显为明显，，问题更为严重问题更为严重，，占比达占比达 7070%%的中低收入群体主要在欠发达地区的中低收入群体主要在欠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更而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更

大大，，革命老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边疆地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瓶颈瓶颈””，，是决胜共同富裕的高地是决胜共同富裕的高地。。横向区域帮横向区域帮

扶政策扶政策，，在在““补短板补短板”“”“越瓶颈越瓶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弥合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为了弥合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中央秉持着中央秉持着““先先

富带动后富富带动后富””制定了一系列横向帮扶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横向帮扶政策：：一是对口支援一是对口支援。。国家层面的对口支援包括对口支援西藏国家层面的对口支援包括对口支援西藏、、新新

疆疆、、青海以及四省涉藏地区青海以及四省涉藏地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以及其他特殊区域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以及其他特殊区域。。此外此外，，还有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省内还有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省内

对口支援对口支援，，四川四川、、甘肃和云南省内对口支援本省涉藏地区甘肃和云南省内对口支援本省涉藏地区。。二是东西部扶贫协作二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既有发达省市对中西既有发达省市对中西

部省区市部省区市进行帮扶进行帮扶，，过去主要着眼于扶贫过去主要着眼于扶贫，，称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称为东西部扶贫协作，，今后将转向乡村振兴今后将转向乡村振兴，，即东西部乡村即东西部乡村

振兴协作振兴协作。。三是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多层次区域经济技术协作三是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多层次区域经济技术协作，，并在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并在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开展。。这些这些

政策包括两个方向政策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帮助受援地与协作区社会发展一是帮助受援地与协作区社会发展，，特别是从经济层面拉近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特别是从经济层面拉近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二二

是形成一种长期政策是形成一种长期政策，，建立一种长期帮扶建立一种长期帮扶、、合作制度合作制度，，促进区域间的资源流动促进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可见可见，，这种区域横向帮这种区域横向帮

扶政策是共同富裕实现必然选择的道路之一扶政策是共同富裕实现必然选择的道路之一，，这也对当前共同富裕空间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对当前共同富裕空间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从空即要从空

间新形态上保障横向区域政策的施行间新形态上保障横向区域政策的施行。。

第二第二，，明确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施方向明确横向区域帮扶政策的实施方向。。从区域比较维度把握空间差异的缩小和空间结构的优从区域比较维度把握空间差异的缩小和空间结构的优

化化，，并以此纠正横向区域帮扶政策实施中的偏向问题并以此纠正横向区域帮扶政策实施中的偏向问题。。区域发展中空间差异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区域发展中空间差异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以以

及空间结构的多维性问题为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思路及空间结构的多维性问题为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思路。。一方面一方面，，横向帮扶政策不在于抚平区域之间的绝对横向帮扶政策不在于抚平区域之间的绝对

差异差异，，而在于缩小区域间的相对差异而在于缩小区域间的相对差异。。无论是支援形式还是协作形式无论是支援形式还是协作形式，，区域间的差距都有历史成因区域间的差距都有历史成因、、制制

度成因度成因、、地域成因等地域成因等，，复杂的差距成因决定其不可能以制度形式改变复杂的差距成因决定其不可能以制度形式改变，，更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内一致的更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内一致的

发展进程发展进程，，人群中毫无差别的绝对公平人群中毫无差别的绝对公平。。因此因此，，从支援和协作的力度从支援和协作的力度、、方式方式、、结果上结果上，，都应该是追求都应该是追求

““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的均衡。。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横向区域政策在于其对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践行横向区域政策在于其对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践行。。以全国支援西以全国支援西

藏为例藏为例，，19941994年以前的中央支援西藏年以前的中央支援西藏，，主要集中在人才选派和物资调配上主要集中在人才选派和物资调配上，，19941994年以后正式确立了年以后正式确立了

““分片负责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定期轮换””的对口支援内涵以来的对口支援内涵以来，，支援力度不断加大和规模不断支援力度不断加大和规模不断扩大扩大，，支援形支援形

式也不断丰富式也不断丰富，，具体可以分为干部援藏具体可以分为干部援藏、、经济援藏经济援藏、、民生援藏和智力援藏四个板块民生援藏和智力援藏四个板块，，并由此细分涵盖经并由此细分涵盖经

济济、、社会社会、、政治政治、、生态生态、、文化五类要素文化五类要素，，今后仍将根据藏族地区和藏族人民的发展状况扩大其援助范今后仍将根据藏族地区和藏族人民的发展状况扩大其援助范

围围。。这种从物质领域向综合领域的扩展也照应了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优化方向这种从物质领域向综合领域的扩展也照应了共同富裕空间新形态的优化方向。。

第三第三，，明确横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明确横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从区域关系维度考察区域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从区域关系维度考察区域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以此获以此获

取横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取横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跨行政区公共问题跨行政区公共问题，，一直以来是区域治理的难题一直以来是区域治理的难题，，而如今在共同富裕而如今在共同富裕

空间新形态的构建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空间新形态的构建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则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则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协调下的各区域协调下的各区域““有序有序””

竞争与合作是路径之一竞争与合作是路径之一，，这条路径的实现要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这条路径的实现要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一方面，，通过非制度通过非制度

性的协调机制组织区域间的合作性的协调机制组织区域间的合作，，在市场失灵下接入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制度性规范在市场失灵下接入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制度性规范，，推进合作推进合作；；另一方另一方

面面，，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合作动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合作动力，，在畅通资源流动的前提下在畅通资源流动的前提下，，也是推进区域良好合作的开端也是推进区域良好合作的开端。。[[2525]]反过反过

来来，，区域间的合作竞争区域间的合作竞争，，也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优化也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优化，，并由此促进空间尺度与空间结构的契并由此促进空间尺度与空间结构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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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是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是纵向区域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

五五、、结语结语：：进一步讨论进一步讨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种消除了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是一种消除了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也是一种经济也是一种经济、、社社

会会、、政治政治、、生态生态、、文化等多维度文化等多维度、、多层次的全面富裕多层次的全面富裕。。从中国现实看从中国现实看，，当前的空间形态无法支撑共同富当前的空间形态无法支撑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对中国的空间进行重塑需要对中国的空间进行重塑。。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统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中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中，，点明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点明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重要路径是重要路径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塑造区域发展空间新形态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塑造区域发展空间新形态的根本目的，，并最终指向共同富裕并最终指向共同富裕。。可可

以说以说，，空间新形态是共同富裕的基本支撑空间新形态是共同富裕的基本支撑、、区域发展是空间新形态的实践进路区域发展是空间新形态的实践进路，，照应在区域发展战略和照应在区域发展战略和

政策上的空间新形态政策上的空间新形态，，必须要从其基本特征和属性上反映当前区域发展的最新理念和最新趋势必须要从其基本特征和属性上反映当前区域发展的最新理念和最新趋势，，解决当解决当

前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发展不充分不协调问题前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发展不充分不协调问题。。综合来看综合来看，，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空间新从空间新

形态出发形态出发，，当前的区域政策可以有以下四条优化思路当前的区域政策可以有以下四条优化思路：：

第一第一，，依照共同富裕国家一体化发展的整体布局依照共同富裕国家一体化发展的整体布局，，从空间新形态上要把握区域间发展政策在横从空间新形态上要把握区域间发展政策在横、、纵纵

两个方向的相互勾连两个方向的相互勾连。。在区域政策层面在区域政策层面，，可以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纵向区域支持政策和横向区域帮扶政可以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纵向区域支持政策和横向区域帮扶政

策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策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形成一种网格扩展式的宏观空间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网格扩展式的宏观空间分析方法，，即即将两者置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两者置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并最终落实到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并最终落实到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无论是纵向区域支持政策还是横向区域帮扶政策无论是纵向区域支持政策还是横向区域帮扶政策，，政策制定的目标政策制定的目标

方向须一致方向须一致，，两者不仅在政策制定中相互关联两者不仅在政策制定中相互关联，，在实施中各级地方更需要从国家一体化发展格局出发在实施中各级地方更需要从国家一体化发展格局出发，，

““树立大局意识树立大局意识，，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2626]]考虑政策实施的交叉效应考虑政策实施的交叉效应，，提高政策实施的协调提高政策实施的协调、、协作能力协作能力。。

第二第二，，依照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依照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从空间新形态上构建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评价体从空间新形态上构建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评价体

系系，，从空间维度释放区域发展潜能从空间维度释放区域发展潜能，，合理分配不同层次结构中的资源要素合理分配不同层次结构中的资源要素，，正确引导空间要素的流动正确引导空间要素的流动。。

当前当前，，中国区域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主要是围绕中国特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国区域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主要是围绕中国特定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社会、、文化等领域文化等领域，，研究层级以研究层级以

行政区划为界行政区划为界，，纵向涉及纵向涉及县及县以下行政区县及县以下行政区，，横向涉及同级省市间横向涉及同级省市间、、区域经济体区域经济体、、城市城市、、农村农村。。针对特针对特

定区域制定相应的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定区域制定相应的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在共同富裕目标指引下在共同富裕目标指引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评价是多维度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评价是多维度、、多多

层次的层次的，，一是评价范围的多维性一是评价范围的多维性，，围绕空间尺度形成的评价体系新维度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可以围绕空间尺度形成的评价体系新维度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可以

按照空间尺度的层级划分为横向测度和纵向测度按照空间尺度的层级划分为横向测度和纵向测度；；二是评价指标的多样性二是评价指标的多样性，，围绕空间结构形成的评价体围绕空间结构形成的评价体

系新样态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维度要覆盖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系新样态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维度要覆盖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以评价体系牵动政策优化以评价体系牵动政策优化，，进进

一步能够有效提高区域内发展要素的布局合理性和要素配置效率一步能够有效提高区域内发展要素的布局合理性和要素配置效率。。

第三第三，，依照共同富裕的人本思想和共富理念依照共同富裕的人本思想和共富理念，，从空间新形态上引导区域政策在一个新的从空间新形态上引导区域政策在一个新的““空间均空间均

衡衡””系统中系统中，，谋求群体间的最小差异谋求群体间的最小差异，，将因地域施策转换为因人群施策将因地域施策转换为因人群施策。。共同富裕的空间新形态提供了共同富裕的空间新形态提供了

另一种区域比较的范式另一种区域比较的范式，，即从空间视角围绕人群展开对比即从空间视角围绕人群展开对比，，如具有相似发展水平和相似人群生活状态的如具有相似发展水平和相似人群生活状态的

地区地区，，可以进行比较可以进行比较。。以人群发展为导向的区域政策以人群发展为导向的区域政策，，就不能仅仅考虑地域的发展就不能仅仅考虑地域的发展，，更要从空间结构上更要从空间结构上

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缩小人群的生活落差缩小人群的生活落差。。政策制定中政策制定中，，围绕人群居住空间围绕人群居住空间，，除了要考虑政治除了要考虑政治、、社会社会、、经经

济济、、文化文化、、生态的合理布局外生态的合理布局外，，还要考虑就业容量还要考虑就业容量、、配套设施配套设施、、服务功能服务功能、、资源环境资源环境、、人口密度等要素人口密度等要素

对人群生活质量的影响对人群生活质量的影响。。这种人本思想在区域政策的引导上这种人本思想在区域政策的引导上，，不仅能够提升政策效力的精准度不仅能够提升政策效力的精准度，，比起将比起将

人群作为地区发展因素的视角人群作为地区发展因素的视角，，将人群放置在区域发展的目标之上将人群放置在区域发展的目标之上，，更能够有效识别人群在区域发展中更能够有效识别人群在区域发展中

遇到的切实问题遇到的切实问题，，通过通过““空间均衡空间均衡””的构建最终实现的构建最终实现““人群均衡人群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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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For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A New For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plore the Spatial Realization Form of Common ProsperityExplore the Spatial Realization Form of Common Prosperity

Yang MinghongYang Minghong11 Yuan ZimeiYuan Zimei22

AbstractAbstract：：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
ern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toern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a new spatial for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most basic is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a new spatial for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most basic is⁃⁃
sue that determine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paper.The three basicsue that determine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paper.The three basic
problems of spatial morphology are spatial scale, spati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fferences.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spatial issues,problems of spatial morphology are spatial scale, spati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fferences.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spatial issues,
we will innovate new elements to construct the spatial form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lor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conduwe will innovate new elements to construct the spatial form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lor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condu⁃⁃
cive to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new dimensions of spatial scale, new forms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new perspeccive to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new dimensions of spatial scale, new forms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new perspec⁃⁃
tives of spatial differences.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new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vertical regional suptives of spatial differences.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new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vertical regional sup⁃⁃
port policy and horizontal regional assistance policy, an optimization concept of China's current regional policy is formed.port policy and horizontal regional assistance policy, an optimization concept of China's current regional policy is formed.
Key words: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High-quality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A New Form of SpaceCommon Prosperity;High-quality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A New Form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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