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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Path of Eco-type Node C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 Case Study of Huzhou

陈  晓   杨彦妤   王瑛琦   陈博文   沈凌晨    CHEN Xiao, YANG Yanyu, WANG Yingqi, CHEN Bowen, SHEN Lingchen

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众

多方向性选择。各城市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创新，寻求多方合作，特别是为节点城市深度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作为节点城市，浙江省湖州市充分发挥生态特色，坚持绿色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

绿色示范作用逐步彰显，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依然存在众多节点型城市同样面临的瓶颈问题，为破解这些问题，在一体化

进程中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应当主动探索模式创新、合作创新和制度创新之路。

Sinc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as well a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each city. In this contex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have faced 

many directional choices. Cities actively play their own advantages, such as being proactive in innovation and seeking multi-

party cooperation. Especially for node citi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ith higher quality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s a node city, Huzhou has given full play to it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hered to green development.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gradually manifesting.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outstanding problems faced by 

node cities. For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o find a wa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quest for model innovati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生态型节点城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路径思考
——以湖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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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三角地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

开放大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是我

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1]。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从

更高层次推动经济集聚和区域连接，2018年，

党中央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进入全面提

速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湖州市作为

节点城市，前所未有地迎来了深度融入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有望实现与

中心城市的产业融合、市场协同、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同城化对接。

2020年6月，长三角主要领导会议在湖

州市召开。湖州市地处浙江省北部，是上海、

杭州、南京3大都市圈的共同腹地，区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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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特征鲜明。随着长三角范围从原来16

个核心城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后，湖州

市也随之从原来“相对边缘”到现在“相对

中心”。在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湖州

市不仅可以接受东部大城市的辐射，还将带

动西部、南部和北部方向区域的联动发展。同

时，湖州市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发源地，位于太湖流域上游地区，生态环

境质量优，生态经济发展好，生态制度创新领

先，被誉为“长三角中心花园”。以湖州这一

生态型节点城市为案例，研究其如何扬长补

短，全面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更强的

借鉴意义。

 

1   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节点城市 

      发展路径

1.1   节点型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功能路径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区域之间分

工越发成熟，合作方式更多元，合作内容更加

丰富[2]，在区域分工协作过程中节点型城市的

地位随之不断提升，参与都市圈一体化的功能

特征也越发凸显。但不同类型的节点城市在发

挥比较优势过程中，功能特征不尽相同。有的

城市功能相对单一，有的城市功能相对综合，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态功能导向型。在流域上游地区、

山水资源富集区域、自然保护区域等区域的节

点城市，比如长三角地区的沿海湿地、太湖流

域上游地区、天目山生态保护区域等区域内城

市，在功能上承担了区域性的生态平衡功能，

需要各方予以保护，并按照可持续发展导向给

予支持和引导。

（2）交通联通导向型。交通是提升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此类节点型城市也

恰恰是依托一些重点交通设施，承担大城市

的疏解功能和向外拓展功能，吸引人流、物

流等要素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在高速出入

口、高铁站、沿江沿海港口、机场等附近布局

重点平台、载体及重大项目，能够快速集聚

壮大。

（3）生产协作导向型。随着区域一体化分

工的不断深化，区域之间的同构问题不能简单

地基于现有产业进行分类，同一产业类型的不

同产品、不同环节、不同工艺在城市间形成的

分工也是功能协同的表现。此类节点型城市往

往把握这一时代性的分工特征，积极参与核心

城市的产业分工协作，在上下游产业链找到比

较优势，瞄准某一产品进行深耕细作，培育形

成独特的优势产业集群。

（4）配套服务导向型。区域一体化深化

的过程实质上是市场化深化和行政壁垒逐渐

弱化的过程。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城市，

在辐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的市场化服务功能

和管理性服务功能向外转移，如物流仓储、会

议会展、海关监管等功能。这也为节点城市，

特别是毗邻核心城市的卫星城市提供了发展

机遇。

（5）休闲度假导向型。这类节点城市更趋

向为旅游型城市，通过文化、自然、娱乐、体育

等资源或特征的发挥，吸引周边城市甚至更大

区域的旅游人群，在一体化过程中，可以借助

各类交通方式，共同形成精品旅游线路。

 

1.2   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节点型城

        市的机遇与挑战

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节点城市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契机。特别是在上海都

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以及G60科

创走廊建设等协同发展构想提出以来，节点

城市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多元化的发展方

向，从而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脱颖而

出。伴随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节点城市可

充分利用“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区位优

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市的多重辐射和外溢效

应，突破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壁垒，收获制度

改革、技术创新和市场规模“三大红利”。节

点城市从而得以集聚高端要素、布局战略性

新兴产业、提升城市经济能级，顺势产生巨大

推动作用，为城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的动能。

同时，由于发展所处阶段、地理区位条

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差异，长三角地区的中小

城市间特征各异[3]。而且地方政府合作的基本

出发点还是谋求自身发展，有利则积极推进，

无利则消极观望，甚至会出现“搭便车”行

为[4]。有些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甚至利用其资

源控制和配置的权力及财政能力，在土地价

格标准、税收优惠等方面造成恶性竞争[5-6]。这

使得跨区域的常态化磋商、联合协调、合作落

实等机制在短期内较难发挥实质作用，对一

体化的形成与发展造成较大制约[7]。新一轮

一体化发展必将掀起节点城市抢占发展先机

的势头，在高端人才、技术、资本等战略要素

资源方面将面临与中心城市的激烈竞争。在

规模效应和制度落差的影响下，区域内的中

心城市对节点城市的人才、技术、资金等高

端要素仍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节点城市

面临成为中心城市之间高端要素流“过道”

的风险。

 

1.3   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节点城市

        主要功能的影响

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格局的深化和拓展过程

中，必然涌现出多元化的节点城市，节点城市的

定位、发展方向、城市能级及平台特色会受到影

响，同时各节点城市通过功能的发挥积极参与

一体化建设，又进一步强化了功能属性。

（1）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新一轮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格局势必呈现

新面貌，特别是在区域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节点城市在整个区域格局中

将面临更多可能性，参与一体化的分工和城市

定位都可能因此得以重塑，对城市社会经济的

总体发展具有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2）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两者相互交

融，体现一个城市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具

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8]。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

节点城市的能级、品质和竞争力带来巨大的影

响，具体表现在改革开放程度、创新能力、经济

密度、资源配置能力、文化软实力、生态文明建

设等多个方面。一体化程度越高、地方特色越

明显的城市，其竞争力越显著。

（3）城市品牌和开放度。城市品牌是一个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 35 

城市打造多方面竞争力的“核心名片”，城市

开放度是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表现。新一轮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寻求的是开放发展和整体实

力的提升。这为长三角节点城市对外开放营造

更优的环节，也对城市品牌和城市影响力提出

新的要求。主要节点城市在主动接受上海、杭

州等城市品牌溢出效应的同时，需要扩大自身

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   湖州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特色举

     措及短板分析

作为生态型节点城市，湖州市已将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城市全面发展战略之首，秉

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生态

优先战略。通过“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

化”的路径，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

设，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与其他众

多节点城市相似的瓶颈和短板问题，需要加快

突破。

 

2.1   湖州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比较优势

        发挥

（1）发挥交通网络优势，重塑战略区位

优势。湖州市位于长三角区域的中心位置，距

离杭州75 km、距离上海130 km、距离南京

220 km，是连接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贯通

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多年

来，借助区位优势，湖州市全面推进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见图1），特别是关注高铁时

代下的铁路建设，商合杭高铁目前已经开通，

沪苏湖高铁、湖杭铁路也已经开工，未来湖州

市与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长三角核心城

市的同城化效应将更加凸显。

（2）发挥山水资源优势，挖掘生态环境

价值。湖州市山水清丽、生态环境优美，森林

覆盖率为48.14%，常年提供40%以上的入太

湖自然径流量，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涵

养区和生态屏障。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

地，湖州近年来不仅重视生态维护，加强环境

治理和生态修复，同时坚持推行生态转化，生

态农业、乡村旅游、高端民宿等生态富民业态

蓬勃发展，独具特色的生态转化优势近年得

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与沪宁、沪杭城镇化、

工业化高度密集特征不同，沪湖廊道（见图2）

更加凸显生态发展特征。因此，在长三角一体

化过程中，湖州市生态建设不仅使自身生态

优势得到了挖掘，更是为长三角的绿色发展

赋予新的内涵，同时与沪宁、沪杭廊道形成错

位，相得益彰。

（3）发挥块状产业优势，推动绿色智慧转

型。湖州市近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淘

汰落后产能、开展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创建等做

法，集聚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有效赋能，产业

的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速。同时，签约落户了重大

健康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太湖龙之梦等多个

百亿级绿色产业项目。培育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药、地理信息、节能环保、绿色家居等

一批更趋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4）发挥江南文化优势，加快改革开放步

伐。湖州市拥有深厚的江南文化底蕴，与山水资

源相对应，文化内涵丰富，人文气息浓郁；同时

具有较好的开放文化，与上海、杭州、嘉兴等地

历史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近年来，湖州

市也在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坚持

以最强政策供给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积极推出

“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营造大胆创新、勇于

进取、更加包容的民营经济发展氛围。近期湖州

市出台的“湖九条”等创新政策引起社会的强

烈关注。

 

2.2   问题与短板分析

（1）生态保护压力依然较大。湖州市位于

太湖流域上游地区，是黄浦江源头所在地，也是

长三角区域的重要屏障，管理着300 km²太湖水

域和65 km湖岸线，生态区位尤为重要。全市划定

生态空间总面积超过2 270 km²，占全市国土面

积比例近40%，是环太湖区域内陆地生态空间比

例最大的城市，森林、湿地、饮用水源地以及重要

生态功能区分布较多。既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好湖

州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又要加速与周边区域协同

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2）绿色发展效益提升不快。近年来，湖州

市较为注重向低碳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但由

于历史原因，现有的产业依然存在传统高耗能

类型居多、产业组织不够高效等问题，资源利用

效率偏低。2019年，湖州市的纺织、非金属矿

物制品、黑色金属等传统产业用能占到规上工

业能耗的76.3%，而增加值却仅占规上工业增

图1　湖州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交通廊道示意图

Fig.1  Traffic diagram of Huzhou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湖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图2　沪湖廊道与沪宁、沪杭廊道分布示意图

Fig.2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Shanghai-Huzhou 
Corridor, Shanghai-Nanjing Corridor and Shanghai-
Hangzhou Corridor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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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的45.0%；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用水

量分别为0.49 t标煤、40.6 m3，均高于浙江省

平均水平。

（3）城市开放能级有待提升。虽然处于长

三角的地理中心，但湖州市的高铁等对外重大

交通设施的建设相较于苏州、无锡等地进程缓

慢，这也制约了湖州城市开放水平的提升及周

边大城市对湖州市的辐射带动。同时，以块状经

济为主的经济模式开放步伐不快，又缺乏类似

自贸区、综合保税区等高能级的对外开放平台，

跨国公司和标志性的外资大项目不多；2019年

外贸依存度为30.1%，远低于浙江省49.4%的平

均水平，在整个长三角的开放大格局中战略地

位不突出。

（4）科技创新支撑略显不足。高端创新

要素集聚不够，缺乏综合性的高校、科研院所

等高端创新载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每万名就业人员拥有人才资源

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占

比”等指标在浙江省均排名靠后。这对湖州市

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参与区域协同创新产生

较大制约。此外，2019年湖州战略性新兴产业

占比仅为30.2%，创新对地方产业的支撑能力

还远远不足。

 

3   湖州市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策略思考

新时期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不能

再走传统开发区建设发展的老路，必须贯彻新发

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和动力，体现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9]。节点城市要充分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实现比较优势最大化，走地方特色发展之路

（见图3）。

 

3.1   协同推进生态共保环境共治, 促进区域

        绿色一体化

（1）探索开展跨区域环境治理。在区域一

体化过程中，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同样重要，特

别是上海都市圈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环

太湖区域的水资源保障仍显不足[10]。湖州市是太

湖流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关乎整个区域的

生态系统稳定性。探索区域共治也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湖州市可率先带头进行。重

点可协同推进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联防共治，在

生态保护、开发建设、渔业资源利用、海事管理等

事项上强化上下游合作；同时在土壤生态修复、

矿业绿色发展、垃圾分类处置等方面增强区域协

同，形成开发与保护协同的利益联结机制。此外，

可以打通行政边界，以完整的水系、河流为主体，

探索建立跨区域“河（湖）长制”“林长制”“湖

长制”等长效管理机制。

（2）提炼推广生态建设标准示范。近年来

通过自身探索，湖州市积累了许多可复制推广

的经验，如“美丽乡村”“绿色金融”“干部历任

审计”等模式，可在长三角生态文明建设交流

中推广，不仅能为区域环境优化提供智慧，也有

利于提升城市的优美形象。因此，湖州市需要立

足绿色制造、绿色金融和内河水运转型等基础，

深入研究制定一批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绿色

标准。湖州市积极探索引入国内外先进的新型

绿色技术研发中心落户，并与长三角其他城市

开展深入合作。联合上海等核心城市，谋划建立

标准化技术创新基地，鼓励相关机构、骨干企业

成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积极参与国内外标准

制定，并开展人才培养等国际交流合作，组织一

批质量标准提升示范项目，推动“湖州标准”

国际化。

（3）探索推进绿色制度一体化载体建设。

目前，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总体方

案提出“要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优势”。纵观长三角区域，湖州市作为“两

山”理念诞生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已成示范，

具有打造长三角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区的优势。同

时，就湖州市而言，可发挥宁杭生态经济发展带

的建设条件，合作建设一批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

基地、康养基地、休闲度假基地等。并以“两山”

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和南太湖“两山”理

念实践示范区为载体抓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机

制，形成制度集成创新。

 

3.2   放大生态经济功能, 彰显生态特色的区

        域战略地位

（1）彰显宜游度假优势，共同打造生态旅

游高地。湖州市可借机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各城

市旅游合作，全面打造长三角“周边游”首选

地。促进湖州市与长三角地区旅游资源、项目、

产品、服务等对接融合，探索加入“畅游长三

角”“惠民一卡通”“旅游护照”使用范围，逐步

形成文化旅游服务一体化格局。探索创办“湖

州—长三角地区旅游套票”模式，实行湖州与

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游客互送互发，达到资源

共享、融合发展的目的。推动建立文化旅游共

建共赢机制，携手共建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

圈，打造世界级旅游度假目的地，创建以彰显

江南农耕文化、生态文化为主题的太湖国家文

化公园。

（2）发展绿色高新产业，构筑绿色创新廊

道。作为沪湖廊道以及宁湖杭生态经济带上重

要的节点城市和区域绿心，湖州市要做活山水

资源，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空间链深度融合，

深化科技创新协同，加速探索新时代“生态经

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创新发展之路。集聚战略

新兴产业、环境友好型产业，依托绿色金融试验

图3　生态型节点城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特征

Fig.3  Path characteristics of eco-type node c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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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础，扩大绿色金融的融资规模和范围，关注

绿色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绿色金融、

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将产业特色塑造得更鲜

明。同时着力提升生态产业的品牌价值，培育以

“‘两山’农品汇”“湖州湖蟹”“安吉白茶”“长兴

紫笋”等核心品牌为主的地域特色品牌体系。

通过绿色科技和绿色产业的集聚，形成特色鲜

明的绿色创新廊道。

（3）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彰显区域传导功

能。一体化空间格局并不是均匀的空间发展，

而是经济更为集中、分工日益密切的过程，需

要各区域相互协作[11]。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

势的因地制宜谋发展是各地区安身立命之本，

差异化的分工协作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12]。湖

州市可借助平台和空间优势，东西方向往上海

市、安徽省，南北方向往南京市、杭州市延伸，

充分发挥区域战略传导职能。一方面，可以建

立“研发在沪杭苏，制造在湖州”合作模式，推

动中高端要素到湖州市高密度、高浓度集聚，

深入推进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打造沪杭科技创

新孵化转化地和高端产业协作地。另一方面，

可加快优势产能和服务市场向安徽省等中部地

区转移布局，积极拓展长三角区域市场，融入

区域供应链，在“进”与“出”中实现产业迭

代升级，打造沪杭苏等地与中西部地区协同发

展的重要传导区。

 

3.3   建立外联交通一体化, 释放生态空间的

        优势和红利

（1）重塑区位功能，共建“轨道上的长三

角”。面向世界的长三角，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

都是重要的链接节点。“1小时通勤圈”是都市

圈的核心内涵，而轨道交通是快速连接都市圈

各节点的主通道。不管是上海都市圈、杭州都

市圈还是环太湖都市圈，都要加快轨道交通的

建设，特别是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湖州市应尽

快提高交通枢纽地位，以轨道交通建设为重

点，按照“轨道长三角”建设要求，推进湖州市

与上海市、环太湖的苏锡常3市、嘉兴市、安徽

省等地高铁直连，支撑湖州市快速融入沪杭等

都市圈，使湖州的生态空间在更大区域得到共

享和实现价值。

（2）发挥区位空间优势，共建物流枢纽空

间。当前长三角区域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

期，市场活动频繁，物资流动巨大，使得现代物

流需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多个区域物流枢纽

中心或物流基地。湖州市可以发挥省际区位优

势、内河水运优势，以及铁路运输优势，在综合

运输网络建设基础上，谋划建设大型区域物流

中心。

（3）顺应生产方式转型，共建“云上长

三角”。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缩短了交流的

时空距离，云端技术为区域融合发展创造更多

的可能。同时，发挥高铁站、创业城、智慧谷等

载体，实行云上办公、云上创业、云上销售、云

上设计，让湖州市成为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新热

土，引领新时代创新创业模式转型。湖州市要

把握新基建的大势，扩展节点城市开放发展的

“局域网”。打破产业边界，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技术相融合，加快5G技术向重点

行业，如智能出行、生活居家、在线购物等领域

渗透。

 

3.4   优化生态发展的服务环境, 推进区域要

        素一体化流动

（1）提升民生服务同城化水平。由生态宜

居环境向服务宜居环境跃进，是未来都市圈发

展的重要趋向。同时，在基本现代化目标引领

下，公共服务水平是长三角要素流动一体化的

前提，也是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湖州市可以借

势促进市民卡在长三角范围内公共交通、教育

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互通使用。其中医疗教

育资源共享尤为重要，特别在对健康的关注越

来越全民化的背景下，优质医疗资源从大城市

集聚转向全面共享，应将医疗资源、医疗诊断、

医疗信息集成向均等化的目标迈进。在教育方

面，应加快建立长三角教师教育联盟、高水平

地方高校合作联盟。湖州市甚至可引导上海、

杭州、南京等城市各类资本来湖举办或合办专

业性的医疗、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跨区域医疗

养老合作中心。

（2）建立微差别政策制度环境。区域一体化

发展更倚重制度、政策层面的推陈出新[13]。一个城

市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环境，还体现在其政务服务

的生态化建设，即高效政府、灵活市场机制相对完

善。长三角一体化涉及的城市众多，地区之间发展

不协调，不同的行政主体分别从各自利益和权限

出发，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的要素有效

流动。这就需要各地积极建立政策、制度落差小的

服务环境。一方面，湖州市要协同建立长三角统一

的创新体系、市场体系、贸易网络，打破碎片化竞

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制度格局，建立资

本、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动顺畅度，主动推进区域

合作深度更上台阶。另一方面，在营商环境上，湖

州市要围绕政务审批、市场监管、信用管理等各方

面，建立统一的认证制度、审批标准和统一的服务

流程，提高跨区域的服务效率。

 

4   结语

不同于大中城市，三、四线节点城市参与长

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更多，要素制约

更为突出。尤其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如何

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是众多区域和城市值得

深入探索的问题。湖州市作为生态型节点城市，多

年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推进经济社会绿色高效发展，走出一

条特色发展之路。但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不仅

城市自身需要绿色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协同更大

区域一体化参与生态建设、绿色发展、创新发展。

本文以“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市为例，提炼其

绿色发展经验模式，同时分析指出在一体化背景

下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绿色发展为

引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雷新军. 完善利益协调机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关键[J]. 中国发展，2019（6）：42-45.

LEI Xinju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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