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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a new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establish-

ing a high-quality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large trans-regional infrastruc-

ture,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upply-side spatial reform, i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erritorial spa-

tial efficienc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dialectic model of trans-regional in-

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rastructure enhancement (to achieve lager carrying capacity,

smoother inter-regional factor flows, and greater network efficiency), spatial effect

(in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terms), spatial scale (at the national, urban ag-

glomeration, and metropolitan levels), and synergy (in systematic, spatial, and tempo-

ral terms). Focusing on the three key scales at the national, the urban agglomera-

tion, and the metropolitan level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ew strategic suggestions

on trans-regional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

es the requirements on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full-cycle gov-

ernance,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and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infrastruc-

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large trans-regional infrastructur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patial ef-

fect; spatial governanc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是支撑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和质量的基础，也是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结构的重要载体。作为基础性的公共产品，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在市场经

济环境下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在空间上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影响，

不同基础设施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产生的空间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

在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双重转型背景，跨区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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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作为空间

供给侧改革重要手段，是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转型背景

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从三类基础设施

（增强区域承载能力、促进区域间要素流

动、提升网络运行效能）、三种空间效应

（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三

个关键尺度 （国家城镇化格局、城市群

和都市圈地区）、三大协同关系（系统协

同、空间协同、时间协同），提出优化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协同效应，提升国土空间综合效能的总

体思路。围绕城镇化布局、城市群、都

市圈三个关键尺度提出跨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的策略重点。进一步探讨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全周期治理、多维

度治理及跨区域协调等三方面的治理创

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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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既面临新的战略机

遇，也面临价值重构。本文从空间治理

视角，认为既要发挥好重大基础设施外

部性带来的引领作用，也要关注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影响，并与多层次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结合起来，

形成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空间影响与国

土空间效能提升的协同效应。

1 新发展格局与跨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的作用

1.1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空间治理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

刻变革，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

加深了内外部发展矛盾，面临由高速度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及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以

及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战略

决策。

我国处在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治理

转型时期。针对自然资源紧约束、区域

发展格局不协调及国土开发保护中“多

规合一”等矛盾，国家出台了主体功能

区规划，并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

2019年起，全面启动了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改革，推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生

态文明为导向的空间治理能力建设。

2021年初国家发布了《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新发展理念下的

系统观、安全观，将“两新一重”（新

型城镇化、新型基础设施和重大交通、

水利、能源等工程）放在十分突出的位

置。有效引导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空

间效应，强化其在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支撑作用，成为亟

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1.2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空间效应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类型多，具有

公共产品属性。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基

础设施内涵也在变化，既包括交通、通

讯、能源、水利、安全等传统基础设施，

也包括以新一代通信技术、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

施（刘婷婷，等，2019）。跨区域重大

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影响大，具有投资

规模大、全生命周期长、利益相关者众

多等特点，需要跨行政区、跨部门进行

协调（曹国华，2003）。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具有差异化的

空间溢出效应。基础设施类型和地域空

间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应（张学

良，2007；张军涛，等，2011）。不同的

跨区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差

异，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正效应不显著（刘生

龙，等，2010；王雨飞, 等，2016）。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是重塑多层次

国土空间格局的重要支撑。在国家尺

度，1980年代依据“点-轴”理论提出

“T”字型国土开发构架，及“十一五”

以来提出“两横三纵”城镇化空间格

局，都是基于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制 定 的 （陆 大 道 ， 2001； 金 凤 君 ，

2004）。跨区域能源、水利工程是支撑

地区间资源能源供需平衡、均衡国土空

间格局的重要方式 （吴海峰，2016）。

在区域尺度，城市群的一体化发育作为

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 （吴志强，等，

2008），依托基础是发达的交通、通信

等网络（肖金成，等，2020），综合交

通走廊及城际交通、通信等一体化，对

提升城市群经济绩效具有关键作用（周

干峙，1997；张尚武，1999；孙斌栋，

等，2019；熊健，等，2019）。中心城

市与周边同城化发展，使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成为都市圈发展的核心要义（宁越

敏，2011）。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是提

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有效的区

图1 我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历程
Fig.1 China's history of large trans-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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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协调机制和重大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组

织模式是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重

要保障 （尹来盛，等，2014；乐云，

等，2019）。在空间效应治理上，应向

资本输出量小、私人投资量小的区域倾

斜，以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张军

涛，等，2011）。
总体上，随着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的大规模建设，现有研究对其外部性及

其影响给予较大关注，但从国土空间格

局效能优化视角的成果较少，大部分研

究关注空间溢出的经济效应，从经济、

社会、生态综合视角的研究少。实证类

研究较多，尚缺乏从顶层设计角度开展

的策略研究。

2 我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

城镇化格局的演化和挑战

2.1 发展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跨区域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格局演化大体经历

了4个阶段（图1）。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起

步阶段。尽管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基础设

施滞后的矛盾，但这一时期区域间联系

相对薄弱，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尚不突出。加上投资体制单一，中央

财力弱，投资规模小，跨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缓慢。

1990年代，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

展期。对外开放重心整体转向沿海地

区，人口和经济要素流动增强，跨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逐步显现。分税制的

实行提升了中央财力及宏观调控能力，

三峡大坝、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

北调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始建设。市场化

改革也使地方投资能力得到加强，开始

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2000年代初开始，城镇化经历加速

阶段。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人口和生

产要素流动大大加强，以重大基础设施

为支撑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开始形成。

以长三角为例，进入高速公路时代，洋

山港、浦东机场的建成支撑了上海全球

城市地位的崛起。“十一五”时期首次

将城镇化纳入国家战略，提出主体功能

区战略，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为支撑的“两横三纵”

的城镇化布局。

2010年代以来，城镇化进入转型阶

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高速铁路

大规模建设，水利、电力等投资比重也在

加大（图2），国家层面加强了重大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表1）。城镇化格局面临结

构性调整，区域协调和超大城市发展矛盾

日益突出。十九大之后国家启动了国土空

间规划改革，以高质量的国土空间支撑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紧迫。

2.2 面临的主要挑战

截至 2019年底，我国高铁通车里
表1 我国重大基础设施相关规划和政策梳理
Tab.1 Relevant policies for China's larg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时间

2019年9月
2018年12月
2017年5月

2017年2月
2017年2月
2016年7月
2015年11月
2013年6月
2007年11月
2005年2月
2004年

发布单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交通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中国民航局

国家发改委、交通部、

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部

国家交通部

国家发改委

国家交通部

国家发改委、交通部、

中国铁路总公司

项目名称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

关于印发“十三五”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16年调整）

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主要内容

打造“三张交通网”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两个交通圈”全国 123出行交

通圈、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选择127个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规划建设212个国家物流枢纽

拓展“一带一路”进口通道；坚持“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加快天然气网络建设；完善

“东西半环、海油登陆”原油通道格局；基本形成“北油南运、沿海内送”成品油运输格局

重要城市群核心城市间、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间实现 1—2h通达；构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

内畅外通的“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

完善六大机场群；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3大世界级机场群、10个国际枢纽、29个区域枢纽

构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发展城际客运铁路

基本建成城镇化地区城际交通网络，核心城市之间、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之间实现1h通达

在西部增加两条南北纵线，2030年将形成“71118”高速公路网

“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和4大国际区域运输通道

规划“7918”高速网，包括7条首都放射线、9条南北纵线和18条东西横线

规划“四横四纵”客运专线，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城际客运系统；完善西部开发性新线

资料来源：根据各部委门户网站相关资料整理 .

图2 中国主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Fig.2 China's major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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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高速公路里程，管道输油（汽）里

程均居世界第一位。无论从长远视角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还是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引领和支撑作

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仍面

临许多不足和挑战。

2.2.1 水平与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我国地域辽阔，资源能源分布不平衡，

区域发展差异大，跨区重大基础设施水

平与质量仍存在明显短板。以交通设施

为例，我国的铁路网，尤其是普通铁路

远低于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

报告》，中国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第 28
位，但基础设施质量排在第36位。

2.2.2 空间开发协同效应尚未建立

支撑高效双循环格局的大枢纽、大

廊道体系尚需加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

施布局尚难以适应城镇化格局，滞后于

区域协调发展需求，安全、能源、水资

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对城市群承载力支撑

不充分。在城市群内部重大基础设施缺

乏一体化布局，邻避效应突出，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集约化利用、规划建设一

体化机制尚未建立。

2.2.3 规划建设管理模式亟待转型

一方面，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成本快速增加，建设与运营风险不断加

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跨区域、跨部

门多规合一机制，行政壁垒、技术壁垒

造成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

难以统筹，对基础设施带来空间效应缺

乏有效监测和引导，政策法规体系、投

融资模式、智能化治理手段等滞后于实

际需求。

3 新时期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总体思路

3.1 顶层设计：形成提升国土空间综合

效能的协同效应

以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外部效应与

国土空间效能协同优化为主线，将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作为谋划国家

空间体系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将多类

型、多层次基础设施的作用与多尺度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目标结合起

来，形成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空间影响

与国土空间效能提升的整体协同效应，

推动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

的形成。

3.2 模式重构：建立多系统、多层次、

多维度协同框架

模式重构，即发挥跨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多系统、国土空间尺度多层次、空

间效应多维度的耦合效应（图3），促进

系统协同（多要素系统之间）、空间协

同（多空间层次之间）、时间协同（规

划建设管理多环节之间）（图4）。
3.2.1 统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三种

作用类型

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影响视角，可

将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为增强区域承载能力的跨区域重

大基础设施，包括水资源调配、区域安

全、能源输送等工程；第二类为促进要

素流动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主要包

括综合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等，并应特

别关注城际高速铁路对区域开发的影

响；第三类为提升跨区域空间网络运行

效能的基础设施，包括 5G网络、大数

据等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特别需关

注的是这类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结

合带来的影响。

3.2.2 统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三种

空间效应

充分利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作为

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发挥其经济、社

会、生态3种外部空间效应的引导作用，

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目标形成

耦合关系，提升国土空间综合效能，推

动构建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生态友好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3.2.3 聚焦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三个

关键尺度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还

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不同尺度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不同，相应的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内容、重点存在差

图4 多系统、多层次、多维度耦合协同发展模式
Fig.4 Multi-system, multi-level, multi-dimensional coupling, and synergetic development mode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3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国土空间效应耦合的分析框架
Fig.3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oupling effect of large trans-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territorial spac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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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从发挥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构建国

家高质量空间体系出发，应重点关注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在国家城镇化格局、

城市群、都市圈三个空间尺度上的影

响，分别对应国家、区域、地方三个影

响国土空间质量的关键尺度。

3.2.4 聚焦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三大

协同关系

构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国土空

间结构优化的协同关系，包括系统协

同、空间协同和时间协同，提升国土空

间综合效能。其中，系统协同为多类型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系统内部的协同，

如构建区域性基础设施走廊等；空间协

同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多尺度国土

空间协同，如基础设施布局与国家主体

功能区、城市群空间布局的空间关系

等；时间协同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管理多环节之间以及与国土

空间开发时序的协同。

3.3 路径选择：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

结合的优化策略

需求导向方面，以国家新型城镇化

战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需求为目标，

把握国家城镇化格局、城市群、都市圈

三个关键尺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结构调

整任务，建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外部

性与多尺度国土空间效能优化的多情

景分析方法，评估、推演不同情景下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各空间尺度组织演化

的相互关系，明确国土空间发展需求。

问题导向方面，在横向比较基础上，从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保护等综合

维度建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国土空

间保护开发耦合的评价体系，明确现状

问题及发展短板。基于需求和问题的结

合分析，研究建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高质量发展及不同尺度国土空间的规划

策略。

4 建立支撑三个关键尺度国土空间

效能提升的基础设施体系

4.1 城镇化布局优化：保障安全与提升

效率并重

国家尺度的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协

调保护与开发的整体关系，以构建与国

家主体功能区制度相适应，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为总目标。提升整体空间运行效

率与保障国土空间安全并重，引导分区

差异化发展，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布局

战略性调整。

在保障国土空间安全方面，积极应

对自然资源承载力与人口分布、经济格

局不匹配的矛盾，以支撑主要城市化地

区为重点，促进跨区域能源、水资源平

衡，提高这些地区自然资源承载力和开

发利用效能。同时以重大流域、重大生

态屏障、重大自然灾害风险地区（带）

及农业安全主要风险地区为重点，推进

实施区域性整体治理工程。

在提升国土空间运行效率方面，以

“两横三纵”城镇化格局为框架，以城

市群为主要节点，加强面向国内国际双

循环格局的大枢纽、大廊道建设，形成

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和物流体系。一

是，加强沿江沿海综合性大廊道建设，

国家高铁网与航空枢纽体系布局，沿海

港口体系及江海联运、陆路集疏运体系

布局等，形成大枢纽、大廊道体系；二

是，加强普通铁路与高速铁路分工，客

流系统与物流系统的整体布局，打破条

块分割，加强多模式、立体化交通联

运，形成综合交通体系的整体优势；三

是，全面增强骨干通道对城市群地区的

支撑，同时适应我国国土辽阔、人口密

度、开发强度差异大的特点，处理好骨

干线网和普通线网两个层面覆盖形态和

密度关系，形成高效率、非均质、多层

次的布局模式。

融合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整体及局域两个层面基础设

施网络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4.2 城市群的一体化：增强整体承载力

与竞争力

城市群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

形态，增强整体承载力与竞争力是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主要目标，是提升城市群

整体结构效能的关键。

从增强城市群整体承载力角度，加

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能源基地、

基础设施廊道的整体布局。通过跨区域

能源配送、水资源调配、防灾减灾、韧

性安全工程等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群地

区对人口城镇化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承载

能力。加强自然资源整体保护利用、整

治修复及生态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

提升城市群地区的整体生态效能和承载

能力。加强对城市群地区重大基础设施

选址和廊道布局的优化和前瞻性控制，

为适应城市群的不断演化留出弹性。

从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角度，以

跨区域交通、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一体

化，增强城市群功能与布局的整体运行

效能和结构竞争力。一是，强化城市群

核心城市的门户枢纽地位，及区域整体

连通性；二是，加强区域城际客货铁路

网建设，促进城市群交通模式由公路转

向铁路转变，形成多层次、多模式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三是，发挥城市群交

通——空间协同作用，促进交通廊道与

城市群产业功能体系、空间布局的整

合，增强城市群复合廊道布局与城镇人

口分布、城镇密度的协调性，加强综合

交通体系对城市群多中心、网路化、组

团式、开放性、集约型布局模式的支

撑；四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融

合，增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网络运行

效能和系统安全性，增强城市群信息网

络和信息枢纽功能，促进区域创新功能

网络的发育和各类设施服务共享，提高

空间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效率。

我国城市群地区类型多、差异性

大，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

如京津冀地区面临超大城市过度集聚、

地下水超采、环境污染防治的压力；长

三角地区则面临城际铁路网建设滞后、

重大功能网络协调、创新基础设施一体

化布局的要求。

4.3 都市圈跨界融合：促进同城化与高

品质运行

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为中

心，以1h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形成的高度

跨界融合地区。通过中心城市与周边地

区的同城化，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

用，提升整体运行品质。

在促进都市圈同城化方面，通过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跨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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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升一体化水平。通过以快速铁路

为骨干的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形成国家

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城市轨道网的多

网融合；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共享共建，

提升资源、能源整体支撑能力、利用效

率和运行安全；打破行政壁垒，以基础

设施一体化促进区域性节点开发和功能

网络建设，推动都市圈地区内创新网

络、产业网络、社会网络、城乡网络、

生态网络的整体培育。

在提升都市圈运行品质方面，围绕

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居民生活，缩小

内部差距，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和宜居

性、紧凑性。通过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与地区内部网络的协调，围绕居民的多

层次生活需求，营造便利、多样化的生

活网络、通勤网络、游憩网络；通过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各类生活服务设

施与居民需求的精准配置，提升整体精

细化治理能力和水平。

我国的都市圈整体正处在发育过程

中，并且各地区发展条件、发展环境不

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针对

不同地区发展特点和需求，发挥积极的

引导和促进作用。

5 我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

设的治理机制创新

发挥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空间效

应，提升国土空间整体效能，离不开治

理机制的创新，核心是创新跨区域重大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全周期治理模

式，同时需要建立多维度评价机制和提

升跨区域协调治理能力。

5.1 创新规划建设管理全周期治理模式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外部性

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管理运

行复杂，规划建设是一个全周期过程，

提高其整体效能，需要创新并建立规划

建设管理全周期治理模式。

在规划环节，应加强国家及省级层

面跨区域专项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将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作为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大专项内容，加强对重大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分析论证，通过

区域性廊道预留、开发时序调控等进行

前期控制。同时建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

施与国土空间“多规合一”规划编制机

制，转变现有各尺度、各系统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条块分割的编制模式。

在建设管理运行环节，探索投融

资、管理事权、项目审批、一体化运营

等创新机制。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发

达的城市群内部城际铁路建设，要积极

探索省市间、城市间的合作机制，并寻求

国家层面在投融资机制、运营管理、综合

开发等方面的放权，探索具有灵活性、

适应性、可持续建设管理运营模式。

5.2 建立空间效应多维度监测评价机制

建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空间效应

综合评价体系。要打破工程思维，更综

合地看待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外部

性带来的综合影响。一方面，加强对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社会、

生态等多维度空间效能的评价方法研

究；另一方面，要向政策机制转化，建

立更有效的项目决策和实施推进机制，

同时要积极应对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外

部负效应，及时调整运行和实施策略。

建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运营监测

及动态维护机制。定期开展跨区域重大

基础设施运行质量和核心指标监测，动

态评估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各尺度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需求匹配程度，增强基

础设施对外部需求变化的应对能力。

5.3 提升跨区域协调的空间治理能力

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协调治理制度，

完善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多元治理主

体之间的权能分配制度，构建权威、高

效和常规的管理机构，鼓励多元主体参

与，提升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行

质量，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等实施保障机制，

完善法治化的实施运营框架。针对跨区域

重大基础设施空间效应及空间治理面临

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从重大风险控制、破

解行政壁垒、投融资及市场化改革、智

能化治理手段、规划建设管理模式、完

善政策法规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提升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制度保障水平。

6 结语

在我国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

景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面临全

新的发展环境和机遇。本文基于当前国

土空间治理体系转型要求，尝试从一个

新的视角认识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与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关系。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

高效、安全运行的基础性公共产品，其

外部效应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结

合，推动形成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生

态友好的国土空间格局，是新时期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重要议题。

首先，总结分析我国跨区域重大基

础设施与城镇化格局演化历程及面对的

挑战；其次，提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外部性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相结合

的分析框架。从三类基础设施（增强区

域承载能力、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增

强区域网络运行效能）、三种空间效应

（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关键尺度

（国家、区域、地方）、三大协同关系

（系统协同、空间协同、时间协同），提

出优化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国土空间

开发协调效应，提升国土空间综合效能

的总体思路；再次，围绕城镇化布局、

城市群、都市圈三个关键尺度提出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策略重点；

最后，从提升区域空间治理能力角度，

探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全周期治理、

多维度治理及跨区域协调等三方面的治

理创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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