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潘忠平 组版：陈燕丹 校对：王文仪 联系电话:83128820

04深读 http://www.qidongnews.com
2019年12月23日 星期一

中国城镇化向何处去，答案来了。
近日，《求是》杂志刊发顶层重磅文

章，为中国未来的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定调。

文章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
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
间形式……

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
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
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显然，无论是简单的“齐步走”思路，
还是中小城镇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早已
不合时宜。

“以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的发
展模式，正在成为新的方向。

01.这10个城市被点名
在这篇重磅文章中，有10个城市被

点名。
文章指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

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
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
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不难看出，这10个城市，均为区位优
势突出、发展水平一流的中心城市。

这其中，既包括北上广深四大一线
城市，作为城市能级最高的城市，地位之
重要可见一斑；也包括各大区域的主要
省会城市：杭州、南京代表东部，武汉、郑
州代表中部，成都、西安代表西部。

在这10个城市中，有7个是国家中
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成
都、西安。

要知道，目前，我国已确立9大国家
中心城市，只有重庆、天津两个直辖市未
被点名。同时，深圳、杭州、南京虽然不是
国家中心城市，仍然被着重提出，说明这
些城市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深圳虽然不是国家中心城市，但深
圳拥有经济特区和先行示范区的双重身
份，非一般城市可比。

而杭州、南京，则是长三角的经济重
镇，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群影
响力，都非同小可。可以说，这10个城市，
均是区域发展的关键布局所在，“城运”
自用不说。

02.这三大城市群被提及
中心城市很重要，城市群同样很重要。

文章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
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
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
是经济规律。

显然，城市群已经成为城镇化2.0时
代的主要载体。那么，哪些城市群将会获
得加持？

文章在两处有重点提及：一处是“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

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
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这里说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根
据文章提供的数据，北方地区经济总量
占比从2012年的42.8下降到2018年的
38.5%，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
从8.7%下降到6.2%，常住人口减少137
万。

相比而言，南方省份经济发展势头

较好，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
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两大城市群，云集
了全国一半万亿GDP城市，城镇化程度
最高、经济水平最高、区域融合程度较
高，与世界级城市群有一争之力。

另一处是“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
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
重要城市群。”

这里说的是重点推动的城市群，城
市群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
界级城市群在内，我国一共规划了19个
城市群，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
略已经落地。

根据前不久的经济工作会议，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均为

“”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可见战略
地位之高、经济角色之重要。

在这三大城市群之后，成渝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
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都有望成为新
的重点发展对象。

03.经济重心南移，东北怎么办？
在这篇重磅文章中，《关于推动东北

全方位振兴》专列一章，可见重视程度。
文章不仅肯定了东北的重要战略地

位，而且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有新的
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
兴”，同时还提及“使沈阳、大连、长春、哈
尔滨等重要城市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东北地区，是共和国的“长子”。新中
国第一枚国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辆内
燃机、第一台机床都诞生于此，无数个第
一，造就了东北强大的工业底蕴。然而，
随着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互联网经济先
后崛起，东北地区辉煌不再。

近年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徘徊
在全国平均线以下，而占全国的经济比
重从当初的10%以以上，下滑到如今的
6.2%。

40年过去，东北尚未诞生一个万亿
GDP城市，不用说十强，二十强中都已不
见东北城市的身影。

显然，东北要振兴，需要改善营商环
境，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更需要转变观
念，需要“新的战略性举措”。这种背景
下，第十个国家中心城市，大概率会花落
东北，究竟是不是沈阳，令人期待。

都市圈时代正在到来
成熟的城市形态，如美国，就有五十个左右这样

的大都市地区。它们是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
心、文化中心和航运中心等，其中，也有一些是科创资
源的集聚地和新兴产业的策源地。

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是近40年来的事情。到
底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的争论，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这段话，“以城市群为
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为这场争论画上一个句号。同年，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发展规划”。2016 年，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编制的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城市群的发展模式进
入人们的视野。

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培育发展现
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文件回答了何谓城市群和
都市圈：“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
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
重要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
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
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都
市圈时代。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珠三角三
个已经形成的都市圈，即港深、广佛和珠澳都市圈。珠
三角其他五个城市，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这三个都
市圈，如东莞的南部与深圳紧密联系，北面则与广州
密切对接；又如，即将建成的深（圳）中（山）大桥，将使
中山的北面加速与深圳一体化，其南部历史上就与珠
海、澳门联系紧密。珠三角的三个都市圈，代表着我国
都市圈发展的最高水平。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直接提
出了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安排。文件要求，推动
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
大都市圈。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卡通为着
力点，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建
设，提升都市圈同城化水平。

文件还对各都市圈之间分工协同提出了具体要
求，如推动杭州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的紧密对接和分
工合作，实现杭绍甬一体化。长三角六个都市圈的规
划与建设将进入快车道。

全球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城市群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大步迈向都市

圈和城市群时代，未来城市群和都市圈将是推动城市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全球范围内最有代表性
的城市群有：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以
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
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其中，美国东
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是美国最大商业贸易中心和
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是日本
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
的金融、教育、出版和研发机构。

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定调

大城市化发展模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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