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观把握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城镇化战略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
经济和人口主要承载空间形
式，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我国
区域发展差异巨大，具体成长
路径会有不同，需要准确把握
不同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的发展阶段。

强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带动作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区域发展
实际来看，在市场力量作用
下，经济发达地区会形成由一
个中心城市或多个中心城市
构成的城市群，成为承载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和人口的主
要空间形式，是带动区域发展
的核心力量。如美国以纽约
为中心城市的东海岸城市群，
以占美国 1.5% 的土地承载了
美国约 20% 的人口和经济总
量；日本以东京为中心城市的
首都圈，以占日本 6% 的土地
承载了日本 60% 的人口和更
高比例的经济总量；我国以上
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
群以及以香港、广州和深圳为
中心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等
亦是如此。在庞大的经济体
里，可以有多个中心城市和城
市群，如欧盟地区的伦敦、巴
黎城市群，美国东海岸、五大
湖和西海岸的三大城市群。
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某些区
域可能在一些力量冲击下出
现中心城市减弱、城市群衰退
等问题。但是，从这些城市群

流出的要素可以助推另一个
区域蓬勃兴起，如美国伴随

“铁锈地带”出现的“阳光地
带”现象——旧的中心城市衰
退，新的中心城市兴起，进而
形成新的城市群。这表明，发
挥中心城市和城市带动作用
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顺势而
为。

我国中心城市与城市群
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理
论上，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并不
必然同时出现，城市群可以有
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并不一定
都有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城
市群的关系通常有两种：一是
发达地区拥有成熟的城市群
及其中心城市；二是欠发达地
区出现了作为增长极推动区
域发展的中心城市，但城市群
尚未成型。从我国实际来看，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阶
段也存在明显分化。东部沿
海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城市
群已逐步形成，中心城市正在
通过产业外溢、人口外迁、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逐步外
延，与外围中小城市形成协同
发展力量，推动区域进入中心
城市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新
阶段；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
市群还未形成，中心城市依靠
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效
应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增长
极，但对外围地区辐射带动作
用相对有限。

有效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
邓智团

当前，我国东中西分化和
南北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大
格局仍然存在。东部经济发展
较好，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群
发展处在较高水准，重点是推
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水平还在快速提升中，处在
新的城市群形成阶段，重点是
协同推进，增强中心城市的数
量能级并加快培育城市群。

东部沿海地区要明确中心
城市发展导向，加快推进现代
化都市圈建设，促进大中小城
市和城市群协调发展。发达地
区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已表现
为“节点—网络”关系，要充分
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引领作
用，把握好我国城市在行政和

功能上空间范围的差异，通过
功能疏解、产业扩散、人口居住
的郊区化和区域化，适当控制
中心城市里主城区人口密度，
推动中心城市外围郊区建设产
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具有独立节点城市
功能的郊区新城，形成多中心、
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
群结构，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
促进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协同发展。特别要
重视空间范围介于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之间的现代化都市圈建
设，更好地促进资源要素跨行
政边界流动，逐步实现资源要
素率先在都市圈内自由流动，
率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要素
市场和产品市场，更有效地发

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中西部综合承载力相对较

好、城市群正在兴起的一些区
域，应做多做强中心城市，避免

“一市独大”的弊端，加快中心
城市间的互联互通与分工协
同，加大力度推动城市群发展。
承担区域增长极和动力源功能
的中心城市，应强化吸引和集
聚区域内外优势资源的能力，
形成更多更具竞争力的中心城
市。要因地制宜，制定并优化
相应的中心城市发展政策，依
据中心城市规模和能级，充分
发挥集聚效应或释放辐射带动
能量，更好地带动周边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发展，推动区域向
更高阶段和更协调的城市群发
展。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城市
治理的技术与能力需要与时俱
进，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发
展。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些曾
经有用的政策因未能及时调整
而变成制约发展的瓶颈，而一
些曾经被认为会制约发展的巨
大瓶颈却可能被新技术和新治
理轻松化解。因此，城市发展
政策需要有效发挥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
新型城镇化战略。

一方面，要让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之外地区的要素“流得
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之外
地区，通常发展水平较低，投资
和生产效率相对不高，应推动
人口和土地等要素便利地流
出，整体上获得更好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可建立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机制，使人口要素
借助市场力量形成迁移的涟漪
效应，分层级地从其他地区流
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在
适合的城市中各自获得更好的

发展机会。对土地要素而言，
由于我国实行相对严格的土地
管理制度，建设用地指标成为
稀缺资源，而一些欠发达地区
存在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大量
低效率利用甚至“抛荒”的用地
指标。就此，可探索人口流动
与土地指标流动挂钩机制，人
口向外流动时以用地指标交易
的方式实现用地指标的省内或
跨省流出，促进稀缺用地指标
从低效率利用地区向高效率利
用地区集聚，为高效率利用地
区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同时提
升落后地区人口向外流动的经
济能力。

另一方面，要让流出来的
要素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地区

“留得住”。要客观判断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承载
力，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让
留下来的人口“留得下”“留得
好”。可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

指标交易市场，优化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控制办法，允许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获得更多的用
地指标和更多能耗指标，以促
进产业集聚，提升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的就业容量。推动财政
转移支付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落户数量挂钩，提升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与基础
设施水平，建设城市群内高速
铁路网和城际轨道交通网。适
当限制中心城市主城区人口规
模和密度，引导人口等要素资
源在中心城市的郊区新城及外
围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间合理分布，提升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
力，推进新一轮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

（来源：11月 30日《光明日
报》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
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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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其作用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推
进并不断完善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
由此，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向更加明晰，推
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有效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需要“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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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观 鸟 倡 议 书
广大市民朋友：

金坛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常
经之点。目前已经发现小天
鹅、黑天鹅、白额雁等大型鸟类
过境，在我们金坛暂时栖息觅
食;斑嘴鸭、绿头鸭、鸳鸯、鸬鹚
等冬候水鸟来湖面越冬；黄雀、
北红尾鸲、东亚石鷳、灰背鸫等
冬候林鸟来山地越冬。其中小
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
坛茅山地区至今传说茅氏三兄
弟是骑白鹄成仙，古之白鹄即
今之天鹅。江南人的原始图腾

也是鸟类，认为它们会护佑一
方百姓。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野生动
物。我们对公众及时发布观鸟
点，其本意是想让更多的朋友
去了解它们，热爱它们，观察拍
摄欣赏它们。我们相信这样做
可以提升市民自然科学素养，
也可以健体强身休闲娱乐。然
而长荡湖边小天鹅过境停歇的
消息散开之后，某些观鸟人、拍
鸟人的行为却有失规范。比如

有人用鲜艳的红布和响亮的声
音来驱赶鸟类，只为强拍它们
追求“飞翔版”；有人自带食物
为诱饵投喂它们，只为诱拍来
它们追求“觅食版”；有人用枪
用弹弓来打……这些不文明行
为是违规违法的!这样的行为
只会迫使小天鹅们赶紧启程，
甚至明年不再回来！观鸟拍鸟
本是人类正当的爱好，但以干
扰鸟儿的生命为手段满足自己
的猎奇心理，是对同住地球的
生灵缺乏起码的尊重!

为此，我们向广大市民倡
议，做个文明观鸟拍鸟人：

1、观鸟拍鸟时，尽量给鸟
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不投喂、
不驱赶、不干扰、不伤害!

2、爱护我们身边的一草一
木，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

3、在遇到有人伤害、捕杀
鸟类的时候，积极劝阻或及时
举报。(举报电话：12345)

4、发现受伤、病弱、饥饿、
受困、迷途的野生鸟类，及时报
告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联系电话：0519-82666110 森
林警察大队)

5、面向全社会广泛宣传鸟
类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鸟类,
知道鸟类对大自然、对人类的
重要意义。

6、不随意捣毁鸟巢、掏取
鸟蛋，不捕杀鸟类。

期待市民朋友们静静地远
远地观鸟，甚是美好!

江苏省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二0二0年十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