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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现实格局与未来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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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国务院陆续批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十个国家级城市群.

十个国家级城市群都有各自的战略定位,特色鲜明.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一些后天优势,这些后天优势

表现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火炬软件

产业园,以及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拥有量等,这些优势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力.未来,十大城市

群的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群内城市的发展战略;突出城市群战略定位,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强化群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市群际现代化交通网络建设;开放合作,信息共享,建设先进的城市群生

态文明;创新驱动,科学发展,建设具有特色的世界级城市群.

关键词:城市群;国家高新区;产业集群;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

中图分类号:F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０)０６Ｇ００４７Ｇ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路径研究”(７１６７３２９６)

作者简介:李金华(１９６２— ),男,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研究背景

１９５７年,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Gottmann)依据其对美国东北海岸地区的实地考察,首
次提出一个专用名词“Megalopolis”(城市群).他的代表作«大城市连绵区: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

带»(Megalopolis:theurbanizednortheasternseaboardoftheUnitedStates)研究了美国东北部大西

洋沿岸的连片城市地区发展状况.戈特曼认为,连片城市化地区,即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形成表明城市

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由若

干城市所组成的群体.通常,一个城市群都依托了发达的通信、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城市间空间紧

凑、联系紧密、结构庞大,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的规模有大有小,人口有多

有少,经济体量也差别巨大.但是,不同城市群的结构基本相同,都会有核心城市或中心城市,城市间

的交通、基础设施相互影响,产业间存在着分工合作.城市群都有着显著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多个城

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形成经济圈.

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① ,强调城镇化发展之路

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推动区域协调

７４



发展、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然选择.未来,城市群是今后城市发展的

主体形态,应统筹规划、分工协作,通过以大带小、以强带弱、优势互补的方式,形成集聚效率高、辐射

作用大、国际竞争力强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

干意见»② ,提出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依据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禀赋和优势,因地制宜地挖掘最具增

长潜力的特色产业,不断创新探索,实现产业建镇.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③ ,提出要强化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推行城市群带动

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促进区域板块融合互动.２０２０年４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再次推出了«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④ ,提出要构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城市协

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增强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承载能力,全面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建设若干重点

城市群,将城市发展规划与交通、民生工程、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相融合,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培
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新动力源.

学术界也一直关注城市群问题的研究.王二红从经济发展竞争力、社会生活竞争力、生态环境竞

争力、创新潜能竞争力以及对外辐射竞争力５个维度构造了城市群竞争力的评价体系[１].徐鹏程和

叶振宇认为,城市群是全球城市空间组织演变的一种典型形态,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参与国际合作

竞争的重要载体[２].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城市群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国家繁荣昌盛的

重要标志.中国城市群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理论探索和实践需要互促互进的新时代,国家必须高度

重视高质量城市群的建设,加快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并要对城市群发展进行细致的统筹规划.李娜采

用空间 Durbin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流通机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城市群的平均中心值均保持了增长,中部地区的平均中心值小幅下降;流通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够有效

推动城市群经济结构的中心值上升[３].常新锋和管鑫对长三角的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研

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效率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趋势,生态效率较低的城市拥有更大的提升空

间;长三角城市群已由中等效率主导阶段向较高效率主导阶段转变;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

二次 U型关系;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各个区域基础优势,统筹协调各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４].李

伟军等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及其空间网络,发现三

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网络正逐步从分割走向融合,城市群内部金融集聚网络的结构差异明显;京津冀

城市群表现为主次型单一结构,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均衡结构,珠三角城市群为穗深双核结构[５].
因此,应基于城市群金融集聚网络的不同特征,差异化地整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区域一体化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毛中根和武优勐以成渝城市群为例研究了西部地区城市群

消费水平的演变问题,认为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促进西部地区崛起、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成渝城市群消费水平结构较为稳定,但低层次消费水平地区占比

偏大,表现出偏态分布;一些远离核心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地区,受经济辐射的功能弱,这就在省域交界

处形成了一个“断裂带”[６].因此,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增强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

带动能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从上述背景介绍和既有研究成果述评中不难发现,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属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

事项,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关于城市群的学术研究,较多的都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分析

特定城市群的结构、影响因素,或者是研究某一城市群的某个问题;而从宏观上分析中国城市群发展

现状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则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已经获批建设的十大城市群的发展现状进行比较

分析,思考中国城市群未来发展路径.全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第二部分介绍十大

城市群的体量与特色定位;第三部分分析了十大城市群发展的优势要素;第四部分总结了十大城市群

的未来发展路径.

二、十大城市群的体量与特色定位

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正式确定长江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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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的格局,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部分城市进入这一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这是官方正式确定的

首个国家级城市群.此后,２０１６年２月,国务院批复哈长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年４月,国务院

批复成渝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年５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国家批复中原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７年１月,国务院批复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年１月,国务院批复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８年２月,国务院批复呼包鄂榆城市群、
兰西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９年２月,国务院又批复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至此,

１０个国家级城市群得到正式确立.
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一般由规划背景、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定位与布局、建设

内容、组织实施等几大部分构成.规划背景包括发展基础、机遇挑战和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包括指导

思想、战略定位、基本原则、发展目标等.除论及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意义外,规划的主体部分是主要任

务,任务的内容一般有:创新发展,提高质量效益,城乡统筹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调发展,
共建生态文明,公共服务共享,深化对外开放等.尽管国家确立了十大城市群,但每个城市群都各具

特色,其面积、人口总量、经济体量都存在较大差别,有必要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此处,将反映十大城

市群体量基本情况的分析指标列示如下(见表１).
　表１ 十大国家级城市群体量比较表

城市群 所含中心城市 面积 人口数 GDP 人均 GDP

长江中游城市群

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
昌、荆州、荆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
底;江西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
州、吉安市的部分县(区)

３１．７ １２５００
(２０１７)

８００５７
(２０１８)

１０．４８
(２０１８)

哈长城市群
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长春、吉林、四平、辽
源、松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２６．４ ４６３１

(２０１７)
１６３４１
(２０１７)

６．５５
(２０１７)

成渝城市群
成都、重庆大部、自贡、泸州、德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
山、宜宾、广安、资阳、绵阳、达州、雅安部分地区 １８．５ １０９９４

(２０１７)
４７６００
(２０１７)

５．３０
(２０１７)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
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
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２２．５ １３９１４
(２０１７)

１７８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１０．６
(２０１７)

中原城市群
郑州、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新乡、平顶山、许昌、焦作、
周口、信阳、驻马店、鹤壁、濮阳、漯河、三门峡、济源;长治、晋
城;邢台、邯郸;聊城、菏泽;宿州、淮北、蚌埠、阜阳、亳州

２８．７ １６３５３
(２０１７)

６７７７８
(２０１７)

４．１４
(２０１７)

北部湾城市群
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湛江、茂名、阳江;海口、
儋州、东方、澄迈、临高、昌江 １１．６６ ４６５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９６
(２０１７) ５．１

关中平原城市群
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商洛;运城、临汾;天水、平凉、庆
阳部分地区 １０．７１ ３８６５

(２０１７)
２１６００
(２０１７)

５．７
(２０１７)

呼包鄂榆城市群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 １７．５ １０１３
(２０１７)

６０４９
(２０１７)

１１．８１
(２０１７)

兰西城市群 兰州、西宁、海东、白银、定西、临夏、海北、海南、黄南 ９．７５ １５２８
(２０１７)

５９８６
(２０１８)

３．２７
(２０１８)

粤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群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
惠州 ５．６ ６９５７

(２０１７)
１０８６７０
(２０１８)

１５．６
(２０１８)

　　注:面积的计量单位是“平方千米”;人口数的计量单位是“万人”;GDP的计量单位是“亿元”;人均 GDP的计量单位是“万元/

人”.数据参引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家级城市群/５６３３５６、https://www．sohu．com/a/３０５９３３４３５_１０００５２３５１和国家统

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家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城市群统计制度,表１中的数据主要由«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２０１８»的数据进行归并整理得出;部分数据还由相关省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得出.其中,
兰西城市群的GDP和人均GDP、哈长城市群的GDP和人均GDP、成渝城市群人口数、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人口数、呼包鄂榆城市群的人口数、呼包鄂榆城市群的 GDP总量和人均 GDP由«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２０１８»提供的数据归并计算;北部湾城市群的人均 GDP由相关数据推算;另外,表１中的数据多

数是２０１７年的数据,若能够获得２０１８年的数据,则尽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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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１可知,十大城市群中地域面积由大到小的城市群依次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
长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

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按人均 GDP排序,城市群由高到低依次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呼包鄂

榆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北部湾城

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根据表１的数据,可以绘制十大城市群的人口总数和 GDP总量体

量比较图如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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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十大城市群人口、GDP体量比较图

(单位:万人,亿元)

由图１可知,就人口数和经济体量而言,十大城

市群存在明显的差异.经济体量较大的是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

中原城市群;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群是中原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显然,同样是

国家级城市群,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不同城市

群的人口、地域面积、经济总量等都有较大差别.
城市群是城市在较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所形成的,需要客观环境,如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和

地理位置良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也需要

政策引导,如畅达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较高水平的

基础设施网络,较为健全的产业体系等.城市群形成之初,各个城市独立发展,到一定时间就形成了

都市圈,进而形成城市群.一般而言,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便利,城市数量就多,城市也

容易扩张,城市群也就可能较快形成.城市群的大小、包括的城市数量多少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它主

要取决于群内城市间的分工、功能完善程度.实践中,多个城市能否发展成为城市群,关键因素是多

大空间范围内城市间在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程度.城市群发展的现实表明,不同的地理

位置、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城市群的特征和发展目标.
中央政府确定的十大城市群,根据其区位和既有发展现实,都有明确的战略定位,这些战略定位

也反映了城市群的特色.位于长江经济带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特色是⑤ :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领

先区,内陆的高度开放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示范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哈长城

市群的特色定位是:东北的开放门户和经济增长极,老工业基地振兴突破口,绿色生态城市群.成渝

城市群的特色是: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基地和现代产业基地,创新驱动、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示范区,内陆

的开放型经济增长极和战略高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特色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
科技创新高地和重要国际门户,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亚太地区重要国

际门户和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中原城市群的特色是: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基地,中部地区绿色生态发展和创新创业先行区,内陆地区的开放新高地.北部湾城市

群的特色是:面向东盟开放的国际大通道上的重要枢纽,服务西南、华南和中南发展的战略支点,“一
带一路”的重要门户,全国重要的特色产业基础和绿色产业基地.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特色是:军民融

合产业在全国领先的基地,西部地区面向东欧、西亚开放的重要窗口,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西
部地区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内陆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和先行区.呼包鄂榆城市群的特色是:全国高

端能源化工基地,向北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合作共建区,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先行区.兰西城市群的特色是:西部地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国土优化开发的示范区,西北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沟通西北西南两大地域、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枢纽.粤港澳大湾区的

特色是:世界级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对外开放的示范窗口,内地与港澳深度实质性合作的基地,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显然,十个国家级城市群都有各自的战略定位,特色也鲜明.有些城市群的主要特色是现代产业

基地,有些城市群的主要特色是生态文明区,有些则是经济增长极,还有的则是科技创新中心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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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城市群的战略定位,是国家综合考虑了城市群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现状后确定的,它反映了城市

群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城市群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十大城市群发展的优势要素

城市群的形成和成长有赖于突出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较

发达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此外,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也需要一些后天优

势.这些后天优势表现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创
新型产业集群、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园,以及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拥有数等,这些基地、示范区等

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创新驱动力,值得比较研究.
(一)国家高新区与产业集群

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情况,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数是集中在经济较发

达的城市,因此国家级城市群是国家高新区、火炬特色产业基地等的主要集聚区.表２报告了十大城

市群拥有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单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火炬计划软

件产业基地的情况.
表２和科技部火炬计划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全国共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１６９家,而十大城市群拥有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达１０３家,占比约６１％;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共有

创新型产业集群４４个,而十大城市群拥有的创新型产业集群２７个,占比约６１％;至２０１９年９月,全
国共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２１个,十大城市群拥有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１５个,占比约７１％;至

２０１８年９月,全国共有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４４个,十大城市群拥有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

基地２９个,占比约６６％.这反映出十大城市群在发展基础要素方面所占的优势.进一步,可根据表２
所提供的材料绘制十大城市群在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

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方面拥有量的对比图(见图２).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城市群所拥有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型产

业集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明显多于其他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

鄂榆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火

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拥有量明显地偏少.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在一些知识与技术密集、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

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区.借助高新区,国家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贸易的发展.高新区的设立和发展,优势是显而易见的⑥ ,它们享

受到国家诸多优惠政策.因此,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保证地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城

市群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创新型产业集群,是以创新型企业和人才为主体,以知识或技

术密集型产业和品牌产品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集群.集群内拥有大批致力于创新、不断开展创新活动

的创新型企业、企业家和人才,有知识或技术含量较高的主力产业,有完备的创新组织网络体系、先进

的商业模式,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发展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培育创新型企业

的沃土,在集群内创新型企业能够得到诸如设计、专利、租赁、储存、转运等多方面的专业化服务,研发

机构的活动充分产业化、研发产品高度市场化;创新型产业集群还能便捷地整合各种创新要素和资

源,集聚创新主体的力量开展技术、设计等的攻关,构成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现阶段

十大城市群优势资源的结构,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主体还是中小型企业,支撑性的行业是制造业或者是

先进制造业.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园区,其主

要活动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从事技术研发、自主创新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其目标则是:进行

股权激励、科技金融改革试点;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落实创新企业税收政策;探索科技创新体制,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就是专门发展软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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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产业基地,它按照市场运行规则,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成软件开发技术、管理、测试和培训服

务平台,推动软件企业的孵化和规模化发展,有效推进软件技术的创新和软件产品的开发,促进中国

软件产业化.
产业发展的现实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拥有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型产业

集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但城市群之间,这些基地、园区的优势是

存在较大差别的.哈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在国家

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方面与其他城

市群相比较弱.
　表２ 十大城市群发展优势要素比较表

城市群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单位
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国家火炬计划
软件产业基地

长江中
游城
市群

南昌高新区,新余高新区,景德镇高新区,鹰潭
高新区,抚州高新区,吉安高新区,赣州高新区,
九江共青城高新区,宜春丰城高新区,武汉东湖
高新区,襄阳高新区,宜昌高新区,孝感高新区,
荆门高新区,仙桃高新区,随州高新区,黄冈高
新区,咸宁高新区,荆州高新区,黄石大冶湖,潜
江高新区,长沙高新区,株洲高新区,湘潭高新
区,益阳高新区,衡阳高新区,常德高新区

景德镇直升机制造,湘
潭先进矿山装备制造,
长沙电力智能控制与设
备,襄阳新能源汽车关
键部件,荆门城市矿产
资源循环利用,抚州生
物医药,新余动力电池,
咸宁智能机电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长株潭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湖北省软件产业基地,
江西金庐软件园,长沙
软件园

哈长城
市群

长春高新区,长春净月高新区,吉林高新区,通
化医药高新区,哈尔滨高新区,大庆高新区,齐
齐哈尔高新区

通化医药
长春软件园,大庆软件
园,吉林高新区软件园

成渝城
市群

重庆高新区,璧山高新区,荣昌高新区,永川高
新区,成都高新区,绵阳高新区,自贡高新区,内
江高新区,乐山高新区,泸州高新区,攀枝花高
新区,广汉高新区(德阳)

璧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
部件绿色智能制造,重
庆电子信息,德阳通用
航空

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重庆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天府 软 件 园,重 庆 软
件园

长江三
角洲城
市群

上海张江高新区,上海紫竹高新区,南京高新
区,苏州高新区,昆山高新区,无锡高新区,江阴
高新区,武进高新区,常州高新区,苏州工业园,
常熟高新区,南通高新区,镇江高新区,泰州医
药高新区,扬州高新区,杭州高新区,萧山临江
高新区,宁波高新区,绍兴高新区,温州高新区,
湖州莫干山高新区,嘉兴高新区,合肥高新区,
蚌埠高新区,芜湖高新区,马鞍山慈湖高新区,
铜陵狮子山高新区

江宁智能电网,苏州高
新区医疗器械,合肥基
于信 息 技 术 的 公 共 安
全,扬州数控成形机床,
泰州生物医药,常州光
伏,苏州纳米新材料,武
进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杭
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合芜蚌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宁波、温
州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区

武进软件园,如皋软件
园,宁波市软件与服务
外包产业园,无锡软件
园,苏州软件园,合肥
软件园,南京软件园,
江苏软件园,常州软件
园,上海软件园,杭州
高新软件园

中原城
市群

郑州高新区,洛阳高新区,安阳高新区,南阳高
新区,新乡高新区,平顶山高新区,焦作高新区

邯郸现代装备制造,南
阳防爆装备制造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河北软件园,郑州软件
园,山西软件园

北部湾
城市群

南宁高新区,海口高新区 南宁软件园

关中平
原城
市群

西安高新区,宝鸡高新区,杨凌高新区,渭南高
新区,咸阳高新区

西安泛在网络技术
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

西安软件园

呼包鄂
榆城
市群

包头稀土高新区,呼和浩特金山高新区,鄂尔多
斯高新区

内蒙古软件园

兰西城
市群

兰州高新区,白银高新区,青海高新区,银川高
新区

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

粤港澳
大湾区
城市群

广州高新区,深圳市高新区,中山火炬高新区,
佛山高新区,惠州高新区,珠海高新区,东莞松
山湖高新区,肇庆高新区,江门高新区

中山健康科技,佛山口
腔医疗器械,东莞机器
人智能装备,珠海智能
配电网装备,江门轨道
交通修造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

深圳软件园,广州软件
园,珠海高新区软件园

　　注:由于表格表述的局限,表中第３列的每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名称后都省略了“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后缀.数据来自科学技术部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网站http://www．chinatorch．gov．cn/gxq/gxqmd/２０１８０３/a２db９０９ac４２９４a７e９７１２d２３b０４ebff７e．shtml,并经

作者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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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十大城市群发展优势要素对比图 　(单位:个)

　　(二)创新型企业与“独角兽”企业

事实上,十大城市群在拥有的创

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数量上也存

在差别.创新型企业,主要是指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依靠技术创新获取市场

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企业.创新型

企业要由国家批准认定,享受相关的

政策,其主要特征是:企业实现研究与

开发的制度化;研发、生产、销售三位

一体,研究与开发能力强;能通过不断

的创新,获得持续性的收益;企业规模足够大,能长期高额资助研究与开发.“独角兽”企业,通常是指

估值在１０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注册.创新型企业是创新型

国家的基础,通过创新型企业的建设,加快高技术研发,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可以

将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进程.“独角兽”企业源于新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虽然

本质上其仍处于创业阶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它有利于良好创业生态环境的培养,能催生新业态,
探索新的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引领产业创新方向.对于一个城市群而言,较多的创新型企业和“独
角兽”企业是其重要的发展优势.

根据科学技术部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８年７月,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

首批“创新型企业”名单,９１家企业入选;２００９年７月,科学技术部又发布了第二批“创新型企业”名
单,１１１家企业入选;２０１１年３月,科学技术部再次发布了第三批“创新型企业”名单,１５４家企业入

选.此后,科学技术部还公布了“创新型企业试点单位”名单,在这些入选的创新型企业中,多数企业

分属于不同城市群,但它们都助力了城市群的发展.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江西昌九农科化工、武汉华

中数控股份、湖北新火炬科技股份等;哈长城市群的长春轨道客车、哈药集团三精制药等;成渝城市群

的重庆川仪总厂、重庆华立药业股份、四川长虹电器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宝钢集团、上海振华港

口机械集团、扬子江药业集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奇瑞汽车股份、宁波海天塑机集团、宁波博威集团、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新傲科技、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安徽叉车集团等;中原城市群的郑州宇

通客车、邯郸钢铁集团、南阳防爆集团、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等;北部湾城市群的海南赛诺实业、海南

新世通制药等;关中平原城市群的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天水星火机床等;呼包鄂榆城市群的内蒙古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包头钢铁集团等;兰西城市群的西宁特殊钢股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金发科

技、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中兴通讯、研祥智能科技等.科学技术部发布的这些创新型企业数据显

示,十大城市群拥有了绝大部分的全国创新型企业,但城市群之间的拥有量同样存在明显差别.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创新型企业数明显居多,其次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而兰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明显偏少.

不过,十大城市群在“独角兽”企业拥有量上并不占有特别的优势.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⑦ ,中国共有２０６家“独角兽”企业上榜.从“独角兽”企业所在城市群来看,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拥有７８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拥有３０家.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上海拥

有４７家、杭州拥有１９家、南京拥有１２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深圳拥有１８家、广州拥有８家,
香港拥有４家.这两个城市群都有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独角兽”企业,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蚂蚁

金服、陆金所、菜鸟网络、平安医保科技、微医、达达—京东到家、联影医疗、威马汽车、嘉楠耘智、银联

商务、哈啰出行、喜马拉雅、汇通达、小红书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大疆、柔宇科技、优必选、云从

科技、大地影院等.成渝城市群共计有准时达、新潮传媒、猪八戒网、１９１９酒类直供４家“独角兽”企
业.其他的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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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等均没有“独角兽”企业.
进一步,在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数量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则优势明显,十分亮

眼.根据分析整理的数据,表３列示了２０１７年十大城市群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数.
　表３ 十大城市群中高拥有量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

城市群 城市 高新技术企业数 城市群 城市 高新技术企业数

长江中游城市群

武汉 ２８２７
长沙 １５９４
南昌 ６１９

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

深圳 １０９８８
广州 ８７００
东莞 ４０７７
中山 １７１８
佛山 １４０９
珠海 １４００
惠州 ８０２
江门 ７４１

成渝城市群
成都 ２４７３
重庆 １１８２

哈长城市群 哈尔滨 ６１４

长 江 三 角 洲 城

市群

上海 ７６６８
苏州 ４４６９
杭州 ２８４４
南京 １８５０
无锡 １６６９
合肥 １６６６
宁波 １４７９
常州 １２３４
南通 １０４５
湖州 ９６９
温州 ９５９
嘉兴 ８８９
扬州 ７４５
绍兴 ６７８

关中平原城市群 西安 １８３９ 中原城市群 郑州 ８２４

　　注:单位为“个”.高拥有量城市是指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数位于全国前４０名的城市,故表３中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完整代表一个城

市群所拥有的全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有些未入前４０位的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未能列入在表３中,但表３可从侧面反映城市群的

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量.资料来自中国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排名https://www．sohu．com/a/２７８５２８９６４_９９９６４３４０.

将表３的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可绘制出十大城市群中高拥有量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比较图如

下(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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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十大城市群中高拥有量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比较图

(单位:个)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活动、持续进行研究开发

与技术成果转化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都拥

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重要基础,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

力的重要力量.从表３和图３可以看出,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经

济科技发达地区,拥有了较多的高新技术企

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量处于前

４０位的城市也都集中在这两个城市群,而成

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高

新技术企业拥有量明显不如这两个城市群,
而兰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量就更少,根本没有数量上排名

居前４０位的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拥有量是城市群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城市群未来产业结构的

调整、产业升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四、十大城市群的未来发展路径

上文对十大城市群体量、特色以及发展优势元素的比较分析,为思考城市群发展路径提供了依

据.未来,十大城市群的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群内城市的发展战略;突出城市群战略定位,
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强化群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市群际现代化交通网络建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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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合作,信息共享,建设先进的城市群生态文明;创新驱动,科学发展,建设具有特色的世界级城市群.
(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群内城市的发展战略

城市群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涉及要素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落实对城市群规

划的组织实施.各个城市群应建立省际、部际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城市群的重大决策,协调解

决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城市群建设状况的跟踪评估,发现城市群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总结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新经验,探索城市群建设和科学发展之路.
要不断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创新联席会议制度议事方式,成立联席会议制度下的相应小组,明确各小组

或机构的职责,落实办事机构的工作责任,稳步推进城市群建设目标的逐个落实.城市群内可以成立城市

联盟,集中协商城市群建设发展的重大项目、重大规划问题.城市群内可以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逐步

建立一体化的大市场体系,建成适应群内城市协调合作发展的机制,推动城市群和谐有序发展.
(二)突出城市群战略定位,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城市群的建设要落实执行其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按照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组织产业生产,优化

产业结构体系.技术资源、资本资源丰富的城市群要注重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

进绿色制造,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和服务中的广泛应用.要不断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建成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环境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群,应立足资源优势和原材料产业基础,发
展新型功能、高端结构等新材料,建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材料基地或新动能产业基地.

要在城市群内培育新产业,发展新业态,创新生产模式和营销模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

级.要注重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按照国际顶级水平标准,配置优势生产资源,提高产业

发展水平,促进城市群内产业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打造世界级产业集聚区.要充分发挥城市群内国

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特色产业基地等高端发展要素的作用,大力培育创新

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活动,延长高新技术产业链,增强高新技术

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壮大特色产业,增强特色产业的人口集聚能力.要大力发展城市群普

惠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和科技金融,深化城市群的金融业合作,建立城市群创新投资基金、先进产业投资

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共建大型投融资平台,支持城市群建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强化群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市群际现代化交通网络建设

现代城市群建设离不开先进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加强城市群先进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群内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城市群际的现代交通网络建设.应加强主要

城市和重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城市群发展的总体规划下,重点推进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同
时强化单个城市绕城公路的建设和农村公路网络建设,逐步改造城市群间的干线公路,形成以高速公

路为骨架、国省干线公路为基础的外通内畅、快速高效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要依据城市群地理位置

和地域特色,加快发展现代航空业,发展跨境直升机服务,建设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和临空经济区,建
成世界级机场群,增强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增强其辐射能力,形成综合航空运输体系.

应加强城市群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运输工具、人才培养的建设,构建包括中心城市、交通枢纽、
大型商品集散地为骨架的现代物流体系,形成物流枢纽干线网络;要强化物流网络体系的集聚和扩散

能力,中心城市应建设重点物流枢纽,一般城市应建成转运点,发展多式联运.要制定面向未来的转

运、装卸等物流标准,实行运输标准化作业;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生产率,增强物流综合服务能

力,充分发挥现代物流在城市群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
(四)开放合作,信息共享,建设城市群先进的生态文明

现代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高度的对外开放,也离不开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要建立健

全城市群内的公共服务大数据库、产业信息资源大数据库、生态资源大数据库等,推进城市群信息资

源深度开发利用;要建立信息资源目录和交换体系,实现群内城市、企业、机构和公众间基础信息的共

享.要加强城市群地理空间信息的管理,跟踪城市群建设规划实施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系统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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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产生的影响,对资源开发、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等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监测评估,对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依法履行环评审批程序,严格土地、环保准入制度,强化对城市群生态功能区

的监管.应提升城市群信息基础设施的先进性,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加强通信网络、重要信息系

统和数据资源保护,促成城市群向智慧城市群发展.
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打破行政壁垒,优化城镇空间格局,在城市群建设中充分考虑环境

的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支撑能力,注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关键性作用.要高度重视城市群自然生态系

统的维护,持续进行环境生态系统修复,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和保护网络,保障城市群生态质量

的稳定和不断提升.必须推行城市群资源的循环利用,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绿色生态城市群.要将城市群生产性废物排放系统和生活性废物排放系统进行勾连,加强生

产性废物的处理和再生资源利用,建设循环化改造和利用的低碳经济园区,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工业

用水循环利用,培育建设再生资源产业,促使其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保证生产资源和自然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
(五)创新驱动,科学发展,建设具有特色的世界级城市群

要强化城市群多元化的创新主体,鼓励、支持城市群开展不同形式的技术创新,引导企业面向市

场需求开展技术合作,设计新产品,开创新模式,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工程,提升城市群内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要依据城市群目标规划,培育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单项冠军企

业,打造具有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制造品牌、服务品牌.要建设城市群重大创新平台,强
化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建立产业和科技对接体系,提升国家级高新区、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发

展水平,实现城市群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要按照城市群内、城市群间建设发展的规划路径,全面推进城市群产业规划、城乡统筹、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资源等全方位的合作,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有序发展、稳步

推进.要按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不断完善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城市与城市间、机构与机构

间通力合作,协同发展、高效发展,建成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城市群.

注释:

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EB/OL]．[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
zhengce/２０１４Ｇ０３/１６/content_２６４００７５．htm.

②«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http://www．
gov．cn/xinwen/２０１８Ｇ０９/２８/content_５３２６３３８．htm.

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EB/OL]．(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
gov．cn/zhengce/２０１８Ｇ１１/２９/content_５３４４５３７．htm.

④«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０９]国家发展改革委网,https://
www．ndrc．gov．cn/xxgk/zcfb/tz/２０２００４/t２０２００４０９_１２２５４３１．html.

⑤十大城市群的战略和特色定位,参引自官方发布的各个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
⑥国家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领进口许可证,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设

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另有规定的产品以外,都免征出口关税;银行对高新技术
企业,给予积极支持,尽力安排其开发和生产建设所需资金;有关部门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
高新技术产品开发;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经营性基本建设项目,按照统一规划安排建设,优先纳入当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⑦«２０１９中国独角兽企业排名»[EB/OL]．[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０６]排行榜网站,https://www．phb１２３．com/qiye/３７９９８．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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