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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张芝桃

2020 年，在经济结构转
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
济周期下行以及国际经贸摩擦
加剧等因素影响之下，我国经
济运行明显承压。努力提升国
家和城市竞争力、积极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市场主
体的能动性成为我国未来发展
的主基调。在此背景下，中央
十分关注产业可持续发展，鼓
励发挥金融等要素对市场主体
的作用并强调做好风险防范。
因此，目前亟需一套行之有效
的理论体系，对城市产业能级
及市场主体风险进行科学、客
观、系统的评价及指引。

基于该背景，中国生产力
学会循环经济促进委员会联合
中科财金产业研究院、绿湾科
技人工智能团队组成课题研究
组，并由循促委胡德华主任担
任组长，历时一年开展相关课
题研究。2020年8月7日，“中
国城市产业发展力评价”研究
课题专家评审会在京举行，来
自清华、北大、社科院及国家发
改委、统计局等相关部委，以及
主流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担任
课题评审专家，课题组提报的

“城市产业发展力评价体系”和
“企业动态风险评级模型”顺利
通过专家评审，填补了国内相
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根据
评审专家意见和建议，对研
究 成 果 进 行 完 善 ，并 发 布
《2020 中国城市产业发展力
评价报告》。

五十强城市GDP贡献率
全国超50%

在《2020中国城市产业发
展力评价报告》中，研究组基于
城市基本面、产业能级现状和
产业发展潜力三大维度，11个
方面，45项具体指标，创新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方法，
形成我国 657个设市城市产
业发展力评价结果。

从经济总量来看，产业发
展力前五十城市2019年GDP
合计 51.8 万亿元，占到全国
GDP总量的一半以上，是中国
城市产业发展力的最强阵营；
从区域分布来看，呈现东部领
先、沿海领跑、多点驱动、区域
协同的特点；从城市层级构成
来看，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过程中许多新特征。

“五级金字塔”格局初显

按照产业发展力评价结
果，657个设市城市被划分成
五级，分别是引领型城市（5
个）、基石型城市（20个）、潜力
型城市（35 个）、机会型城市
（100 个）和追随型城市（497

个），呈现“五级金字塔”格局。
各类型城市具有不同的产业发
展特征和城市发展驱动力。

由北上广深及杭州构成的
引领型城市综合实力强，产业
整体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相对
合理，产业创新能力强，对其它
城市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其中，作为非一线城市的代表，
杭州首次跻身第一梯队。杭州
注重创新，“十三五”以来将产业
发展重点转移到信息经济，以服
务业优先、数字经济优先带动三
产发展，城市整体产业发展力明
显提升。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来看，引领型城市将通过创新驱
动和资本驱动，跻身世界一流城
市行列，并带动所在城市群的
整体产业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
领头羊效应明显

2019 年，成都、苏州、武
汉、南京、长沙、重庆等20个城
市的GDP合计约占全国GDP
总量的四分之一，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基石和区域经济发展
的领头羊。基石型城市中长三
角城市云集，区域经济一体化
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长三角城市注重区域产业
资源整合，加强要素共享和产
业分工协作，协力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体系。从
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基石
型城市将通过技术驱动和资源
驱动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巩
固其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
基石的核心地位，同时带动周
边城市的发展。

以南昌、昆明、贵阳等为代
表的潜力型城市，凭借政策驱
动和资源驱动，充分利用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红利，科学
规划城市产业发展结构，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以中山、海口、
廊坊为代表的机会型城市充分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利用政策
驱动和成本驱动，努力抓住“两
新一建”等重大历史机遇，有望
实现城市产业的突破性发展；
以大同、鄂州、伊犁、儋州为代
表的追随型城市，积极寻求政
策驱动和领导力驱动，创造条
件主动引入核心产业，实现产
业能级的跃升。

城市产业发展各具特色

从产业集聚度、协调度、活
力度、创新度等具体指标的表
现来看，各城市呈现出鲜明的
发展特征。

从产业聚集度来看，长三
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产业集聚度较高。现阶段产业
集群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方式。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
域，以上海、杭州、苏州为代表
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以广州、深
圳、东莞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
区均形成了规模大、层次高、实
力强、数量多的产业集群，并迅
速向周边扩散，形成了带状产
业集群或集团式产业集群。这
些产业集群反过来进一步提升
了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产业能级。

从产业协调度来看，北上
广深一线城市产业发展协调度
最高，长三角城市也实现了城
市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其中，
长沙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代
表，近年来文创产业蓬勃发展，
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增加
值占比持续提升，人均GDP在
同类城市中持续多年领先，且
长沙产业化和城镇化同步，产
城融合度较好。

从产业开放度来看，沿海
城市因地域优势而领先，但随
着一带一路等国家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的实施，以及航空、高铁
等快速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
内陆城市开放度也得到明显提

升。近年来，成都积极
打造高水平国际门户
枢纽城市，开通国际
（地区）航线 126 条，
亚蓉欧国际班列境外
站点数拓展至 26个，
交通便利带动对外贸
易持续繁荣。

从产业创新度来
看，北上广深在科研实
力和科研经费投入等
方面遥遥领先，引领着
我国产业创新方向；杭
州、南京、合肥、西安、
武汉等城市凭借科教
实力和人才优势，也在
不断地进行产业创新
升级。

从产业活力度来
看，杭州城市产业活力
突出，人口、消费、投
资、经济等各项增速指
标都位居前列，特别是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
速高达25%，说明杭州金融市
场活跃，资本和创新双轮驱动
对城市产业发展起到强有力
的推动。

从产业生态度来看，海南、
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的产业
生态度最高，内陆城市借助产
业转型契机，在产业生态度提
升方面也呈现出较好的表现。
三亚以旅游业为主，基本无工
业三废的排放，未来也将重点

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等三大产业发展；在
长江大保护背景下，咸宁关停
沿江化工企业、加强城市三废
治理，扎实做好生态修复、环境
保护和绿色发展，为城市产业
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城市格局正在重塑

基于课题组对城市产业发
展力评价的研究成果，可以看
到，中国各城市间的产业竞争
格局正在重塑：传统与现代、保
守与开放、沉淀与创新……不
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赋
予了当下城市不同的生命力，
也奠定了城市的地位。产业，
已经成为城市的灵魂，滋养出
了城市千姿百态的外壳。在当
下智能与创新的时代，产业发
展水平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标识，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左右城市的兴衰。

结合社会化分工和城市发
展规律，未来城市产业融合后
可能的几种主要形态，即“均好
的城市群、专业的都市圈、精而
独特的中小城市”，各种类型
的城市都需要尽速确立自己在
这一格局中的定位。对于地方
政府来说，城市产业的培育、发
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
地方政府从协同机制、资源配
置方式、政府参与模式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作为市场
主体之一的企业，也必须要结
合自身产业的特性与城市产业
结构、状态，做出最合理的投资
选择，实现城市布局的不断优
化，真正把握城市产业化带来
的机遇。与此同时，金融机构
也要厘清城市产业竞争新格

局，合理进行金融要素的配置，
同时做好风险防范。

中国的产城融合时代才
刚刚开始，随着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中
国城市产业发展格局将拉开
新的序幕。

城市产业发展力呈城市产业发展力呈““五级金字塔五级金字塔””格局格局
——《2020中国城市产业发展力评价报告》发布

“中国城市产业发展力”金字塔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