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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20年暴涨10倍
GDP首次突破万亿元

虽手持“泉城”闪亮名片,
济南却也有很多负面的称谓。

2008年，《新周刊》评价济
南为“钝感之城”；8年后，《新
周刊》又称济南为“苟且之城”，
相关文章中这样形容：“如今的
济南，更像是一座‘无感之城’：
无亮点、无特色、无趣味，这样

‘不上不下、不好不坏、不吵不
闹’地苟活着……”

济南不语，却用时间回应了
所有问题。从2001年经济总量
突破千亿元，到2013年跨越五
千亿元，再到“十三五”时期先后
跃上七千亿元、八千亿元、九千
亿元及万亿元台阶。20年时间
里，济南市经济总量扩大了10
倍，实现历史性跨越。

一座城市跻身“万亿元俱乐
部”，意味着什么？中国区域经
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陈耀告诉记者，GDP过万
亿元是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和综合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
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该城市
地位、能级提升的重要标志,在
该城市的发展史上往往具有里
程碑意义。

一个区域如果没有龙头城
市，其资源必然会被其他城市
吸走。陈耀认为，济南作为山
东省龙头城市逐渐崛起，能吸
引周边区域资金、信息、技术、
人才、商品、数据等要素资源集
聚。“GDP过万亿元后，济南市
将明显带动省会经济圈发展。”
陈耀说。

事实上，规模效应、集聚效
应也逐渐在济南显现：一方面，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预
计2020年济南常住人口将超
过900万；另一方面，公开数据
显示，济南市2020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达到906.1亿元，首
次突破900亿元。

除带动省会经济圈发展
外，济南市晋级“万亿元俱乐
部”对于平衡南北经济同样有
着重要意义。山东财经大学区
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济南市位
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
的枢纽位置，而这两大经济区
之间需要一个经济隆起地带。

“作为联通两大经济带的桥梁，
济南市GDP过万亿元，即可以
形成北方重要的增长极，又可
以在平衡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董彦岭说。

GDP过万亿元
不单靠撤市划区

济南为什么能跻身“万亿
元俱乐部”？“莱芜区当记头功”

“恭喜莱芜”“撤县设区是大招
儿”……坊间不乏有类似观点
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济南市行政区划调整。

2018年 12 月,国务院批
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
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
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
辖；同时设立济南市莱芜区和
钢城区。

“行政区划调整的作用确
实不容小觑。”济南大学商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葛金田认为，拉
开城市发展框架是济南市做好

“大”文章的应有之义。济南市
发展一度受限于东西狭长、南
北短促的带状格局，而上述行
政区划调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济南城市空间布局，为济南产
业调整提供了空间。

从全国范围来看,行政区
划调整是不少城市尤其是省
会城市的惯常操作：2011年，
安徽省合肥市拆分巢湖市；
2016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代
管简阳市；2017年 1月，陕西
省西安市代管西咸新区；2020
年6月，吉林省长春市代管公
主岭市……

此外，受访专家也均表示，
尽管撤县划区在济南市GDP

过万亿元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但政府的相关政策同样可
圈可点，不容忽视。

记者注意到，从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到国家级自由贸易
试验区济南片区，到黄河流域
中心城市，再到山东支持济南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
济南市不断迎来政策“大礼包”。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济南市
通过重点领域引领带动，实现
三个新高。其中，2020年，济
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2.2%，增速达到“十三
五”时期最高点；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23%，四个季度均保持
在20%以上的增速，创下近5
年新高；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2万亿元
人民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甩掉“弱省会”焦虑？
首位度仍有待提升

济南“弱省会”焦虑由来
已久。

2018年 10月，十九届中
央第一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公
布，多个城市被点名“引领带动
作用不够”，措辞中提及“龙头
作用不够”“省会作用不够”“中
心城市作用不够”等等，济南名
列其中。

事实上，在被点名批评前，
济南便因省内存在感较低而饱
受诟病。

多年来，外界对于济南的
讨论多集中于“大县城”“弱省
会”“首位度低”等争议话题，
并时不时把青岛市拉出来比
较一番。

伴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新台
阶，济南“弱省会”焦虑有所缓
解。济南市2021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五年来济南经济总
量实现历史突破,预计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7%,占全省
比重由2015年的9.7%提高到
14%左右。

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济
南市5年4.3个百分点的增速
确实亮眼。以西安、郑州、合
肥、长沙为例，5年来的GDP
省内占比西安和郑州分别增长
了4.2、1.6个百分点,合肥、长
沙则保持原有水平,未出现明
显增长。

尽管增速亮眼，但济南
14%的比重仍显靠后。公开数
据显示，各省会GDP占全省的
比重中，呼和浩特、南京、济南
分别以16%、14%、13%居于末
三位。

陈耀认为，评估省会城市
的能级大小，核心指标就是经
济首位度，即城市经济总量占
全省的比重。当一座省会城市
的经济首位度超过30%，大体
可以认为它的能级较强。“作为
山东双核城市之一，济南市经
济首位度至少得维持在20%
以上，才能发挥省会城市应有
的带动引领作用，在全国所有
的省会城市竞争中具备优
势。”陈耀说。

对此，济南市委也保持清
醒的认识。《中共济南市委关于
制定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明
确，要引领山东半岛城市群建
设，抓住“强省会”战略机遇，加
快提升城市能级，提高省会城
市首位度，增强城市核心竞争
力和辐射带动力。

站在新起点，
济南怎样行稳致远

站在“GDP过万亿元”新
起点，济南如何在“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城市发展的核心还是内
生生长。晋级‘万亿元俱乐
部’后，城市要将更多的精力
用来提升城市品质，进一步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
城市公共服务，让城市变得更
加宜居宜业，这样才能更具吸
引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陈耀
告诉记者。

对此，董彦岭也认为，济南
未来发展应从推动方针政策落
地、从拉开框架到充实内容、从
外延发展到扩充内涵上着手。
比如中部老旧居民区该怎么改
造，以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南
部山区该怎么打造，才可以让
区域更加秀美。

同时，董彦岭表示，济南下
一步要充分发挥自身在科教、
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的优
势，并将其更好地辐射到周边
城市；推动城市间要素、产品和
服务的互动互换，从而促进共
同发展。

记者注意到，2020 年 10
月，《济南市关于推进省会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
见》印发实施，发力方向包括
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
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
产业集聚引领高地、强化生
态环境共保联治、扩大对内
对外双向开放等。

挺进“万亿元俱乐部”，济南如何再出发
告别含蓄温吞，山东省济南市昂首跨进“万亿元俱乐

部”。1月26日，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市

2020年生产总值为10140.91亿元，同比增长4.9%。

跻身“万亿元俱乐部”意味着什么？济南能否甩掉“弱省

会”焦虑？站在“万亿元”新起点，底气何来？济南又当如何扛

起“强省会”担当？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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