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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公布。值得注意的
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北
部湾城市群相关表述从“规划
引导”变为“发展壮大”。

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方创琳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十四五”规划纲要相
关表述的变化意味着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步入快速发展的
新阶段。

升级：由“规划引导”
变“发展壮大”

在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方面，“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
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
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
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
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
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
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
坡等城市群。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
南大学教授胡刚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对比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城市群
建设方面“十四五”规划纲要
着墨明显增多，对城市群的层
次区分也更加分明，并明确以
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
加快形成“两横三纵”的城镇
化空间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十
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
划纲要中关于北部湾城市群
的表述由原先的规划引导变
为发展壮大。四字之变有何
深意？胡刚认为，北部湾城市
群由规划引导变发展壮大，即
有对北部湾城市群以往发展
成就的肯定，也有对其今后发
展的规划。

北部湾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湛江科技学院经济与金融
学院教授何为民表达了相似
的观点。“北部湾城市群整体
协调性方面尽管仍有提升空
间，但整体发展水平有了明
显提升，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这种情况下，北
部湾城市群协同发展态势实
际上已基本形成，发展壮大
意味着北部湾城市群将在此
基础上进行深度合作，进一
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何为

民分析。
此外，胡刚认为，该表述

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北部
湾城市群在国家新发展格
局中的战略地位。“国家政
策层面将对北部湾城市群
未来发展更加重视。”胡刚
分析说。

2013年 12月，中央首次
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
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
略格局，即以陆桥通道、沿长
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
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
轴，以主要的城市群地区为支
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
和城市为重要组成的“两横三
纵”城市化战略格局。

胡刚告诉记者，“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两横三纵”城镇
化空间格局中的“两横”没变，

“三纵”即沿海、京哈京广也没
有变化，而包昆通道则多出西
部陆海分支，从重庆市往贵州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方向分
出。“现如今北部湾城市群在
两条纵轴的交汇点上。”胡刚
介绍。

成绩：从2000亿元
攀升至2万亿元

依托北部湾共建城市群，
粤桂琼三地互动已久。早在
2000年11月，广东省湛江市、
海南省海口市、广西壮族自治
区北海市便发起成立了北部
湾经济合作组织，旨在推动北
部湾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2008 年，国家批复实施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
划》，提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
济合作区，成为全国第一个国
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不过，在何为民看来，在
此期间，由于当时北部湾经济
区由广西唱主角，对外贸易增
势并不明显。“当时广西壮族
自治区受限于自身产业结构
和经济规模，在面向东南亚国
家和地区交流中无法起到应
有的桥梁纽带作用。”他说。

2017 年 1月 20日,国务
院批复《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
划》。北部湾城市群规划范围
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北海市、钦州市、防城
港市、玉林市、崇左市，
广东省湛江市、茂名市、
阳江市和海南省海口
市、儋州市、东方市、澄
迈县、临高县、昌江县，
陆域面积11.66万平方
公里，海岸线 4234 公
里，还包括相应海域。

“广西自身发展的
愿望很迫切，但受限于
自身经济条件又无法
带动北部湾经济区，所
以很希望桂、粤、琼三
地联合起来实现协同
发展。”在何为民看来，
2017年后随着《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
复，北部湾城市群的发
展也步入快车道。

脚踏澎湃浪潮，结
伴向海而兴，二十年来
北部湾城市群亮出了
怎样家底？据当地媒
体报道，截至2020年，
20年间北部湾城市群
经济发展跑出加速度，
经济总量从2000亿元
攀升至2万亿元，年均
增速达10%以上。

亮眼成绩的背后
有哪些原因？方创琳
分析，国家大力推进区
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
镇化，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让北部湾
城市群迎来历史机遇；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北部湾城
市群成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
通道、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
新的战略支点；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则有利于将北部
湾打造成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北部湾城市群拥有广阔
的经济腹地，其中成渝地区近
年来发展快速，特别是四川成
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快，在其辐射引领作用的
带动下，将进一步助推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胡刚分析。

站在新起点，北部湾城市
群有哪些优势？方创琳认为，
北部湾城市群靠近边境地区，
突出优势是处于国内大循环和
中国—东盟国际循环交汇点，
可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与此同时，广西和东盟
国家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和
贸易往来。作为对接东盟的
前沿，北部湾城市群将更有能
力聚集全球资源，配置全球市
场。”方创琳预测，未来北部湾
城市群建设发展速度或比其
他城市群更快。

未来：产业进一步集聚
是关键

春潮涌动千帆竞，乘风破
浪谱新篇。提档升级后，北部
湾城市群如何拾级而上？

“当前北部湾城市群面临
最大挑战是整体水平仍有待
提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交
通基础设施、创新能力等方
面。”方创琳建议，未来北部湾
城市群在创新能力提升方面
发力，让创新能力成为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方创琳认为，目前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驱动力仍以传统
制造业为主，部分产业还存在
恶性竞争的现象，不利于北部
湾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近年来北部湾城市群腹
地交通建设成果明显，如高
铁、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
未来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进
一步集聚产业，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胡刚分析说。

产业集聚将产生怎样的
效果？何为民介绍，产业集聚
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强化
关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
明，如果想要经济有效增长，
产业集聚是必要的。

何为民分析，产业聚集能
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
会使产业聚集更加深入。就北
部湾城市群而言，单个城市还
不具备产业聚集的条件，因而
对城市群中相关产业进行协调
整合，利用大数据进行产业错
位发展，同时对上下游产业协
同聚集进行政策上的支持。

何为民提醒，不能忽视中
小企业在产业发展中起着延
链、补链、配套的关键作用。

“没有中小企业的跟进，龙头
企业是孤立的，缺乏竞争力。
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中，要为主
导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发展
提供充分条件。”何为民说。

与此同时，胡刚认为区域
内缺乏辐射带动作用的超大
城市，南宁等中心城市规模不
大，集聚和辐射效应不足，对
高端生产要素吸引力不强，创
新创业不够活跃，对外开放的
枢纽作用尚待增强。

“城市群的形成发展离不
开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如
长三角城市群得益于上海，珠
三角城市群得益于香港、深
圳、广州。目前，北部湾城市
群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中心城
市，导致广西总体经济辐射力
相对较弱。”胡刚分析。

新定位新定位：：由规划引导到发展壮大由规划引导到发展壮大

北部湾城市群拾级而上北部湾城市群拾级而上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示意图”。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城镇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