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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

规划范围 ▶

发展背景 ▶

湖北省 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

江市、天门市、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

湖南省 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

娄底市

江西省 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

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分县（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城市群

规划范围 ▶

发展背景 ▶

核心
发展区

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

许昌市、漯河市、济源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和山西省晋

城市、安徽省亳州市

联动
辐射

河南省安阳市、濮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

市，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运城市，安徽省宿

州市、阜阳市、淮北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等中原

经济区其他城市

中原城市群地处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陆桥通道与京

广通道交汇区域，极具发展潜力。推进中原城市群发展，对于加快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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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创新和绿色成关键词
三大体系支撑未来发展

在中国版图上，中部地区犹如一道“脊
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包括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国土面积占全
国10.7%，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4，是
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万亿
元GDP俱乐部的创造地之一。

2018 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速居“四
大板块”首位；到了去年，中部六省的地
区生产总值超2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由
2006 年 的 18.6%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21.9%。

“中部地区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湖
南的工程机械、湖北的汽车装备制造等产
业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中国区域经济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高层会议强调，中部
地区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
代产业体系，会议同时还指出，加快建设现
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流通体系。“这三
大体系是中央在新时代下，对中部地区提
出的新要求。”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秦尊文认为，“全国大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就是对中
部地区的新定位，也是中部地区的优势。

上述会议提出，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要坚持走绿
色低碳发展新路，加强能源资源的节约集
约利用，加强生态建设和治理，实现中部绿
色崛起。

记者注意到，国家不仅在方向上为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点亮了指示灯，在资金
上也给了实质性的支持。

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近日，2021年
中央财政预算公布，31个省份获得的中央
财政资金支持金额揭晓。这笔钱简单点理
解，就是国家每年会支付给各个省份一笔
钱，帮助各个省份进行各种建设补贴等。

根据2021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今年中央
财政对 31 个省份转移支付总金额为
83370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
金分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较为明显，中部
地区获得共约1.9万亿元，占已分配各地区
资金总规模比重约为22.8%。河南省转移

支付收入数据在中部六省
排名第一、所有省份排名
第二。

点名中部两大城市群
“第五增长极”之争或加剧

区域如何崛起？城市
群首先得“立”起来。

打开区域经济版图，
北有京津冀，南有粤港澳，
东有珠三角，西有成渝，唯
独中部地区，缺少一个国家官宣的有力增
长极，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此前一直是呼声
最高的“候选人”。

为什么是它？首先从地域面积上看，
长江中游城市群涵盖31个城市，土地面积
达到了32.6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京津
冀城市群的1.5倍，珠三角城市群的6倍，
成渝城市群的1.7倍，堪称我国最大的城
市群。

其次从历史文脉来看，长江中游城市
群山水相连、人文相亲，自古以来就有着特
殊的文化渊源，经贸往来非常密切，具有发
展成为跨区域特大型城市群的深厚基础。

最后看最重要的经济实力,2019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总量迈上9万亿元台
阶，31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9.38万亿
元。平均经济增速比长江经济带高0.6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1.7个百分点。

总成绩优异，那城市群内城市之间联
系如何？湖南省长沙市网红奶茶店“茶颜
悦色”安家湖北省武汉市的例子可以窥见
一点端倪。

2020年，“蜗居”长沙7年的茶颜悦色
将出省第一站选在武汉，并且一口气签下
20多家门店。老板娘给出的理由是，武汉
和长沙离得近，有什么问题，一个半小时的
高铁就到了。

借助交通的互联互通，民间互动越来
越紧密。种种迹象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
已进入“快速发育期”。由此，在国家“十
四五”规划纲要中，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定
位被提升至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
一梯队。

陈耀分析认为，“十四五”期间，长江中
游城市群还需下大气力提升改革创新的活
力，“目前城市群内部同质化现象比较严
重，未来还需通过深化改革，优势互补，加
大跨省区之间的合作。”

想要走出“竞大于合”的怪圈，由上至
下势必都要有新的作为。

一个高层“串门”的消息值得关注。3
月16日至18日，由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湖
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率领的湖北省
党政代表团，分别赴江西省和湖南省考察，
并召开合作发展交流座谈会，而上一次三
省之间这样声势浩大的高层互动，还要追
溯到6年前。

应勇提出，“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基
础设施为支撑，以产业协作为基础，以长江
大保护为重点，以平台载体为纽带，以公共
民生服务为抓手”，以此作为三地深化务实
合作的具体路径。

“三地高层互相走动，这是一个非常积
极的信号。”陈耀建议，为了加快跨省之间
的实质性合作，可以在交界地带设立一个
三地共建的合作示范区，以此探索一体化
发展的体制机制。

就在很多人以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拿下
“第五增长极”已经稳操胜券时，中原城市
群突然脱颖而出，此次会议中，高层点名中
部地区两大城市群，提出“促进长江中游城
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

记者了解到，《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虽然在2016年底才得以正式确立，但早在
2008年第五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上，河南省的9位市长就签署了“中原
城市群发展宣言”。

就现状来看，中原城市群涵盖5省30
市，人口数量约1.6亿人，2019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约8万亿元，人均GDP约5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中原城市群地域过广、
横跨五个省份，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不少“群成员”还在“潜水”，尚未加入

“群聊”。
对此，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

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中原城市群可以分
为四个圈层，以郑州为中心点由内到外影
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逐层弱化。

他具体分析称，就最外层城市来说，比

如安徽省亳州、蚌埠等城市都具有“双重身
份”，它们可能既隶属中原城市群，又接近
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在他看来，随着中原
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对接力度的加强，这些处于交叉区域的城
市有望成为一个新的支点，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

“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在河南，眼下重点
工作还是做强河南本省。”耿明斋说。

谈起中原城市群目前存在的短板，陈
耀认为，首先是科教实力，其次创新能力也
有待提升。“像国家级创新平台、科创平台，
这些国家级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数目都
比较少。中原城市群要想从过去的商贸中
心转变为科创中心，还需要在这方面下功
夫。”他说。

纵观我国城市群发展的现状，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地位已经
毋庸置疑，当成渝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
随即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当
中部崛起再升级，谁会拿下“第五极”桂冠
便引发了广泛讨论。

对此，耿明斋认为，不应以竞争的思路
来看上述问题，如果真要培育“第五极”，建
议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共同联手
来打造。

“现在的情况是两个城市群都无法担
起‘第五极’的重任。”耿明斋认为，中原城
市群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弱于长江中游城市
群，但它在全国格局中的重要性一点儿不
亚于长江中游城市群。

耿明斋表示，目前中原城市群最新谋
划的发展思路是要承接京津冀、对接长
三角，目标打造中原长三角经济走廊。因
此，中原城市群向南连接长江中游城市
群，也是加快融入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捷
径。“如果二者联手，那不管是区域面积、
覆盖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上，都足以
跃升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
极’。”他说。

“大武汉”建设正在加速
郑州成为经济发展赛道上的“黑马”

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其中提出，“壮大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形成南北
呼应、共同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地
带。”也正是在这份文件中，武汉、郑州斩获

“国家中心城市”桂冠。
先把目光聚焦到武汉。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以武
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官宣
了武汉的领头羊地位。

能被高层“相中”，武汉凭借的是过硬
的“业绩”：是拥有上百万在校大学生的科教
重镇，是拥有上千条射线状道路通东南西北
的“九省通衢”，是有汽车、半导体、光电子、
生物医药等“一业定乾坤”的工业重镇……

2020年，武汉以1.56万亿元的经济体
量站稳长江中游城市群“C”位，仿佛一个
支点，支撑着巨龙的腰部翩翩起舞。

虽然武汉的“老大”地位已成事实，但很
多人的共识是武汉仍无法做到“一呼百应”。

应勇此前一针见血地指出，武汉的问
题并非一城独大，而是大而不强。

而后，《长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以武
汉之“强”重新定义武汉之“大”》中提到，唯
足够强，才能担负起各项国家使命，才能更
好“一主引领”。

“十四五”期间，武汉明确提出，加快打
造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
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
中心，努力建设现代化大武汉。

不同于武汉一直以来的霸主地位，郑
州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之一，在城
市经济发展的赛道上可谓“黑马选手”。

过去十年，郑州先后赶超烟台、东莞、
沈阳、大连、佛山，直追青岛，2020年，郑州
GDP达到1.2万亿元，成为北方经济第三
城的有力竞争者。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在经济体量、人口
规模及交通优势上，郑州已交出优异成绩单，
但在城市等级上，郑州还不是副省级城市。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
副院长尹稚认为，在当前的过渡体制当中，
通过扩大赋权来提升城市的能级，仍然是
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郑州现在是省会，
但赋权级别只是地级市的标准。如果它
变成副省级城市，可能有利于资源配置。

耿明斋表示，以高质量城市群支撑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使命重大。
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在河南，而河南的核心
又在郑州。“郑州的地理位置虽然不东不
西、不南不北，但同时也既东又西、既南又
北。目前南北区域发展的差距逐渐加大，
提高郑州的城市地位，对带动郑州都市
圈、中原城市群，甚至整个中部地区有深
远意义。”他说。

“多核驱动”成为新引擎
中部省份积极培育副中心城市

当城镇化进入下半场，要问路线有何

新方向？“多
中心”无疑是
一个关键词。

“ 十四五”规
划纲要里有一句话
值得关注，即城市群
发展要“形成多中心、
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
型城市群”。

而在此前发布的《国家
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
干重大问题》中也有所强调：中
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
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
大”的弊端。

在“多中心”发展的定调下，武汉、
长沙、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毫无疑问
地成为第一梯队的选手；而中部省份培
育“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做法，也在释放
出区域格局调整的新信号。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早在 2003
年，湖北省便确定了宜昌和襄阳两个副
中心城市，被认为是最早提出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的省份。

江西省则在2016年增加上饶，与九
江和赣州一道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去年12月2日，湖南省提出构建“一
核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格局，建设岳
阳、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几乎同时，
《中共安徽省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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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首次明确，要支持芜
湖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并打造成长三
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大城市。

再把目光转到中原城市群，2019年，
山西提出加快打造大同、长治、临汾三个
省域副中心城市。

近两年来，河南省在做强做优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郑州都市圈的同
时，也在壮大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洛
阳都市圈。

去年9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公布，其中提
到为了进一步激发郑州市、洛阳市改革创
新动力活力，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洛
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向郑州市、洛
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就在近日，国务院同意洛阳市调整部
分行政区划，撤销县级偃师市，设立洛阳
市偃师区，这也意味着郑洛“双子星”引领
区域发展再迈出坚实一步。

“沿海省份都是‘双龙头’，比如浙江
省杭州市、宁波市，江苏省南京市、苏州
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山东省济南
市、青岛市，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等，所
以中部地区加强副中心建设也具有现实
意义。”耿明斋说。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被放在区域发展的突出位置，中部省
域副中心城市将迎来巨大机遇，也意味着
肩负更大责任；而“强省会”和“多中心”之
间如何取得平衡，将会是一个新的课题。

我国中部地区再迎高光时刻我国中部地区再迎高光时刻，，两大城市群齐头并进两大城市群齐头并进
中部崛起再升级！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是继2006年《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2012年《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6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等文件后，

中央层面对中部地区发展的又一重要部署。

专家普遍认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中部崛起战

略的升级版，更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

次全面升级。

城镇化空间格局示意图。

3月26日，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

行。武安段最低维护水深由5米提升至6米后，吃水6米以内的万吨级江海船舶可常年

直达武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增添新动能。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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