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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北部湾城市群最新顶层
设计出炉。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
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明确了未来一段时
期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的方向
路径和任务举措。

常住人口超4000万
GDP达2.2万亿元

事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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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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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
《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要
求以共建共保洁净海湾为前
提，以打造面向东盟开放高地
为重点，以构建环境友好型产
业体系为基础，发展美丽经
济，建设宜居城市和蓝色海湾
城市群。

时至今日，北部湾城市群
建设情况如何？通过三组镜
头可找到答案。

先看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以石化、冶金、能源、粮油
加工为支柱的临港产业集群
初步形成，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加快发展，南宁、海口、湛
江等重点城市人口和经济集
聚能力不断增强，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提升约7个百分点。

再看基础设施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稳定开行
并实现大幅增长，2021年海铁
联运班列共开行5754列、发
送57.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59%、222%；2021年北部湾港
完成吞吐量约3.58亿吨，同比
增长21.15%，增速位居全国前
列，航线网络覆盖东盟和国内
主要港口。

最后看对外开放水平。
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海南自
由贸易港加快建设，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开
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三省区
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
占全国近三成。到 2020 年
底，北部湾城市群常住人口超
过440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2.2万亿元，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具备了发挥更大支撑

带动作用的基础。
如此优异成绩的背后，粤

桂琼三地做对了什么？广西
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协奎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系统
性的问题，涉及北部湾城市群
建设发展的区位价值、政策引
导、市场机制、生态文明和社
会治理多方面。

“其中，最为根本的因素
是区位价值，最为关键的因素
是政策引导，最为直接的因素
是市场机制，生态文明和社会
治理等因素则是北部湾城市
群建设成效得以展现和延续
的重要原因。”张协奎说。

以政策引导为例，张协奎
认为，国家各项优惠政策起到
了重要的规划引导作用，多个
国家级战略合作项目的落地，
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与
东盟合作的内涵，拓展和深化
了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如中国—马来西亚钦州
产业园按照政府搭台、园区支
撑、企业运作、项目带动、利益
共享的合作模式，建成高科
技、低碳型、国际化的工业园
区，成为中国、马来西亚两国
经贸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和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新
的典范。”张协奎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25年提高5%以上

未来，北部湾城市群将呈
现怎样的发展前景？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
年，北部湾城市群进一步发展

壮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5个百分点以上，一体化发展
水平持续提升，生态环境优
美、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
优良的蓝色海湾城市群初步
建成。展望2035年，全面建
成具有区域性国际影响力的
品质一流的蓝色海湾城市群。

蓝图已出，粤桂琼如何携
手绘就北部湾城市群新画
卷？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实施方案》确定了包括强化
通道支撑、突出向海发展、深
化开放引领、共保一湾清水在
内的重点发展方向。

以深化开放引领为例，
《实施方案》提出，发挥北部湾
独特区位优势，把握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
式生效、海南岛全岛封关运作
建设自由贸易港等历史契机，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建设面向东盟的统一大市
场，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三南”
（西南、中南、华南）开放发展
的战略支点和“一带一路”有
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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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表示，“十四五”时期，北部
湾城市群的明显优势在于其
可以实现对内对外双向开
放。北部湾城市群处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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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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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北部湾城市群建设
目标的实现，张协奎同样信心
满满：“北部湾城市群具有资
源、区位、政策和人文等优
势。未来，北部湾城市群建设
可根植地方特色，深入挖掘上
述优势。”

以区位优势为例，张协奎
认为，北部湾城市群地处华南
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
济圈的接合部，背靠大西南、面
向东南亚、东临粤港澳，是中国
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中心
位置，是我国东、中、西三大地
带交汇点，还是我国西部地区
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地带。

又如政策优势，张协奎介
绍，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是国内
唯一同时享有西部大开发政
策、沿海开放政策、少数民族
政策、边境地区开放政策的地
区，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确定
的重点开发地区，是国内优惠
政策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

增强城市发展能级
“群主”南宁如何带好头

尽管如此，未来北部湾城
市群建设仍需爬坡过坎。

《实施方案》提到，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
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不高，产业结构偏重，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下传统发展路
径亟待转型；中心城市辐射带
动能力有限，部分节点城市发

展不及预期；港口功能分工不
够清晰，同质化竞争明显，对
外通道建设滞后；环境基础设
施短板突出，部分海域环境容
量趋于饱和，一些地区红树林
面积缩减、生态功能降低。

事实上，部分问题在上一
轮发展周期中就曾存在。《北部
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到，区域
内缺乏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特大
城市，南宁等中心城市集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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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水平有待提高，对
外开放的枢纽作用尚待增强，
城市综合竞争力仍需提升。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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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
报记者注意到，在上述城市群
中，北部湾是唯一一个缺乏
GDP万亿元城市和人口千万
城市的城市群。

据南宁市统计局数据，
2021年，南宁市实现生产总值
5120.94 亿元；截至 2021 年
末，南宁市常住人口为883.28
万人。在GDP超万亿元、人口
破千万是中心城市“标配”的
当下，南宁显然欠缺分量。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
南大学教授胡刚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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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刚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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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创琳提醒，一些问题的
出现是由城市群发展所处的
阶段决定的，应理性客观看
待。目前，北部湾城市群仍处
于培育阶段。事实上，不仅北
部湾城市群，处于该成长阶段
的其他城市群也会在中心城
市辐射带动、产业结构或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不同程度地呈
现相关特点。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南宁
可以不努力。《实施方案》要
求，增强南宁发展能级，推进
高端要素集聚，强化国际合
作、金融服务、信息交流、创新
创业等功能，构建“一带一路”
有机衔接的门户枢纽和内陆
开放型经济高地，提高面向东
盟的辐射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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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图片来源：《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