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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五张蓝图一次性铺就，五
份任务书一口气下达；从“圈”
到城、从城到人……12 月 20
日，广东省政府网站发布了广
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
湛茂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欲破解省内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圈”出
广东省高质量城镇化新图景。

可以期待的是，未来“圈”
中城市经济往来将更为密切，
人文交流将更为频繁，同城化
态势也将更加明显。

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招

提起都市圈，许多人已不
陌生了。作为城市群的核心部
分，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
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
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
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
间形态。

自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
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后，全国
各地多个都市圈发展规划相继
问世。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省大湾区办主任艾学峰在解读
规划时，用了“三个有”，即有条
件、有基础、有必要，强调广东
省培育发展五大都市圈的重要
意义。

先说有条件。城市群是城
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培育都
市圈是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手段。

记者注意到，早在 2016
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就 已 超 过 70% ，2022 年 达
74.79%。按照一般发展规律，
已进入城镇化成熟稳定阶段。
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亟
需找到新的支撑。

再看有基础。一般而言，
都市圈是城镇化空间中经济和
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而且是
各类新消费的策源地，是引领
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

数据显示，2022年，广东
省五大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省的93.6%；2022年，广东省
五大都市圈常住人口达1.08亿
人，占全省比重85.41%，居民
可支配收入达5.8万亿元，占全
省比重超过90%。

最后说到有必要，这就需
直面广东省区域发展的痛点问

题——不平衡、不协调。
“虽然广东省城镇化总体

进入成熟稳定阶段，但粤东、粤
西、粤北地区城镇化率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动能亟须
进一步提升。”艾学峰说，广东
省城镇化既面临着广深等超大
特大城市过度聚集、发展空间
不足等挑战，也存在中小城市
动能不足和服务缺位等问题。

艾学峰表示，培育发展五
大都市圈，是广东省顺应产业
升级、人口流动和空间演进趋
势，增强大中小城市发展合力，
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新优势。他强调，这是助力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差异化联动发展

五 大 都 市 圈 包 含 哪 些
城市？

根据规划，广州都市圈范
围包括广州市、佛山市全域，肇
庆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
四会市及清远市清城区、清新
区、佛冈县，土地面积约2万平
方公里，2022 年常住人口约
3257万人。规划有关任务举
措涉及清远英德市和云浮、韶
关部分地区。

深圳都市圈由深圳市、东
莞市、惠州市全域和深汕特别
合 作 区 组 成 ，土 地 面 积 约
16273平方公里，面积虽不及
广州都市圈，但截至目前人口
数量更胜一筹——2022 年，
深圳都市圈常住人口3415万
人。其中，规划有关任务举
措涵盖河源市和汕尾市部分
区域。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范围包

括珠海、中山、江门、阳江四市
所辖行政区域；汕潮揭都市圈
范围包括汕头、潮州、揭阳三市
全域，梅州都市区为联动发展
区；湛茂都市圈包括湛江、茂名
两市全域。

值得关注的是，五大都市
圈注重差异化发展策略，分别
制定了不同的目标和定位，
并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了阶段
性“KPI”。

到2030年，广州都市圈将
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
擎、全国高质量同城化示范
区、全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发展典范区。都市圈综合实
力显著增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88%。

深圳都市圈计划到 203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93%。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
局基本形成，一体化合作机制
基本建立，国际化水平显著提
升，初步建成具有较高国际知
名度的国际化大都市圈。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同期目
标为：协调有序的发展格局基
本成熟，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0%
左右。

而汕潮揭都市圈立下“经
济实力显著增强，常住人口约
1400万人，城镇化率达67%左
右”的小目标；湛茂都市圈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约57%，基本形成功
能明确、集约高效、轴带联动、
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与粤港
澳大湾区和大西南等地区的交
通联系更加紧密。

“广州、深圳都市圈以广
州、深圳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

带动周边城市加快发展，培育
成为代表广东省乃至我国参与
国际竞争的现代化超大城市型
都市圈；珠江口西岸、汕潮揭、
湛茂都市圈由经济体量相当、
经济联系较紧密、一体化同城
化趋势明显的若干城市构成，
以珠海、汕头、湛江为中心分别
带动珠江口西岸和沿海经济带
东西两翼加快发展，培育成为
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艾学峰解读道。

虽然具体的目标任务各不
同，但五大都市圈发展不是孤
立的、割裂的，在差异化发展的
同时，也在注重融合。

“我们在编制规划时注重
加强广深双城联动，推动广州、
深圳都市圈的全方位合作；推
动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
市圈主动承接广州、深圳都市
圈的辐射带动，加快构建‘核+
副中心’动力机制。”艾学峰说。

共建共享优质生活圈

需要重视的是，城镇化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培育
发展都市圈，要让人民群众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

未来五大都市圈还将通过
公共服务互联互通，形成优质
生活圈。

比如教育上，广州都市圈
提出，支持都市圈内优质公办
学校以开办分校、开展合作办
学、委托管理、定点结对帮扶等
形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欠
发达地区，统筹城市交界地区
中小学资源布局，探索跨区域
中小学校共建。

深圳都市圈则规划，在临

深区域开展基础教育联合办学
试点，深莞、深惠探索共建九年
一贯制学校并共享学位。

医疗方面，深圳都市圈将
加快深汕中医医院、深汕中心
医院建设发展，深化区域医疗
健康资源协作联动。

文化交流也将更加频繁。
湛茂都市圈提出，推进两市博
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设施和文化中心项目共
建共享，积极推出各类文化设
施“一卡通”便民服务，联合举
办各类文化博览交易会、艺术
专题展览、学术交流研讨会等
活动。

此外，都市圈内或将共建
共享跨市域安居住房。比如深
圳都市圈支持在东莞、惠州临
深片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
域沿轨道交通建设大型安居社
区，推动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与市政配套设施协同发展，探
索跨市域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产
业发展相结合，探索在临深片
区共建人才社区，推动产城融
合和职住平衡。

艾学峰表示，培育五大
都市圈，可以缩小中心城市
与周边中小城市在教育、医
疗、养老等领域的差距，可以
在更大范围内承载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从而激发巨大
的市场需求。

“加快五大都市圈建设，推
动大中小城市有效均衡协同发
展，有力促进中心城市非核心
功能疏解到周边中小城市，形
成产业分工协作格局，实现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有效提升广
东省城市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宜
居度。”艾学峰说。

广东：
穗莞深城际铁路建设正酣

近日，穗莞深城际铁路前皇段中

心公园存车场建设工地，中铁十一局

建设者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施工，确保

工程建设进度。穗莞深城际铁路前

皇段正线全长21.158公里，建成后，

将有利于促进城际客流与市内通勤客

流“公交化”，对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城

际轨道骨干网络和助力前海蛇口自

贸片区、东莞滨海新城等重点发展片

区快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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