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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
立福建福州新区的批复》，这是今年第 3
个获批的国家级新区。至此，全国国家
级新区数量增至 14个。

当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发布了我
国首个《国家级新区发展报告（2015）》

（以下简称《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
继续加强对新区建设发展的统筹、指导
和支持力度，稳妥有序推动新区设立，切
实推动新区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相
关支持政策，促进新区发展再上台阶。

新区设立为何加速

近年来，国家级新区设立呈现加速
态势——

2010 年之前，我国仅有上海浦东新
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两个国家级新区，且
这两个新区成立时间相隔达 14 年之久；
2010 年至 2013 年间，国务院批复设立
了 4 个国家级新区；而 2014 年以来，有 8
个国家级新区获批成立。

国家级新区设立为何在近年来变得
如此密集？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须从国家级新区设立的初
衷、目标、发展历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等出发，加以综合考量。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呈
现“南快北慢”格局。为此，国家设立了上
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两个新区，旨在赋予其
引领我国新一轮大规模对外开放、推动沿
海开放重点由南向北拓展的使命。

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
起等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
局从东部“一马当先”，逐步向东中西协
调发展的方向迈进。从 2010 年至 2013
年，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先后设立，
国家级新区呈现加快建设态势。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
态，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迫
切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探索出引领
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在这
一背景下，国务院先后批复了西咸新区、
贵安新区、福州新区等8个新区。未来，新
区发展的“多核引擎”效应将逐步显现。

带动与示范效应显著

《报告》指出，经过20多年建设发展，
国家级新区在创新体制机制、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扩大开放合作、优化空间格局、改
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截至 2014 年底，全国 11 个国家级
新区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经济增速普遍
快于所在省区市及全国平均水平。

据统计，天津滨海新区自 2009 年以
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跨越 1 个千亿元
台阶，年均增长 20.3%，高于全市 4.3 个
百分点；重庆两江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设立之初的 1002 亿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1861 亿元，年均增长 19.4%，高于全市
5.4 个百分点；甘肃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
值从 2011 年的 39 亿元提升到 2014 年的
96 亿元，占兰州市经济比重从 2.87%提
高到 5.04%。此外，上海浦东、浙江舟
山、青岛西海岸等新区对所在地经济增
长均有较高的贡献率。

与此同时，新区的产业结构、空间格
局等不断得到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地
区司负责人表示，新区产业发展瞄准了

集约化、特色化、高端化方向，推进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科技创
新与绿色发展互为促进，在引领产业转
型升级、优化区域开发格局、推动新型城
镇化发展等方面成效明显。

“新区还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平台，
很多自贸区也设在新区。”国家发展改革
委地区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个新区都
有各自不同的改革创新试点任务，比如
上海浦东新区重点围绕自贸区制度创
新，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加快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天津滨海新区重点
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和港区协
调联动开展探索，四川天府新区则围绕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开展探索。

未来发展要补上短板

“新区在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还存在
着产业竞争力不强、要素集约节约程度不
高、开发建设特色不明显等问题与不足。”国
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有关负责人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的一项调查
显示，目前大部分新区产业结构仍以第
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总体不高。有的新区仍以高耗能的
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发展面临较大的资
源环境约束；一些新区的产能过剩现象
突出，市场竞争环境出现恶化趋势。

创新是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
国家赋予新区的主要使命，但大多数新
区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制
约了发展后劲和整体竞争力。《报告》指
出，个别新区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破解
难题不够，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受行政体制和传统政绩考核机制等因
素影响，部分新区存在国土开发无序现象，
产业园区和产业功能区布局相对分散，既
不利于要素集聚效应发挥，也造成了基础
设施的重复建设。此外，一些新区“千城一
面”现象仍较为突出，城市建设定位过高、
区域特色文化体现不够等问题较为普遍。

“更为重要的是，新区具有支撑性的
特色产业普遍处于培育阶段，特色化产业
发展优势尚未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以及“十三五”时
期，新区发展任重道远又充满希望，要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查找问题、补齐短板，更好
地承担起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历史使命。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我国首个《国家级新区发展报告（2015）》——

国家级新区：“多核引擎”效应渐显
本报记者 顾 阳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以相关行政
区、特殊功能区为基础，承担着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
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今年，国务院批复设立的
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和福州新区将带来哪些
示范效应？

湖南湘江新区湖南湘江新区

湖南湘江新区位于湘江西岸，包括长沙市岳麓区、
望城区和宁乡县部分区域。

设立并建设好湖南湘江新区，是实施国家区域发
展总体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带动
湖南省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内陆地区开放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方案，湖南湘江新区定位于高端制造研发转
化基地和创新创意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
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和长
江经济带内陆开放高地。

南京江北新区南京江北新区

南京江北新区是长江经济带与东部沿海经济带的
重要交会节点，对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培育东部沿
海地区率先转型发展的新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规划，浦口中心区成为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和江北新区总体规划确定的服务江北及苏北、皖北等
更大区域的城市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区占地约 16 平
方公里，将融合商业商务、文化休闲、健康医疗和生态
宜居等多种功能，成为引领南京江北新区发展的活力
集聚区和多功能示范区。雄州中心区将成为服务六合
及周边区域的城市副中心；桥林新城将成为江北新区
向西南辐射的次区域中心。

福建福州新区福建福州新区

设立并建设好福州新区，是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贯彻落实国家支持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
重大政策的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在更高起点、更广范围、
更宽领域推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推动福建积极参与、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极、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实现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福州新区位于福州市滨海地区，初期规划范围包
括马尾区、仓山区、长乐市、福清市部分区域，规划面积
800 平方公里。新区建设重点任务有七个方面：一是
构建两岸交流合作重要承载区，二是建设扩大对外开
放重要门户，三是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现代产业基地，四
是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路径，五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六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七是建设绿色新区。

新 区 新 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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