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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看中国：经济集聚、人才争夺与产业迁移
倪鹏飞 沈 立

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目
前全世界有5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已
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从
城市角度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与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正处在人
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截至
2017 年 ，中 国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已 达
58.52%，城市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载体。因此，从城市层面观察中国经济的时
空变化及未来走势就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一
个主要视角。

一、城市视角下的中国经济
格局：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南北
分化加剧，以东中一体和一网五
带为标志的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
越发凸显

（一）中西部核心城市通过外引内聚使经
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东部地区中心城市
则向周边及其他地区外溢

中西部核心城市通过经济内聚方式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武汉、长
沙、郑州、成都等在过去几年获得了快速发
展，就2013年—2016年的GDP变动情况而
言，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等中西
部 核 心 城 市 的 GDP 分 别 增 长 40.16% 、
33.60%、30.83%、31.61%、30.80%、30.54%，
远高于所在城市群非核心城市的增速，同时
也要高于东部七个城市群内所有城市的平均
增速（27%），说明目前中西部城市群正处于
成长阶段，城市群内资源要素正向核心城市
集聚。

东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则处于要素外溢
阶段。2013年—2016年，在26个长三角城
市中，GDP增长率最快的五个城市分别是安
庆、无锡、马鞍山、苏州和绍兴，而上海、南京、
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的GDP增长率分别位
居第 14、17、23 和 21 位，远低于周边城市的
增长速度；在14个珠三角城市中，GDP增长
率位居前五的分别是韶关、江门、中山、佛山
和汕尾，作为中心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则位于
第8位和第14位，这也印证了东部发达地区
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要素和产业正在向周边城
市及其他地区外溢。

伴随东部地区的资源要素向中西部扩
散，中西部核心城市积极对接东部地区的优
质资源，通过要素外引方式不断发展壮大。

（二）经济增速“南高北低”日趋明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区域

之间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究其原因，城市之
间因为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经济发
展起点不平衡，集聚机制在空间上的差异则
导致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不平衡，制约集聚机
制发挥效果的外部环境、政策差异则导致城
市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不平衡。总的来说，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长期性，同时这种不
平衡也具有相对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
不同表现形式。

从空间上来看，中国城市GDP增速整体
呈现“南高北低”态势。北方的京津冀城市
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平原城
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GDP
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82%、3.6%、-29.95%、
15.24%、22.95%、18.5%，南方的长三角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城
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的
GDP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27.58%、28.04%、
24.99%、26.43%、28.96%、31.34%，平均增长
率普遍高于北方各个城市群，南方平均增长
率最低的成渝城市群都要高于北方平均增长
率最高的中原城市群，可见南北经济增长分
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三）东中一体和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
局日益清晰

从城市的视角看，中国正在逐渐形成以多
中心群网化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
巨手型经济空间新格局：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
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北至京呼线、东南临海、
西抵东经110度经线附近山区绵延带的网络
状城市体系，将聚合成“一网”；东北和西部作
为成长区域，随着域内中心城市的崛起，以及
域内成长型城市群和潜在型城市群的不断发
展壮大，将延伸出五大城市发展带。这五个城
市发展带主要包括：一是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
展带，以京哈线为发展主轴，沈阳、大连、长春、
哈尔滨为中心城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
城市群。二是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
带，以陇海—兰新线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主轴，
联动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河城
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核心区。三是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

依托成渝双核横跨四川盆地，向西沿陆桥通道
直抵拉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延长线。四是西
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依托湘黔铁路和
贵昆铁路由湖南延伸至云贵地区，联动贵阳、
昆明两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东中部发达的城
市网络体系辐射带动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
群。五是南线沿南城市发展带，从海上丝绸之
路的东段起点，以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
市群带动北部湾城市群和琼海城市群。

东中部城市群的GDP占全国GDP比重
近年来一直维持在70%上下，东中部地区已
然成为一只网络状的“巨手”，正在托起中国
经济的明天。与此同时，中部城市群的GDP
占全国比重近年来虽稍有下降，但一直维持
在17%左右，而中部地区所有城市的GDP占
比则在22%上下，由此可以看出，中部在中国
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二、城市视角下的中国人口
流动：中部地区人口持续回流，东
中一体趋势加强，“北雁南飞”成
为新趋势，城市间人才争夺日趋
激烈

（一）中部城市人口回流趋势明显，东中
一体趋势有所加强

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经济改善带
来人口回流，人口流入态势日益明显，特别是
城市群中心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从2013年
—2016 年间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的变
化来看，相较于人口增量为负的东北地区，中
西部地区城市的人口增量普遍为正，其增速
也相当可观，中部地区81个城市的平均人口
增速为2.91%，西部地区85个城市的人口平
均增速为0.86%，东部地区88个城市的人口
平均增速为1.02%，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人口
则持续外流，东北地区35个城市人口平均下
降2.23%。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城市的人
口流入主要得益于返乡就业人口的增加，人
口回流现象在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如安徽、
四川等地表现十分明显。更进一步观察可以
发现，中西部城市人口回流主要集中在部分
中心城市，尤其是成都、重庆、武汉等城市。

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东中一体的趋

势日益明晰。伴随着中部地区人口的持续流
入，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也有所回升，
2016 年 中 部 地 区 人 口 占 全 国 比 重 为
25.73%，与 2015 年的 25.7%相比略有回升，
如果将东中部地区的人口加总，其占全国人
口的比重更是达到63%。由此可知，东中部
地区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承载地，东中
一体的趋势也越加明晰。

（二）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分化加剧，核心
城市人口流入持续加强

目前大城市集聚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明显，在人口分布方面，城市分化和大城
市集聚现象非常明显。2013年，人口总量前
十位城市的人口为16021万，占全国总人口
的11.77%，而到了2016年，前十大城市的人
口规模增加了611万，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特
大城市的人口量。从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
城市人口正越来越向核心城市集聚，城市之
间的分化正在加剧。

从城市行政等级的角度看人口在地区间
的流动可以发现，城市等级越高的城市，人口
集聚能力越强。由于不同等级城市所拥有的
行政资源不同，处于高等级地位的城市凭借
庞大的行政资源正在集聚大量人口，而处于
较低等级的城市由于手中掌握的资源有限，
对人口尤其是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为欠缺，
由此导致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加剧，这一现
象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

（三）“北雁南飞”成为中国人口大规模流
动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三轮相
互叠加的大规模流动：第一轮是由西向东的
人口流动，由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
的道路所决定。人口由距海较远、交通不便
的西部地区，向距海较近、交通便利的东部沿
海地区流动。第二轮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农村
人口向城市集聚，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主要由快速工业化带动急速城市化所导致。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入新阶段，中国人口流
动的方向出现了新特点，也可称之为第三轮
人口大规模流动：首先，由过去的“由西到东”
逐渐转向“由东向西”，其次是由北到南流动，
最后是发达城市群中心城市向周边及其他地
区外溢，总体呈现三重叠加特点。

“北雁南飞”成为新一轮人口流动的标志

性趋势。根据2017年末常住人口数据，南方
省份人口持续净流入。在30个已经公布数据
的省份（除云南外）中，广东、浙江、安徽三省
的增量位居前三位，这三个省均为南方省份。
在人口增量超过 30 万的 11 个省份中，除山
东、河北和新疆3个北方省份以外，其余8个
均来自南方。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人口则在
持续净流出，并且范围有所扩大。在六个出现
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中，京津沪三大直辖
市由于人口规模控制而出现下降，另外三个
则分别是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均来自东北地
区，并且延续了多年人口流出的趋势。

造成人口“北雁南飞”现象的主要有如下
原因：首先，经济发达、产业密集的南方省份
始终保持着对外来人口的持续吸引力。其
次，南方省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普遍比
北方好，大大增强了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北方
人口的吸引力。

（四）人口争夺尤其是人才争夺成为城市
竞争的新战场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动
力正在由过去的投资驱动型向消费和创新驱
动型转变，消费市场的扩大依赖于人口的大
量集聚，创新则依赖于人才的集聚，在此大背
景下，各个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人
口。由此，城市间的人才争夺成为城市竞争
的新形式。

本轮人才争夺由新一线城市最先发起，
主要瞄准本科以上高校毕业生。进入2017
年，伴随着新一线城市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其
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原来的人才流失现
象成为阻碍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这些城
市开始废除阻碍人才进入的条条框框。首
先，在户籍政策方面实行本专科以上学历毕
业生零门槛进入，同时积极推动落户手续电
子化便利化，在此基础上，又瞄准购房贵、租
房难的问题，推出各种租房补贴和人才公寓，
确保人才能够安心工作，最后针对部分高级
人才，推出金额不等的资助措施，确保创新创
业的顺利起步。随着全方位吸引人才措施的
推出，人才引进效果立竿见影。从2016年第
4季度至2018年第1季度，人才净流入率排
名前十位的城市主要是积极招揽人才的新一
线城市，其中，杭州的人才净流入率最高，属
于第一阵营。其次是长沙、成都、武汉、深圳、

西安等城市，属于第二阵营。青岛、南京、郑
州、合肥、上海属于第三阵营。北京、重庆、广
州、苏州则属于第四阵营。

其次，部分二三线城市也相继加入人才
争夺中，主要瞄准本专科以上毕业生，南昌则
允许中专以上学历毕业生零门槛落户。最
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加大吸引人才力
度，主要瞄准高层次人才。

三、城市视角下的中国产业
迁移：成熟城市群内制造业向周
边扩散，成长中城市群内制造业
则向中心城市加速集聚，非城市
群内城市产业结构趋于低端服务
业化

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来看，城市群在中
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日趋提升，城市群
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因此，从城
市群视角来观察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就成为
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从本质上来说，城市是
人口的集聚，而人口的集聚又依赖于产业，产
业兴则城市兴，尤其是朝阳产业及新兴产业
集聚的城市，竞争力往往较强，而一个积聚了
夕阳产业和衰退产业的城市，未来的竞争力
将堪忧。因此，从产业角度观察城市兴衰也
可以窥一斑见全豹。

伴随着世界经济深入调整和中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中国乃至全球产业的空间布局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
正在汹涌而来。一方面，为挽救经济，美国、
欧洲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计划，
吸引相关高端制造业向本土回流，另一方面，
在要素成本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大量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已经或正在
向中国内地以及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加
低廉的周边国家转移。对于中国内部的产业
转移，基本上可以从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
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群之间的产业空间重构：制造
业向城市群特别是中部城市群集聚，高端服
务业向东部发达城市群集聚，非城市群内城
市产业结构趋于低端服务业化

目前，在加快构建国家价值链和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区域产业布局
正在重构：东部地区虽然优势依然显著，但是
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已经开始凸显。部分中西
部城市群及中心城市开始崛起，这对构建以
国内市场需求为主导的价值链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主要有以下趋势：

1.产业结构方面，非城市群城市去制造业趋
势要明显快于城市群内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
经济发达城市群的去制造业趋势相对较不明显。

2.制造业正在向中部地区集聚，中原城
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对制造业的承接容量
不断增强，非城市群内城市制造业持续外流。

3.信息软件业正在向珠三角城市群、辽
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
渝城市群集聚，非城市群内城市的信息软件
业持续外流。

4.房地产业普遍繁荣，中原城市群、北部
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增长快，非城市群
内城市也有所增强，而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
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则相对放缓。

5.科研技术产业正在向长三角、京津冀、
山东半岛、成渝城市群集聚，辽中南、北部湾、
关中平原、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科研技术产业
则出现流失。

6.就商业租赁业而言，辽中南城市群和
北部湾城市群发展滞后，珠三角、京津冀、中
原、成渝、关中、哈长、海峡西岸等城市群则发
展较为迅猛，非城市群内城市的商业租赁业
也得到较快发展。

（二）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空间重构：成熟
城市群内中心城市趋于高端服务业化，制造
业向周边扩散，成长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通
过外引内聚实现制造业加速集聚

由于不同城市群发展阶段不一致，成熟度
也不同，使得不同城市群在产业结构空间重构
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一方面，成熟城市群
内中心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正在迈
向消费型社会，对本区域内的经济拉动作用较
为明显，但是其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出现“去
制造业”现象。另一方面，成熟城市群内中心
城市产业结构率先升级，呈现服务业快速发展
趋势；成熟城市群内大部分非中心城市的制造
业区位商有所上升；成长中城市群中心城市制
造业持续流入，制造业区位商不断提升；成长
中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去制造业现象比较明
显，制造业逐步向中心城市集聚。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
告》课题组）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6次报告（总报告）》,从城市层面观察中国经济的时空变化及其未来走势，并有所发现：一是中西部头部城市崛起，

南北分化加剧，以东中一体和一网五带为标志的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越发凸显；二是中部地区人口持续回流，东中一体趋势加强，“北雁南飞”成为新趋势，城市间人才

争夺日趋激烈；三是成熟城市群内制造业向周边扩散，成长中城市群内制造业则向中心城市加速集聚，非城市群内城市产业结构趋于低端服务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