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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
十强城市依次是：深圳、香港、上
海、台北、广州、北京、天津、苏
州、南京、武汉。与 2016 年相
比，综合经济竞争力前5名没有变
化，6 到 10 名变化明显。具体来
看，北京的经济竞争力上升一位取
代天津的位置排在第6名，天津则
下降一名排在第7名，苏州上升一
位排在第8名，而南京则直接上升
三位进入十强，此外澳门则首次跌
出十强。从十强城市的区域分布来
看，中部仍然只有武汉维持在十强
城市中，除此之外的其他城市都分
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港
澳台地区。

从全国六大区域的综合经济竞
争力指数分布来看，东南地区和环
渤海地区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的均
值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
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
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北
地区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均
值最低。区域总体上呈现了“越发
达、越分化”的状态。中国城市经
济竞争力的区域差异要大于各个区
域内部差异。

从全国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综
合经济竞争力的平均水平在 2014
年到 2016 年间呈现逐步降低状
态，表明在中国宏观经济转型升级
的大环境下，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
的效率水平也有所调整。

从六大区域城市经济竞争力的
纵向比较来看，各个区域经济竞争
力均值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经济竞争
力均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各个
区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具
体来看东南地区经济竞争力均值的
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环渤海地
区，下降幅度最小的为西南地区。
此外，我们还发现，虽然东南地区
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有所缩小，但
是其城市间的差异仍然处于较高
水平。

从城市群来看，经济竞争力均
值较高的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
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四个城市群，而
其他八个城市群的经济竞争力均值
都相对较低且都比较接近，这表明
相对于其他城市群珠三角、长三
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已经
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即优势明显。

从各个省份经济竞争力排名变
化的总体情况来看，各个省份内城
市总体经济竞争力排名的变化特征
明显。不同省份经济竞争力排名变
化下降的省份有河北、山东、辽
宁、吉林、山西、内蒙古、陕西和
新疆等。经济竞争力排名上升的省
份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
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
肃和宁夏等，其中海南、贵州、宁
夏、福建和云南的上升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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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南京的城市功能品
质、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改革都取
得了显著成效。首先，作为东部地
区重要中心城市，其交通枢纽功能
突出，高铁、机场、城市公共交通都
得到飞速发展；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其建成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大报恩
寺遗址公园馆等一批重点文化项
目；作为重要的科教中心，其在高校

数量、高校质量、专家质量等各个方
面都处于全国前列。其次，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好转，成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国家生态市”，并且实施排
污许可证管理、排污权交易和排污
收费制度改革，通过经济手段引导
企业治污减排。最后，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成为全国第二
个没有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城市。

南京城市品质显著提升

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报告显示

区域总体呈现

“越发达、越分化”状态
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的知

识城市、和谐城市、生态城市、全域城
市、文化城市和信息城市六个方面的
指数发展并不均衡。

绝大多数城市的知识创新能力、
知识投入产出比以及知识转化为生
产的能力非常薄弱。但相比 2016
年，2017 年全国 289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的总体知识创新能力有所提升。

伴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加快推进，农村人口进城的融
入问题得到更多重视，这使得不少城
市城镇化率明显提高。但在快速城
镇化进程中城乡差距拉大，公共服务
供给和公共基础建设仍相对滞后。
全国 28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域
城市建设仍任重道远。

此外，信息城市在 2017 年取得
较大进展，全国大多数城市在信息城
市建设中取得了更多突破。同时大
多数城市在生态文明和文化城市建
设方面进展相对缓慢。

一、科技创新水平是一个国家综
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调
研发现，全国城市科技整体水平薄弱，
科技投入产出在空间上高度聚集；科
技投入转化效率较低，知识经济发展
仍待加快；知识城市竞争力区域间两
极分化严重，区域内分化明显。

二、以城市为视角介绍中国包容
多元的和谐社会情况，可以发现全国
和谐城市建设还需提高社会包容能
力；和谐城市区域间发展相对均衡，

东南和西南区域内部差异较大。
三、从城市的视角分析中国生态

环境友好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调研发现，全国生态城市整体水平企
稳，城市间分化现象凸显；环境质量
和生态状况改善显著，仍需加强资源
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耦合协调；
区域间生态环境指数相差不大，但区
域内部发展参差不齐。

四、从城市视角看中国城乡一体
化面临的新趋势、新挑战与新突破，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研发现，全
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得分整体较低，城
乡一体化推进处于“极化”阶段。各
项指标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城乡全域
协调充分发展任重道远。

五、以城市为优秀文化建设的主
要载体和平台，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调研发
现，城市文化竞争力整体水平较高，
总体呈现正态分布；城市历史文化优
势相对明显，现代文化及支持设施有
待加强；文化城市竞争力指数区域分
布比较均衡，区域内部差异不大。

六、从城市的视角审视中国对外
开放联系并形成具有较强信息竞争
力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调研发现，全国城市信息竞争力
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城市间差异略有
缩小；对外国际商旅人员交流不足，
航空交通便利程度仍有待提高；城市
群间信息竞争力差异较大，一线城市
群有成为世界城市级群的潜能。

2017年，成都首次迈进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全国十强榜单。成都在
知识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
全域城市和信息城市等多个方面皆
有不俗表现，尤其在开放便捷的信
息城市建设上优势明显，信息城市
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七。创新驱动先
导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让成都经济
活力持续释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深化让成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
竞争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构
建国际门户枢纽让成都对外开放合
作不断深化。未来，成都在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需要在社会
包容、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快补齐短
板，让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
方面更加协调耦合。

成都建设信息城市优势明显

综合考察 2017 年的宜居城市
竞争力综合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各
城市的宜居综合竞争力整体水平呈
现波动下降趋势。中国城市间的宜
居竞争力水平差异正在随时间的推
移不断扩大，空间分化的态势进一
步加剧。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宜居竞争
力自 2015 年以来经历波动下滑后
虽开始缓慢回升，但整体仍处于较
低的发展水平，较多关键环节仍待
提升与完善。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快
速增长，以交通拥堵、房价偏高、资
源紧张、环境恶化、公共服务消费拥
挤等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病”
症状集中突显，成为引起社会各界
普遍关切的焦点，也对城市宜居竞
争力的可持续提升带来了严峻挑
战。与此同时，大量已完成城市化
的人口对于城市的教育、医疗、居
住、安全、生态等软环境的关注日益
增加，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
正处于由关注硬件环境建设转向关
注软件环境建设的过渡阶段，这也
是城市化发展由量变积累到质变突
破的关键阶段。

当前中国城市在宜居竞争力建
设方面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
整体协调的发展眼光，从一个城市
自身的角度看，往往对于经济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等短期见效快的环境
建设较为热衷，而对于教育、医疗等
环境建设缺乏投入热情，导致各方

面发展不协调。从城市间的发展关
系而言，也存在缺乏宜居建设的协
调配合，导致城市间差异较大的问
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宜居竞
争力的整体提升形成了较大障碍。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类对于城
市的追求开始向宜居方向转变，打
造理想中的适宜人类生活发展的宜
居城市，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
首要目标。尽管不同的人对于宜居
城市的理想蓝图有不同的理解与期
许，但能够提供活跃的经济环境、舒
适的居住环境、绿色的生态环境、安
全的社会环境、便捷的基础设施、优
质的教育环境以及健康的医疗环境
的城市将是打造宜居城市的核心价
值取向。反观当下中国城市宜居竞
争力发展现状，除个别城市外，大多
数城市仍然有着漫长的建设宜居发
展之路要走。目前来说，在充分认
识中国城市发展现状与面临问题的
前提下，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
在宜居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
认为，下一阶段应当着力从三大方
面推进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的
提升。

一是以公共资源服务升级为重
点弥补当前城市宜居竞争力的发展
短板。二是打造城市内部与城市之
间的宜居竞争力双向协调发展，有
效提升整体城市宜居竞争力水
平。三是让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成为
中国宜居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石。

广州2018年中国宜居竞争力
城市居于第四。作为东部沿海城
市，在自然环境宜人性与人文环境
舒适性方面享誉盛名。2018年的
分项指标排名方面，在教育环境方
面排名第十二，医疗环境方面排名
第十，经济环境方面排名第五。具
体指标排序方面，在大学指数方面
排名第十二，每百人图书馆藏书量

排名第十二，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排
名第十，三甲医院数排名第四，人均
社会保障、就业和医疗卫生财政支
出排名第九，单位GDP二氧化硫排
放量排名第七，气温舒适度排名第
二十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排名第六。未来宜居城市建设要重
点发展安全的社会环境、舒适的居
住环境、便捷的基础设施等。

广州自然与人文环境皆宜

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报告显示

城市宜居建设

亟需整体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报告显示

公共服务供给和

公共基础建设相对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