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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显示，12 个城市群占全国 GDP 比重持续提升——

城市群一体化是高质量发展驱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中国城市群一体化

报告》 对我国12个大型

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作出

了评估，长三角、京津

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

的经济份额超过40%。城

市群一体化成为高质量

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
《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报告对我国
12 个大型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作出了评
估，涵盖了 157座地级以上城市，占全
国国土总面积的19.57%。

报告选取的 12 个城市群分别是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武汉、
长株潭、辽中南、哈长、关中、中原、
海西及山东半岛城市群。分析表明，
2006年至2015年，12个城市群占全国
GDP 的比重从 70.56%上升至 82.03%，
年均增长超过 1个百分点。所有城市群
占全国经济份额的比重都得到了提升，
反映出经济活动向城市群集中的趋势。
其中，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
市群的经济份额超过40%。

“这表明抓住城市群，就抓住了
中国经济的根本。”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秘书长助理、研究一部主任俞建
拖说。

经济活动向城市群集中

为什么关注城市群？
2018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 达 到 59.58% 。 按 照 国 际 经 验 ， 到
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达到 70%。

“就目前看，我国 12个大城市群是人口
居住增长较快的地方。由大城市、中等
城市、城镇聚集形成的城市群，在中国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五大
发展理念的落实，也与城市群的发展密
不可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卢迈说。

卢迈分析说，在创新方面，国际经
验已经证明，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和创
新密切相关。人的集聚过程，也是人才
集聚的过程。在协调方面，当前我国正
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动能转换，在城市
群内部先解决好城乡和地区内部的协
调，再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是一个比较
重要的现实选择。

“在城市群中的投资效率更高。比
如交通，很多人说高铁等投资已经饱
和，但如果从城市群快速交通、一小
时通勤圈来看，交通还有很多需要发
展的地方。其他相关基础设施以及公

共服务等，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发展。”
卢迈说。

在绿色发展方面，公共服务、能
源 利 用 等 在 城 市 群 中 可 以 更 加 有
效 。 在 开 放 方 面 ， 城 市 群 发 展 越
好 ， 其 开 放 度 也 越 高 。 在 共 享 方
面 ， 城 市 群 内 部 能 先 做 到 共 享 ， 让
流 动 人 口 、 农 民 工 等 有 条 件 享 受 更
好 教 育 和 医 疗 方 面 的 服 务 ， 才 能 更
好地帮助到其他地区。

俞建拖指出，城市不仅是简单的空
间概念，城市实际上是一种机制，是人
类社会互动协同合作的方式。大城市以
及以其为中心的城市群，因其规模经济
效应、集聚效应以及高水平的专业化分
工，成为经济活力的源泉和国家竞争力
的高地。

“全球层面都有这个特征，越聚
集，增长越快。”俞建拖表示。在经济
活动向城市群集中的同时，这 12 个城
市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61.12%上升到
63.07% ， 增 加 了 1.95 个 百 分 点 。 但
是，我国人口向城市群地区的集中过
程仍然缓慢，主要发生在长三角、珠
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这三个城
市群的人口占比同期增加了 2.54 个百
分点，高出 12 个城市群总体的人口份
额增长。《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认
为，这表明在这三个地区经济增长对
人口的吸纳能力最高，稳就业要优先
在三大城市群地区施策。

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

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更加
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提出，加强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紧密
合作，推动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
施 、 公 共 服 务 、 环 境 治 理 、 对 外 开
放、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加快构建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
化格局。

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的一体化水
平如何？

研究发现，在 2006 年至 2015 年
间，除了山东半岛外，所有其他城市群
内部经济发展差距都在缩小。这对我国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有重要启示，推动城
市群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必
由之路。研究还表明，除成渝外，所有
其他城市群财政支出差距相对于经济发
展差距变得更加微弱，财政均等化的速
度快于经济均等化。

为更好地评估区域一体化发展情
况 ， 中 国 发 展 研 究 基 金 会 开 发 了
ACEP 指数，用于测量 12 个城市群的
一体化水平。其中，A 反映的是区域
经济集聚度，C 是连接性，E 是经济
均等化水平，P 是政策协同性，该指
数具有简易、直观和政策含义清晰的
特点。

结果表明，在考察期间，所有城市

群的一体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ACEP
指数平均增长了70%左右。其中，珠三
角和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稳居第一梯队。
处于第二梯队的是山东半岛、京津冀、
中原和辽中南城市群。

“各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位次大体
保持稳定。不过，也有一些城市群的位
次在过去 10 年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
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地理含义。”俞建拖
表示，两个城市群间的超越值得注意：
一是武汉对海西的超越并保持持续领
先，二是中原城市群对辽中南的超越。
这两个超越都发生在中部地区对沿海地
区，反映了考察期间中部地区城市群的
强势崛起。

总体上看，区域经济集聚对一体
化指数提升贡献最大，交通连接性的
提高次之。对各年份一体化指数的变
化分解分析后发现，经济集聚的贡献
占 55.75%，连接性贡献占 41.29%，经
济均等化 1.50%，政策协同 1.46%。

依托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报告显示，不同地区一体化的主要
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别。

在辽中南、珠三角和中原城市群，
连接性贡献超过50%，是最重要的一体
化推动因素。其中，辽中南该因素的贡
献超过了 65%。在山东半岛、长株潭、
成渝、关中、哈长、武汉城市群，经济
集聚的贡献超过了60%，其中山东半岛
该因素的贡献更是超过了70%。在长三
角和京津冀，政策协同对一体化的贡献
比其他地区突出明显，分别达 9.8%和
5.9%。

报告还对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
角三大城市群一体化开展了探讨。“京
津冀一体化严重受制于区域内经济发
展差距，以及由公共财政支出差距所
反映出的制度协同困难。”俞建拖分析
说，未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需要看两
个关键变量，一是雄安新区能否发挥
区域均衡发展的支点作用，二是京津
冀与环渤海区域的山东半岛、辽中南
城市群的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日
前已正式印发。报告认为，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可期。如果将港澳纳入区域一体
化测量，一体化指数有显著的提升，而
且趋势在加快。这反映出该区域的协同
发展大势所趋。

2018 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俞建拖分析认为，长三角
地区一体化的基础好，经济总规模大，
人口众多，国土空间充裕，区域均衡发
展较好。但与珠三角相比，在考察期间
一体化速度还是偏慢，区域连接性提升
相对不足，区域间制度协同难度较大。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区域连接性，提
升经济集聚水平。

据了解，此次城市群一体化测量
是第一期工作，未来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 会 还 将 定 期 开 展 城 市 群 一 体 化
评估。

“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内部越协
调越均衡，城市群发展也就越有活力越
有后劲。”卢迈认为，这份报告所反映
的我国经济向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以及
城市群内一体化的趋势，非常具有启发
性。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向高质
量发展推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需要
依托城市群一体化。

南疆春晓，薄雾轻绕。
车行新疆和田大地，茫茫戈
壁掠过车窗。忽然，一座座
大棚映入眼帘，洛浦县杭桂
镇和佳新村到了。钻进温室
大棚，只见一株株树苗整齐
排列，有的已经绽出新芽。

“这里共 90 座大棚，栽种了
4万株桃树苗。”和佳新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郑金君告诉
记者。

这批桃树“身世”特殊，
它们来自“中国桃乡”北京市
平谷区，去年 11月 20 日，经
过 6 天颠簸，辗转抵达洛浦
县。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北
京市注重为受援地培育新优
势、新动能。北京市援疆干
部、洛浦县委副书记徐申男
说，洛浦在发展林果业上具
有优势，应扩大这一优势。
经专家论证后，决定引进平
谷大桃。于是，4 万株平谷
大桃树苗“西迁”，落户4000
公里外的和田。

“和田光照条件好、昼夜
温 差 大 ，适 宜 种 植 平 谷 大
桃。”北京市援疆干部、林果
专家张锐信心坚定：“除了原
有的核桃、红枣之外，要给大
漠戈壁增加一抹亮色，洛浦
林果业会增加一张新名片。”

为确保西迁桃树更好适
应环境，平谷区组织技术专
家进驻洛浦，从规划、选种、
栽培、管理等环节提供服务和支持，开展了桃树嫁接和管
理技术现场培训。平谷区对口到洛浦县发展的企业、合
作社，在农产品加工设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
洛浦县则协助落户企业改造大棚，配建水电路设施。

适宜的自然条件、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平谷企业、
合作社西行考察。很快，平洛心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
洛森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万胜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在洛浦县注册落户。

平谷“桃王”屈海全牵头成立的洛浦县平洛心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流转杭桂镇 90 座温室大棚，利用平谷技
术、标准和品牌，建设大桃生产示范区，带动贫困户脱
贫。“今年 4 月份首茬大桃就能成熟上市了，我看会比平
谷种出的桃子口感好。”屈海全对“西迁”桃树信心十足：

“明年将进入盛果期，亩产能达到3000公斤。”
平谷大桃西迁，使这一林果产业在转移中扩大了优

势。平谷有资金、有技术、有经验、有销售渠道，但土地资
源有限；洛浦则适宜种林果，而且可利用土地资源丰富，
有条件让平谷大桃“安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杭桂镇
和佳新村温室大棚，就是建在闲置土地上，实现了“戈壁
滩上建绿洲”。

此外，平谷大桃扎根洛浦，拓宽了当地脱贫攻坚渠
道。目前，有26名村民在平洛心意公司务工。“我们将进
一步扩大培训覆盖面，组织种桃能手讲授种植技术。通
过示范带动，引导受援地乡亲们自发地种桃树，让平谷大
桃在洛浦大地扎根、生根。”徐申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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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委、省政府为增强微观主体融
资获得感、提升金融供给质量、畅通资金
循环堵点，统筹推进稳增长、强基础、补短
板、调结构、促融合，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
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蓬勃发展。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 515.05 亿元，同
比增长 17.14%，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
增速 11.6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新动能得
到较好培育。其中，节能环保、新能源和
生物产业初具规模，贷款余额分别达
243.3 亿元、123.9亿元和 69.3 亿元；高端
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头显现，全省医药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
额同比分别增长13.7%、15.6%。

“我们主要从事生物质颗粒锅炉制

造，2017 年刚刚起步时在邮储银行贷了
200万元流动资金。今年，生物锅炉制造
市场红红火火，客户络绎不绝，我们扩大
生产规模，在邮储银行贷了 950 万元，办
理过程手续简单、放款快，真是解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长春创都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感慨道。近几年，邮储银行吉林
省分行落实中央和吉林省委、省政府深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的部署，通过不断创新担保方
式、扩大抵质押物范围等方式支持企业用
贷，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

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胡
斌介绍说，该局按照吉林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工作方向，不断提升金融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突出抓好数字经济与
汽车、石化、食品、冶金、医药、装备制造6
大传统产业的“1+6”融合发展，加快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金融和实体经
济良性循环。

强化规划引领，加强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融资的政策支撑。吉林省陆续制定
了 《关于营造安全高效金融环境的实施
意见》 和 《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实施意见》，将信贷资源更多地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倾斜，产业信贷规模进一步
扩大。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制定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开发储备指引，调
整资金投向和结构，充分调动各层级部
门的积极性。

完善服务体系，完善现有信贷管理和
评审制度。探索主动授信模式，建立战略
性新兴产业客户小企业贷款审批快速通
道。邮储银行吉林省分行加强有效资金
投放，新兴产业贷款结余4200万元，较年
初新增3040万元，增幅262.07%，有效地
推动了行业健康发展；开通绿色评审通
道，提前介入项目前期调查和项目方案设
计环节，进一步缩短审查流程，提高审批
效率。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改变传统信贷
方式，创新评估、评审办法，针对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医药健康和生物制造产业
开辟绿色评审通道，为7户新兴产业企业
累计投放信贷14.9亿元。

丰富融资模式，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资渠道。鼓励银行、担保、创投等机构
加强合作，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积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
入合格投资者。国开行吉林省分行深化
银政企合作，引导和支持成长型企业参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与
企业在专项建设基金、技术改造项目贷
款、PPP 等领域深化合作，优先将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纳入省级拟上市企业资源
后备库。此外，吉林省还设立了省级科技
风险投资基金，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

创新产品服务，全面提升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金融服务质量。完善“投贷债租
证”综合金融服务。建行吉林省分行加快
网络银行创新产品推广应用，重点支持一
汽集团上游主要零部件生产厂家。

提升金融供给质量 畅通资金循环堵点

吉林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咸力东报道：“真是太
感谢了，我只跑一次就把事儿办成了。”河北承德时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经理高立冬到承德市行政审批局办理业
务时，工作人员发现缺了一份材料，考虑到是非核心要
件，对其实行了容缺受理，当场办理了变更登记。

现在，像承德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样办理行政
审批事务在承德办事只跑一次已经成为常态。承德市行
政审批局局长刘秉奇告诉记者，承德市自2018年开始推
行“六个一”工作法、实施“承德办事一次成”改革以来，政
务服务效率整体提升60%，10万余件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了一次办成。

“六个一”工作方法，即公开“一张清单”，承德集中梳
理所有审批项目，从中确定一次办成的项目具体目录，要
求行政审批机构严格按照目录执行；研发“一个平台”，承
德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和“满意承德”APP，按
照网络统一、云平台统一、应用系统统一、技术标准统一、
数据格式统一的“五统一”原则研发，覆盖市、县、乡三级
一体化政务服务；优化“一批流程”，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优化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若干措施（试行）》，建立“分
段实施、一家牵头、容缺受理、并联审批、联合勘验、限时
办结”等配套制度，进一步精简申报材料，简化审批环节，
明确审批时限；升级“一个大厅”，承德市以企业和群众办
事“只进一扇门”和“到一个窗口办理所有事项”为目标，
完善提升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功能；制定“一套标准”，承德
按照政务服务规范化、行政审批法制化、现场管理秩序化
三项要求，分别制定了《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服务指南》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政务服务大厅综合服务标
准》等多项规则制度，让每个行政审批人员均能做到有章
可循，规范操作；健全“一个体系”，承德市制定了政务服
务大厅考核管理办法，在整个审批环节建立健全常态化
跟踪、督导、通报机制，并将其工作成效纳入领导干部目
标考核责任制。

“承德办事一次成”改革红利不断释放。2018年，全
市在建亿元以上项目1006个、10亿元以上项目133个、
竣工投产 329个，完成投资 1296.3亿元。全市新增市场
主体2.58万户，同比增长13.36%。

河北承德：只进一个门 办事一次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