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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秋 时 节 ，晚 上 8 点 多 ，伴 着 微

风，郑州市郑东新区不少居民来到如

意湖畔散步。“这里环境优美，景观也

好看，我们已经习惯每天晚饭后来这

里转一转。”正在此散步的童先生说，

他们一家搬来郑东新区已经十多年

了，“在这儿生活很舒服，虽然名字里

有 个 新 字 ，但 大 家 一 般 都 叫 这 里 东

区，已经是老相识了。”

本世纪初，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

加快。河南适时提出，郑州市要围绕

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打

造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亮点、新

的增长点和带动点，认为“郑州市当前

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城市规模”。

2001 年 7 月，按照“高起点、大手

笔”的要求，经国际征集，来自日本的

总体概念规划方案获多数专家认可，

并获得市民投票支持。2002 年 3 月，

郑州市人大对规划方案予以确认，以

地方法规形式确保了规划一张蓝图

绘到底。次年 1 月，以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开工为标志，郑东新区开发建设

拉开序幕。

历经近 20 年发展，郑州东边这片

土地成为充满魅力和活力城区。这里不仅有郑州东站、绿地中

心、千玺广场、河南艺术中心、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等城市地标，一

展河南改革创新和城市建设窗口的新形象，更是走出了符合自

身特点的科技创新路子——建设中原科技城。这一科技引擎，

正为郑州市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澎湃动力。

9 月 16 日，在郑州中原科技城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30 个

高质量重点产业项目正式签约入驻。在当日召开的中原科技

城建设推进会议上，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郑州中原科技城党

工委书记孙建功亮出了中原科技城成立一周年工作成绩单：

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建设氛围更加浓厚、集聚效应初步显

现，一批标志性项目进展顺利，一批研发机构加快落地，一批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有力推进，累计引进各类高层

次人才 908 名、引进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11 个、建设特色园中园

10 个，形成了人才项目加快集聚的良好态势，带动了全市科技

创新水平的明显提升。

据了解，中原科技城紧紧围绕“一年起步、三年具雏形、五年

基本成型”建设目标，突出抓好“创新成势、城市成形”两篇文章，

累计引进各类优质项目 143 个，总投资超 1600 亿元，全面推动郑

州科技创新更加活跃、发展动能更加充足。

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在中原科技城运营一年来，

凝聚了一批优秀青年技术骨干，完成了保洁、巡检、消杀 3 类产

品的研发，智能代步车、关节模组等 5 款产品实现量产。“得益于

中原科技城的人才政策，目前我们有研发人员 100 多人。”中原

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万里红说，金融方面的政

策扶持也很大，为企业资金链方面提供了可靠保障。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加快中原科技城建设，以此为

突破推动郑州科技创新更加活跃、发展动能更加充足。”河南省

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中原科技城建设推进会议上说，

“要再提升认识，以对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以更强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把中原科技城建设

成为‘高地’中的

‘高峰’。”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曾有个别城市或因为盲目超

前扩建新城，导致产业几乎空白和居民楼多数处于闲置，或因

为城市产业升级受阻致使城市经济凋敝，或因为人口向大城

市聚集后，小城镇人口大幅度减少以致萎缩，被人们戏称为

“鬼城”。

在我国，“鬼城”的出现本质上属于“成长中的烦恼”，是个

别城市在推进新城建设过程中，城市建设、产业与人口协调不

够的结果。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个别城市把新城建设作为政绩

形象工程，贪大求快；二是地方官员任期内追求快速增加当地

地区生产总值，忽视城市发展规律；三是原有的土地财政激励

下提高自身的财力与房地产过热共同催生，忽视产业支撑和公

共服务配套；四是新城与老城割裂，新老城区之间缺乏有机衔

接。笔者在一些新城调研发现，相对于房地产建设，当地的商

场、影院、学校、医院等民生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过于迟缓，居

民宁愿居住在拥挤的老城，也不愿搬迁到宽敞的新城，这也是

部分新城成为“鬼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令人欣喜的是，一些曾经的“鬼城”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变

化。近期，外电关注到中国一些曾经的“鬼城”呈现出勃勃生机

和活力。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产业空间需求

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因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

断深入，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下一步，新城建设须坚持要实业不要炒作。具体而言，一

是新城建设要顺应经济发展新趋势。新城建设目标要从经济

高速增长阶段的“扩张式建设”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

涵式发展”。要紧紧围绕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

好的就学就医养老和休闲生活空间，满足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生

活的追求，如建设更多口袋公园、邻里中心、“15 分钟服务中心”

以及高品质消费中心等。

二是新城建设要生产生活生态协同推进。新城建设非一

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产业发展、老城区人口迁出和外来人口融

入的过程。有研究显示，一些新城从建设到成熟，往往需要 5

年到 10 年的时间。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住宅、市政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产业园

区等需要科学配置，建设进程

要协同推进。

三 是 新 城 建 设 需 要 新 机

制。新城不仅是一个城市发

展 的 新 空 间 ，更 是 城 市 发 展

新 经 济 新 业 态 的 新 平 台 ，要

营 造 更 加 灵 活 、更 富 弹 性 的

管 理 体 制 ，在 人 才 培 育 和 引

进、土地弹性管理、对外开放

平台设立、金融以及科技创新机构设置等方面加大力度。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要善于将财政资金和社会

资本结合起来，构建更可持续更为灵活弹性的多元多层次融

资体系。

四是新城建设要分类施策。从国内成功经验来看，新城建

设要成为老城区的自然有机延伸，实现新城激活老城，推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对于已经建成的新城，要加快中心城区功能

疏解，向新城转移部分城市功能的同时培育新经济新业态；要

加快推进落户“零门槛”，接纳更多新市民；在新老城区之间规

划建设便捷舒适的交通，推进优质学校医院与养老资源便利

共享；新城建设与老城更新之间实现资金平衡和产业链协

同。对于尚处于规划阶段的新城，则要依据城市经济发展和

人口增长的趋势调整新城的边界、产业和居住用地比例，同时，

加快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和运转，增强新城宜居宜业功能，

更好发挥新城的“磁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一道海河几字湾，围起了

一座朝阳之城，这就是位于天

津滨海新区经开区的于家堡。

9 月 24 日，天津茱莉亚学

院的师生们正在准备新学年的

首场音乐会。美国留学生多米

尼克·巴伦苏埃拉告诉记者，于

家堡充满了浪漫的气息，“于家

堡是一座崭新的城市，高高的

写字楼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

而随着傍晚灯光开启，它展现

了海河的无限温柔。这座城

很美！”

新 城 区 ，新 经 济 。 2009

年，于家堡就被定位于金融改

革创新基地，按照适度超前的

设 计 理 念 ，一 直 稳 步 推 进 建

设。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天津自贸试验区等战略落地

实施，于家堡被赋予了更多新

使命。

目前，于家堡地区正在形

成总部经济、创新金融、新一代

信息技术、文化传媒教育等多

个产业，逐渐形成链条完整、相

互支撑的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

代服务业“生态圈”。

2020 年，于家堡区域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2%，“四

上”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 4.25

万人，营收达到 1620 亿元，今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约 60%。目

前，于家堡地区已有 9 栋楼宇

建成投用，总体租售率达到 60%。自贸服务中心大厦入

住率已超过 94%，新金融大厦、双创大厦、宝信大厦、华夏

金融中心等楼宇平均租售率超过 65%。

2016 年，零氪科技公司从北京中关村转战天津于家

堡开始创业生涯，如今企业已经成为估值上百亿元的高

科技互联网医疗企业，员工人数从最初的 200 人增加到

1500 人。“我们看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机遇，最终

选择来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我们是与于家堡一起成长起

来的。”零氪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冉莉说，

“2016 年，于家堡还在建设，我们晚上加班需要开车到几

公里外取外卖，再看如今这里的人气越来越旺，生活气息

越来越浓。”

同时，天津经开区瞄准新经济，正在为于家堡引入

新产业，集聚新动能。海河岸边，一座 32 层的红色写字

楼装饰一新，这里已建设成为直播、电商产业的主题

园区。

9 月 24 日下午 5 点，天津直播生态产业园内灯光通

明，近 300 个直播间同步上线测试；而在培训教室内，刚

入职的新人正在学习直播经验。

天津直播生态产业园运营经理谢宁说：“目前，我

们已经引入了天津、山东、广州 3 家直播行业的龙头企

业，正在试运营。我们还计划引入经纪人培训、后台技

术团队等支撑服务体系，努力打造直播、电商的全产

业链。”

在园区内，山东省最大的互联网文娱企业——山东

煎饼控股集团已经入驻园区，并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天津果子互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我们落户于家堡，就是看到了天津自贸试验区‘买

全球、卖全球’带来的市场机遇，希望通过我们的直播为

更多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帮助他们走出去。”天津果子互

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祥说。

精致小城康巴什常常在歌声中醒来。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的中心城区，这里是唯一一处不依托煤炭

资源发展的地方。整个城区成为 4A 级旅

游景区后，平均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100

余场次。

“许多地方是把花园建在城市里，咱们

这 儿 是 把 城 市 建 在 花 园 里 ，宜 居 宜 业 宜

游。”学府社区居民李宗谕很享受康巴什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5 分钟就能进入城

市“大商圈”，10 分钟就能进入公园绿地，5

分钟就进入各小区“小商圈”。

2002 年开始，鄂尔多斯市在这里建新

城，主要是因为老城区东胜供水困难、交通

拥堵、垃圾围城，不仅对城镇化形成阻碍，

承 载 力 对 于 发 展 聚 合 力 也 已“ 小 马 拉 大

车”。“这座城市规划非常超前，但现在你可

以看到，当年的规划是对的。”鄂尔多斯市

委副书记、康巴什区委书记邢征认为，最初

的规划或许过于雄心勃勃，但这个区域却

为教育、旅游、康养和数字产业的发展做了

最大“留白”。

康巴什蒙语意为“卓越的老师”，区委、

区政府首先在办卓越的教育上为新城提升

人气。为提高课堂效率，康巴什区立足“制

度体系重构、教学理念重构、课程建设重构、

教学方式重构、教研工作重构、教学评价重

构”，先后进行两轮课改，锻造课堂主阵地。

为培育“轻负高质”教育品牌，康巴什制定出

台减负提质方案，配套了规范办学意见、作

业指导意见、观课议课标准。为保障办学条

件，康巴什区每年的教育投入占地区财政支

出的 60%以上。如今，康巴什属地内已投用

各级各类学校 42 所，在校生规模超过 5 万

人。其中，康巴什以外的其他旗区、鄂尔多

斯以外的其他地市学生占比达 80%以上。

记者在东方纽蓝地二期小区了解到，

这 个 2014 年 交 付 使 用 的 楼 盘 销 售 率 达

100%，入住率达 85%。“随着康巴什城市品

质的提升，房地产领域烂尾、积压等问题纷

纷化解，今年还开盘了 7 个住宅小区。”康巴

什区住建局干部杨帆介绍，大家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偏好，对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偏好，

助推了康巴什发展。

建成区面积 38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12

万的康巴什区，坚决摒弃广种薄收的传统

农业老路，把人均绿地面积建到 70 多平方

米。坚决摒弃挖煤卖煤的工业旧路，带头

建设绿色低碳的“环境艺术示范城市”。多

年来，在一、二产业上有所不为，却持续发

力第三产业推进产城融合：大力发展总部

经 济 和 楼 宇 经 济 ，提 升 城 市 经 济 整 体 实

力。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辖区内的鄂

尔多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

内蒙古 3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

一。精心培育会展产业，打造了沙博会、

煤博会、文博会等高端会展品牌。尤

其是突出发展文旅产业，建设面向

全国的旅游休闲城市。

今年以来，当地通过“网红城

市”“夜间经济”拓展着康巴什的

发展空间。围绕网红康巴什建

设，区委、区政府精心谋划，开展

了后备箱市集、无人机编队主题

秀、赛艇大师赛、热气球惠民周、

城市篝火晚会、精品文艺展演、城

市越野摩托车耐力比赛等特色活

动，研发推出了“康巴什”文创雪

糕、马上游城、冰淇淋月饼、城市帐

篷家等特色产品，创新实施了网红斑

马线、彩绘车位、彩绘宣传飞机、旅游观

光餐厅等特色营销。同时，加大对乌兰木

伦湖区、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文化艺术

中心、乐康吧等空间节点建设力度，通过夜

间光影亮化、特色美食品鉴、潮牌娱乐体

验、主题观光夜游、文创产品展销等多种活

动及消费业态，引领潮生活、时尚风。

乐 见 新 城 展 新 容
——兼谈如何避免重蹈所谓“鬼城”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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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郑东新区 CBD。 （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康巴什居民坚持绿色出行康巴什居民坚持绿色出行，，参加骑行活动参加骑行活动，，建设低碳城市建设低碳城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