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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巨变，城市群如何重构中国经济版图？
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

流，伴随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全
球城市群研究与发展进入 21世纪的中国新
时代。

今年初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中，进一步明确“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
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
展”。

在此背景下，不断丰富和深化城市群发
展研究愈发重要。日前，全球首部城市群地
图集——《中国城市群地图集》作为重要成
果在第 23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公布，“为城市
群研究和全球城市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基
准”。

从全球来看，城市群是世界经济重心转
移的重要承载体，也是未来国与国之间竞争
的主阵地。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报告显示，全球一半的生产活动聚集在仅占
大约1.5％的土地面积上。

在中国，城市群同样是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城市群地图集》统计数据显示，
2016年底，中国城市群以占全国 29.12%的
面积，集聚了全国 75.19%的总人口，创造了
全国80.05%的经济总量。

“改革开放初期，正当全球城市群发育
经过 100多年后进入成熟阶段时，我国城市
群的发育才刚刚起步。”方创琳教授分析指
出，“中国城市群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 80年
左右，但成长速度很快，在短短 40年时间里
拉动中国经济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这一速度有多快？首先来看空间范围
的扩张。

方创琳教授团队采用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分析发现，1980~
2015年间，中国城市群建设用地从7.38万平
方千米扩展至 11.86万平方千米，历年平均
扩张速度达1.36%，平均每年扩张1280平方
千米。

具体而言，中国城市群总建设用地面积
在35年间增长比例超过60%。其中，长三角
城市群在基数较大的情况下仍然实现2.3倍
扩容，建设用地从 1980年 6364平方千米扩
张至2015年14666平方千米，增量及增速均
居全国城市群前列。

到2015年，全国建设用地超1万平方千
米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
岛、长江中游、哈长城市群，这 5个城市群占
据全国城市群总建设用地一半以上；建设用
地最少的黔中城市群为 938平方千米，仅相
当于面积最多的京津冀6%左右。

更高的增速体现在市辖区面积上。
数据显示，1980~2016年间，中国城市群

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5439.04平方千
米扩大到39624平方千米、增长超7倍，占全
国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比重由67.7%增

至75.1%，“表明中国城市群以各城市市辖区
为核心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张，城市群形成发
育程度和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

未来十年，中国城市群还将如何扩张？
据《中国城市群地图集》统计，2016年，

中国城市群现状面积为 233.9万平方千米，
占全国陆地总面积 24.36%；到 2030年的规
划面积为279.57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总
面积将进一步增至29.12%。

谁的“吸管效应”更强？
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张的同时，城市群

内部呈现出高密度集聚、高速度增长和高强
度运转特点，形成强大的“吸管效应”。

人口吸引力与聚集度便是这种效应的
直接体现。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市群集聚的
人口总量达10.39亿人、城镇人口5.71亿人，
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6.6%、72%；人口密度达
378.98人/平方千米，是当年全国平均人口密
度（144.1人/平方千米）的2.63倍。

其中，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密度最高，
2016年达到 1095.11人/平方千米，约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7.5倍，也是全国率先突破 1000
人/平方千米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居第二
位，达到704.35人/平方千米。

天山北坡和呼包鄂榆两个城市群人口
密度全国最低，2016年分别为33.73人/平方
千米、64.95人/平方千米，呈明显的地广人稀
特征。

从历年变化趋势看，中国城市群总人口
从 1980年 5.24亿人增长至 2016年的 10.39
亿人；人口密度在 1990~2016年间由 298.78
人/平方千米增至378.98人/平方千米。

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总
量及密度均增势明显；哈长、中原城市群不
仅人口总量在 2010~2016年出现明显减少
趋势，2016年人口密度已跌出低于 1980年
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群之间人口密度分
化的倾向仍在加重。

另据有关统计，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
和长三角 27市人口密度进一步增至 1242
人/平方千米、732人/平方千米，分别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的 8.5倍、5倍。与此同时，哈长
等城市群由于常住人口常年净流出等原因，
人口密度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逐步扩大。

《中国城市群地图集》分析称，随着集聚
效应越来越强，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
战略核心区，主导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

数据显示，1980～2016年，中国城市群
GDP总量从不足 10万亿元增至近 60万亿
元，且历年GDP增速均明显高于全国增速。

从经济密度看，1980～2016年，中国城
市群经济密度由不足 500万元/平方千米提
升至接近2500万元/平方千米。除辽中南城
市群 2016与 2010年基本持平外，其余 18个
城市群经济密度均呈逐步上升趋势。

到 2016年，总面积不足全国三分之一
的城市群，创造了全国 80.05%的经济总量、
91.19%的财政收入，外资占比高达91.23%。

庞大的中国城市群版图上，横亘我国东
中西部三大地带、绵延数千公里的长江经济
带，正成为一条重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

从全国来看，无论人口还是经济，“南重
北轻”的趋势在过去近 40年里不断加强。
占据全国经济半壁江山的长江经济带，则被
一些专家视为阻止南北分化加剧的一道重
要防线。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
由‘T’字形转变为‘H’型的重要支撑带和战
略扁担带。”《中国城市群地图集》分析指出，

在这条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
的流域经济带上，分布有 1个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2个国家级城市群（长江中
游和成渝城市群）、3个地区性城市群（江淮、
滇中和黔中城市群）。

这些呈“1+2+3”梯度分布的长江经济带
城市群，占据全国城市群总面积的 35.5%。
在 1980～2016年间，总人口占全国比重由
24.5%升至 31.5%，GDP更是从 0.14万亿元
大幅拉升至 28.45万亿元，2016年占全国城
市群比重达47.8%。

城市群崛起过程中，聚集在长江经济带
上的都市圈亦增势喜人。

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倪鹏飞最新
研究分析，如果把合肥、成都、武汉、南昌、重
庆、贵阳、昆明、长沙都市圈和长三角都市连
绵区这 9个都市圈合并统计为长江流域都
市圈，那么其下辖城市人口体量 2020年达
3.67亿，过去 10年人口增长率为 10.21%、综
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平均上升 15.6名，在 23
个都市圈中位居顶端。

未来15年城镇化水平预测
“大城市群往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大区

域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该区域的门
户，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增长极，也是最具发
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在为《中国城市
群地图集》所作序中写道，国民经济高速增

长的同时，产业空间集聚也不断发展，大城
市群和诸多的城市与产业集聚带（区）正在
形成。

所谓“枢纽”，交通互联互通是前提和基
础。

根据《国家“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发展规划》，中国城市群是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集中分
布区。

《中国城市群地图集》分析发现，上述规
划明确的 12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全部位
于城市群；在重点建设的 63个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中，有 46个分布在城市群，占全国
比重达73.1%。

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联系日益密切，使
得土地、人口、经济、交通、信息等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要素高度集聚。作为各类要素
主要汇集地与承载空间，城镇加速崛起。

《中国城市群地图集》统计数据显示，在
1980年到 2016年的 36年间，中国城市群城
镇人口由0.96亿人大幅增长至5.71亿人，城
镇化水平也从 18.22%提高到 54.92%（这里
计算的城镇人口数据不包括城区和镇区的
流动人口，因而计算结果低于同年全国城镇
化水平值）。

部分发达城市群更是走在全国城镇化
进程最前列。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首次突破 60%。而早在 2016年，珠三角、
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已分
别达到84.49%、61.44%、59.82%。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明确“以城市群、
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联动、特色化发展”。

根据《中国城市群地图集》对各城市群
规划目标及其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形成的
《中国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预测表》，到 2035
年，珠三角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90%以上，长
三角、辽中南、呼包鄂榆、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城镇化水平将达80%以上。

也就是说，未来城市群仍将是国家经济
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
而这也将对城市群内部大型城市的功能迭
代、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