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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发展特质与路线研究
秦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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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群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质及其发
展路线，旨在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首先，文章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的地理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特征、社会
文化特质及政策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特质。其次，探讨了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可持续发展
与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等关键因素。通过案例分析，深入研究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现状、面临的
问题及发展策略。最后，提出了加强区域协调、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策略建议。本文的研
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发展的理论，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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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rout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erms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key factor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uch as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h selection, policy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discuss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deeply studied. Finally,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olicy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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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形态，在全球范围内

展现出显著的经济集聚效应和区域带动作用。中国的城市群如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占据重要地位，

更在创新能力、产业集聚、人才吸引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竞争

力。然而，城市群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区域发展不平

衡、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市间协调机制不完善等。系统研究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质及其发展路线，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质，探讨其发展

路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揭示城市群在地理、

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特点，本研究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决策参考，推动城市群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同时，探索城

市群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全球城市化进程

提供中国经验。研究将围绕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质、发展模式

与路径选择、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等

方面展开，以期为中国城市群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城市群研究现状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一直是地理学、经

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国际上，城市群的研究

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形成机制、发展模式及其对区

域经济的影响等方面。例如，欧洲的城市群研究强调了城市间

的网络联系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而美国的城市群研究则更侧重

于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和产业集聚效应。近年来，随着全球

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群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全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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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共性和差异性。

2.2 城市群发展理论综述
城市群发展理论是研究城市群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

础。经典的城市群理论包括中心地理论、城市体系理论、区域

一体化理论等。中心地理论主要解释城市群中城市等级和规模

的分布，强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功能互补。城市体系理论则

关注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等级结构和相互作用，探讨城市群的

动态发展过程。区域一体化理论则从宏观角度分析城市群在区

域经济中的作用，强调城市群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为理解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和分析框架。

2.3 中国城市群研究进展
中国的城市群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国内学

者主要从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

研究。研究显示，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

异，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

的城市群则相对滞后。同时，城市群的空间布局也在不断优化，

城市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增强。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和地方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然而，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城市间的竞争、

资源环境约束等，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总体来看，中国

城市群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为城市群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3 中国城市群发展特质分析

3.1 地理与资源分布
中国城市群的地理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东部沿海地

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因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成

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区。这些城市群依托港口、工业基础和政策

支持，形成了强大的经济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如成渝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

力资源，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地理优势不仅为城市群提

供了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影响了城市群的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

3.2 经济发展特征
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集聚：	城市群内部往往形成特定的产业集群，如珠

三角的制造业、长三角的服务业等，这些产业集群不仅提升了

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也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	城市群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同时，城市群内部

的经济增长也存在不均衡现象，部分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而一

些城市则相对滞后。

区域差异：	东部沿海城市群与中西部城市群在经济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

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和区域协调产生重要影响。

3.3 社会文化特质
城市群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也是社会文化活动的聚

集区。中国城市群的社会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

社会结构：	城市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复杂多样，城市化进

程带来了人口流动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

结构。

文化多样性：	城市群的文化多样性表现在语言、风俗、

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城市群的文化特色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区域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社会融合：	城市群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人

群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文化创新。

3.4 政策与制度环境
政策与制度环境是影响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

群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

政策支持：	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新型城镇化

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地方政府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城市群发展

的政策措施。

制度创新：	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持，如行政

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土地使用制度等。通过制度创新，可以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市群的健康发展。

政策效果：	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城市群的发

展质量。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高

区域竞争力，而不当的政策和制度则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影响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质，

为后续的城市群发展路线研究和策略建议提供坚实的基础。

4 中国城市群发展路线研究

4.1 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

关键。城市群应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

文化背景，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例如，东部沿海城市群

可以依托其经济基础和开放优势，发展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为主的现代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城市群则可以利用其资源优

势，发展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

经济转型。

东部沿海城市群：	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例，这些城市群

应继续加强其在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推动产业链的高端化和智能化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城市间的

交通、信息和物流网络建设，促进区域内外的互联互通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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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中西部城市群：	如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应注

重发挥其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区域性中心城市，

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同时，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

联系和产业对接，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4.2 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

和地方政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政策

引导和制度保障。

区域协调政策：	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不同

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例如，通过建立

区域合作机制，推动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

产业政策：	引导和支持城市群内的产业发展，特别是高

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通过税

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人才政策：	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为城市群的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例如，提供住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

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

财政和金融政策：	提供财政支持和金融优惠，促进城市

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低息

贷款等方式，支持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

4.3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基

础。城市群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	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通过推广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等措施，降低城市群

的能源消耗和排放。

生态保护：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

生态安全。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等措施，保护

城市群的生态环境。

资源循环利用：	推广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

少废弃物排放。通过建立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资源的循环

利用和再利用。

4.4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推动城市群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城市群应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

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科技研发投入：	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支持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通过设立科技研发基金、提供科研补贴等方式，

鼓励企业和高校开展科技研发。

创新平台建设：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通过建立科技园区、孵化器等平台，支持科技型企

业的发展和创新成果的转化。

产业政策引导：	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支持传统产业的技

术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提供技术改造补贴、产业升级

奖励等方式，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路线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策

支持、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的因素。只有通过科学

规划和合理布局，才能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5 案例分析

5.1 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北方的经济引擎，涵盖了北京、天津

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以下是一些关键数据和表格，展示其发

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指标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备注

GDP (2023) 4.5 万亿 1.6 万亿 4.2 万亿 单位：人民币元

人口 (2023) 2154 万人 1562 万人 7448 万人

人均 GDP 20.9 万元 10.2 万元 5.6 万元

污染指数 65 70 80 指数越高，污染越严重

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区域协调：通过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促进资源、技术、

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项目库

的建立，促进了区域内的资源共享和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北

京应继续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天津应加强制造业和物

流业的转型升级，河北省则应发展现代农业和绿色产业。

加强环境保护：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污染，推动绿色生

产和生活方式。例如，京津冀地区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有效降低了区域内的污染指数。

促进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天津的滨海新区，都是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地。

5.2 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经济区域，涵盖

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部分地区。以下是一些关键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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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展示其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指标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备注

GDP (2023) 4.8 万亿 12.3 万亿 7.1 万亿 4.5 万亿 单位：人民币元

人口 (2023) 2487 万人 8051 万人 6457 万人 6113 万人

人均 GDP 19.3 万元 15.3 万元 11.0 万元 7.4 万元

污染指数 50 60 55 65 指数越高，污染越严重

针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区域协调：通过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促进资源、技术、

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例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

建立，推动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上

海应继续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江苏、浙江和安徽则应

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加强环境保护：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污染，推动绿色生

产和生活方式。例如，长三角地区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注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促进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杭州的互联网产业集群，都是科

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5.3 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涵盖广

东的部分地区。以下是一些关键数据和表格，展示其发展现状

和面临的问题。

指标 广州市 深圳市 广东省 备注

GDP (2023) 2.8 万亿 3.2 万亿 12.9 万亿 单位：人民币元

人口 (2023) 1887 万人 1760 万人 12601 万人

人均 GDP 15.0 万元 18.2 万元 10.2 万元

污染指数 55 60 65 指数越高，污染越严重

针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区域协调：通过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促进资源、技术、

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推动

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广

州和深圳应继续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他城市则应加

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加强环境保护：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污染，推动绿色生

产和生活方式。例如，珠三角地区实施的绿色发展战略，注重

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广州的南沙新区，都是科技创

新的重要基地。

通过以上分析和数据展示，可以看出，京津冀、长三角和

珠三角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污

染和城市间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区域

协调、产业结构优化、环境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入手，采取

综合性的策略和措施，推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6 中国城市群发展策略建议

6.1 政策建议
政策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手段。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政

策建议：

加强区域协调政策：	制定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

进不同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对接。通过建立区域合作

机制，推动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

优化产业政策：	引导和支持城市群内的产业发展，特别

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

施，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完善人才政策：	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为城市

群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提供住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吸

引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

强化财政和金融政策：	提供财政支持和金融优惠，促进

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

低息贷款等方式，支持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

6.2 经济建议
经济发展是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以下是一些具体的经济

建议：

推动产业升级：	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新兴

产业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引导，提升城市群的产

业竞争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群的交通、能源、信息等

基础设施，提高区域内部和对外的互联互通能力。加强城市间

的交通网络建设，促进人员、物资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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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缩小

区域发展差距。通过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实现区域内外的资

源共享和经济互补。

发展绿色经济：	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通过推广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等措施，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6.3 社会建议
社会和谐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下是一些具体的

社会建议：

加强社会融合：促进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人群的交流与融

合，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文化创新。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

手段，增强社会凝聚力。

提升公共服务：	提高城市群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教育、

医疗、文化等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

保障社会公平：	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公平，

减少社会不平等。通过教育公平、就业机会公平等措施，提升

社会的整体福祉。

促进文化多样性：	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促进文化多样性。

通过文化活动、文化交流等方式，增强城市群的文化魅力和吸

引力。

6.4 环境建议
环境保护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下是一些具体的

环境建议：

加强生态保护：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

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等措施，

保护城市群的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发展：	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通过推广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等措施，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加强环境治理：	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污染，推动绿色

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强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治理，推广清洁能

源和节能技术。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推广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废弃物排放。通过建立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资源的循

环利用和再利用。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质，探讨了其发展路

线，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群在地理、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具有显著的

发展特质。

城市群的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城市间协

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通过区域协调、产业结构优化、环境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措

施，可以推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7.2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以

下是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展望：

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城

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对接将进一步加强，促进区域经济

的均衡发展。

产业升级与创新：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成为推动城市

群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城市群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将成为城市

群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城市群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	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将成为城市

群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加强社会融合，提升公共服务，保护

和传承地方文化，城市群将实现更全面的发展。

通过本研究，我们期望为中国城市群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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