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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群的崛起与协调发展(2013)》由张学良主编，本报告的研究思路和
整体框架如下：第一部分为总论，包括第1章和第2章。第1章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基础
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的空间特征及其格局变化，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的战略目标、思路与展望；
第2章结合本报告的主题，重点介绍了城市群的内涵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理论，第二部分为专题
研究部分，是本报告的主体部分，包括从第3章到第8章的内容。第3章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成熟型城市
群、发展型城市群与形成型城市群这三大类，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群的竞争力进行了详
细分析；第4—6章根据第3章对中国城市群的划分，分别就成熟型城市群、发展型城市群与形成型城市
群展开具体分析；第7章介绍了世界主要城市群发展的主要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第8章对全书研究内
容进行总结，就城市群协调发展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第三部分为数据分析部分，包括第9章，重点
整理了中国城市群的主要统计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参考文献，并没
有全部详细列出，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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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是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间缺乏有效衔接，影响综合运输效率，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交
通枢纽、城市问交通和市内交通干线的衔接不够通畅，各种运输方式之间未形成有效的协调和配合，
造成运力效率上的损失。四是交通密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以长三角为例，由于部分城市
间被江河湖海所阻隔，至今仍未与主要的铁路货物运输网接轨，为了避开穿江穿海的高额成本，不少
线路均选择了绕行，从而使得不少经济发达的城市出现综合交通网络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局
面。五是城市群的主要交通枢纽运能与需求依然不匹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农村
务工人员最集中的地区，当出现节假Et时往往出现车票紧张的局面。另外，随着城市群间和城市群内
部同城化趋势，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现有的运输方式和运能并不能满足不同人群的
不同需求。 除了城市群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之外，城市群内部的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也有待提高。目
前，中国各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财政来建设本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由此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群内部
并未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各城市群间存在各类社会服务难以对接的情况，如在教育、社保、
就业、医疗、电网、燃气等公共服务上基本上是一地一政策，具体的价格、服务、技术标准等均未形
成统一。各城市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各城市政府在对待经济效益和社会民生领域
的关注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均为城市群内部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实现形成了障碍。 1.2.2中国城市
群发展总体特征 1.2.2.1城市群经济关系：竞争与合作共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广泛参
与分工和生产不仅仅是国家和区域的行为，城市群作为人口、要素、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地，是参与
区域竞争和合作的主体之一。目前，我国城市群间和内部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竞争关系主要体现
在要素、市场、政策等方面。例如，近年来我国珠三角城市群频频出现民工荒现象，而作为劳动力主
要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同样面临着用工紧张的情况，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东南沿海城市群与
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之间存在着劳动力的争夺。面对着东部沿海城市群获得的国家优惠政策，中西部地
区的城市群也纷纷向国家申请扶持政策，希望通过政策红利来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在招商引资方
面，西部城市群更是打出各种政策优惠，土地、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城市群内部的城市
竞争更为激烈，由于空间地理的临近，各城市纷纷争夺优势产业的优先发展的时机、争夺各种政策试
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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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群的崛起与协调发展(2013)》研究团队实力雄厚，研究结构体例完
善，主要研究内容前沿，现实意义重大。研究成果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中国区域发展
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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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很好，帮别人买的，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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