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当前推进深度城
市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全面现代化国家，以及
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和手段。就地方发展
层面而言，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各地区和城市发展的
重要抓手和竞争的重要领域。但由于缺乏基本理
论研究和标准指导，在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和建设会
存在许多误区，城市间的盲目定位和恶性竞争也会
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做好国家中心城市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对建立相对科学的国家中心城市理论，并
以此为基础，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国家中心城市进
行跟踪评价，无论对国家整体规划还是地方具体实
施都具有重要的激励、引导和决策参考意义。基于
此，郑州研究院着手研究并创建了“国家中心城市郑
州指数”。该指数有以下几点创新：

第一，在内涵上，强调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
全国性而非地方性。指数研究课题组认为：国家
中心城市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在一些重大功能上
能够起到决策、控制、管理、服务全国的城市。国
家中心城市的评价包括综合功能上的国家中心
和专业功能上的国家中心。

第二，在理论上，坚持国家中心城市在综合
和专业功能上的全国唯一性（功能替代弹性为零
或极小）。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是国家中心城市，
关键在于评判该城市在综合功能或某项专业功
能上是否拥有全国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即
功能替代弹性为零或极小），如果满足该条件，那
么该城市就是国家综合中心或者国家某项专业

功能的中心，否则将不能被判定为国家中心城
市。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指数研究课题组梳理
并讨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并应该
在政治、金融、科技、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信
息、贸易（物流）、国际交往十大领域承担国家中
心的专业功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中心城
市十大功能并没有包括经济功能，一方面考虑到
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很
难通过几个指标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国家中
心城市的十大功能已经包括了金融和贸易领域，
可以将金融和贸易功能合并来表现国家中心城
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
中不再单独设置对其经济功能的研究。）

第三，在评估上，是从聚集度和联系度两个
维度来刻画功能的中心性。将国家中心城市的
评价体系纳入城市体系的研究框架下，结合中国
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弥补了城市等级体系和城
市网络体系框架下世界城市实证研究的不足，指
数研究课题组创新性地将代表城市自身发展程
度的聚集度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度相结合，综合测
度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性。在国家中心城市联
系度的测度中，强调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城
市网络中的联系和辐射作用，非省内或区域之间
的联系；在具体测度国家中心城市十大功能的聚
集度时，都着眼于国家中心城市对全国性高端要
素的聚集，并非笼统地考察城市的相关存量。

第四，在指标上，主要使用代表影响全国而非

区域、高端而非一般的资源、要素、主体。在理论研
究的基础上，指数研究课题组创新性地提出了与
众不同的评价视角和评价指标。集聚度体现在各
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
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
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具体来说是国家
中心城市聚集资源、要素、企业、人才等的能力，特
别强调这些资源、要素、企业、人才等来自全国性而
非区域性，高端性而非一般性。联系度体现在城
市向全国腹地进行要素和能量输出，将商品、技术、
信息、人才等经济要素，以及技术创新和先进的管
理经验传递辐射到其他地区，促进全国经济与社
会发展；具体来看是国家中心城市聚集的全国性
的高端资源、要素、企业、人才等在全国范围城市网
络中联系的广泛程度，非省内或区域之间的联系。

第五，在数据上，充分利用爬虫技术获得大
数据来精准对焦国家中心城市的具体功能。由
于城市层面国家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
法精准对焦国家中心城市的各项功能，因此，指
数研究课题组在使用国家统计数据基础上，创新
性选取了能够较为真实准确反映国家中心城市
功能的大数据，精准定位国家中心城市的各大功
能，评价指标包含了能够体现城市功能数量维的
集聚度和关注城市功能质量维的联系度。选取
内地 25个样本城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包括
已经确定的 9个国家中心城市，剩余的 11个副
省级城市和4个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对照组。

不同城市的国家金融中心指数测算结果

国家贸易中心标准化指数
城市
上海

北京

天津

深圳

大连

重庆

广州

郑州

武汉

厦门

长沙

青岛

杭州

成都

南京

西安

标准化指数
1.0000

0.9106

0.7102

0.5084

0.4393

0.4385

0.4185

0.3935

0.3651

0.3384

0.3171

0.3104

0.2864

0.2425

0.2368

0.2074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层级
国家贸易中心

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潜在的国家重要贸易中心

前不久，首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2018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秋季论坛在郑东新

区举行。论坛重磅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

政府郑州研究院 2017年度研究成果，其中《国家中心

城市视角下的郑州指数》一书首次面向全国发布了

“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指数”。该指数选取了 25个样本

城市，精准定位国家中心城市的各大功能。郑州等 9

个城市进入“潜在的国家重要综合中心”行列。在金

融、交通、贸易和物流、信息、医疗等领域功能上，郑州

均被列入“潜在的国家重要中心”层级。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

政府郑州研究院副院长、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国家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郑州指数》专著作者

之一杨东方，解读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指数，从指标

上、数据上、理论上、评估上等不同角度深入探析当

前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坐标。

国家中心城市的指数内涵分析

针对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研究，指数研究课题
组采用包括指数数据标准化方法、城市对标分析
法、聚类分析法以及耦合协调度等具体研究方法。
根据测度结果，从综合功能和具体功能层面，分为
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唯一性，具体功能上的替代弹
性为零或极小，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的合成指数位
于全国城市榜首）、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在具体的不
同功能上的替代弹性较小，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
补充和支撑）、潜在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在不同功能
上弱于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具备发展成国家重要中
心城市的能力和潜力）和非国家中心城市（与国家
中心城市集聚和联系全国的定位差距较远）四个层
级。具体各分项功能研究结论如下：

国家综合中心：北京；国家重要综合中心：上
海、广州；潜在的国家重要综合中心：深圳、武汉、
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南京、杭州、郑州。总体
而言，样本城市的国家综合中心指数总体偏低，
层级之间内部差距非常大，城市综合实力还有待
挖掘提升，大部分的分项两极分化严重，只有金
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分布相对均衡。城市层级
与城市耦合协调度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层级
越高的城市，其各项指标的耦合协调性越高，各
分项指标的协调性越好。

国家政治中心只有北京，其余城市均为非国

家政治中心城市。
国家金融中心：上海；国家重要金融中心：北

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南京；潜在国家重要
金融中心：成都、武汉、大连、重庆、无锡、青岛、厦
门、西安、郑州、苏州、宁波、沈阳、济南。国家金

融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主要看全国性金融机构的
先进性，重点在于金融服务能力和在全国的影响
力。综合来看，国家金融中心整体发展水平较
低，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发展很不平衡，各等级
金融中心内部差距也较大。

（下转七版）

ZHENGZHOU DAILY6 2018年 12月 5日 星期三 编辑 周仕金 校对 王 烨 电话 56568216 E－mail：zzrb5271＠vip.163.com专版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总表
功能

国家交通中心

国家文化中心

国家贸易中心

国家信息中心

国家对外交往中心

国家教育中心

二级指标

联系度

聚集度

聚集度

联系度

聚集度

联系度

聚集度

联系度

聚集度

联系度

聚集度

联系度

三级指标
国际、国内航线

公路、高铁、铁路干线数量
航空客运、货运量
陆运客运、货运量

海运吞吐量
国家一级港口
铁路、高铁枢纽
国家级航空港

枢纽机场
历史文化名城

博物馆、国家纪念地
国家级文化演出单位

国家级场馆
5A级景区

年均外国入境旅游人数
文化名人

全国著名文化艺术院校（四级）
文化公司数量

全国连续性文化节
文化公司联系度

前50物流公司数量
国际或全国性商品交易博览会

国家级自贸区
国家级保税区
国家交易中心
电商公司数量

前10物流公司联系度
电信业务总量
5G试点城市

信息咨询公司数量
国家、省部级重要媒体

前十名信息咨询公司联系度
前十名重要媒体联系度

政府领事机构数量
国际组织办事处

留学生数量
国际商旅人员数
国际性会议次数

对外友好城市数量
国际航线数

大学在校生总数（985+211）
留学生数

大学指数（985+211）
高校、科研院所外省招生数

高校、科研院所学术会议数量
院士

长江学者、杰出青年
中科院研究所
访问学者招录
985高校分校

境外高校合作办学

数据来源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各地统计年鉴
各地统计年鉴
各地统计年鉴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文化部网站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各地统计年鉴
百度百科

高考网、百度百科

各地政府门户网站

商务部展会网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各地统计年鉴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报告大厅

各地政府外事办
中国发展简报

各地高校官网加总
统计年鉴
ICCA

各地政府外事办
百度百科

高校官网加总
各地高校官网加总

百度百科
高校招生网站加总

学术会议云
高校官网加总
高校官网加总
中科院网站

高等学校接受国内访问学者学科专业及导师课题查询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国家科技中心：北京；国家重要科技中
心：上海、深圳；潜在国家重要科技中心：武
汉、重庆、成都、西安、杭州、南京、合肥、广
州、天津。国家科技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主
要看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潜力。从国家
科技中心总体格局来看，城市间科技实力
分布呈金字塔状，层级之间的差距十分巨
大，城市间不平衡发展现象非常显著，但层
级越低，内部差异也越小；科技中心在地区
间的分布差异很大，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
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
市群。

国家交通中心：广州；国家重要交通中
心：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潜在国家重要
交通中心：成都、重庆、郑州、南京、青岛、深
圳、长沙、杭州、天津、济南。国家交通中心
的功能和定位主要看城市在海陆空不同交
通方式的发达性和枢纽地位，并且要承担
全国物流、人流集散的功能。国家交通中
心指数整体偏低，全样本城市之间综合交
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化现象，不
同层级交通中心之间交通资源差距显著，

城市交通资源内部竞争激烈，层级较低的
城市交通发展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国家文化中心：北京；国家重要文化中
心：上海、广州；潜在国家重要文化中心：杭
州、武汉、济南、深圳、南京、西安、长沙、苏
州。国家文化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主要看城
市凝聚荟萃文化资源、创新引领文化潮流、
服务保障文化活动的能力。全国文化中心
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存在明显的层级分
化，发展很不平衡，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国家贸易（物流）中心：上海；国家重要
贸易（物流）中心：北京、天津；潜在国家重
要贸易（物流）中心：深圳、大连、重庆、广
州、郑州、武汉、厦门、长沙、青岛、杭州、成
都、南京、西安。国家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定
位主要看城市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往来
中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经济信息流通情
况，并享受国家给予的政策优惠实现贸易
自由化发展。综合来看，国家贸易中心指
数总体较低，城市内部差距较大，两级分化
严重，得分偏低的城市综合实力还有待挖
掘和提升。

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国家重要信息中
心：上海；潜在国家重要信息中心：广州、成
都、深圳、重庆、武汉、南京、郑州、天津、杭
州、兰州、厦门。国家信息中心的功能和定
位主要看城市通过主流媒体，收集、加工、
传递、发布国家重大信息的能力。综合来
看，全国信息中心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存
在明显的层级分化，发展很不平衡，信息资
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高度发达的城市。

国家对外交往中心：北京；国家重要对
外交往中心：上海、广州、西安、深圳、天津、
成都、杭州；潜在国家重要对外交往中心：
武汉、重庆、青岛、南京、厦门。国家对外交
往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主要看城市在国际关
系中活跃程度和行为能力。我国对外交往

中心总体格局东强西弱，东部城市对中西
部起到带动作用；对外交往活跃度南高北
低，省会城市对外活跃度较高，阶梯城市内
部分化严重。

国家教育中心：北京；国家重要教育中
心：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南京、西安；潜
在国家重要教育中心：长沙、长春、成都、哈
尔滨、济南、合肥、深圳、沈阳、杭州、重庆。
国家教育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主要看城市教
育水平和教育能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建设情
况。当前我国教育中心城市区位与经济发
展空间分布一致，教育价值凸显；不同层级
教育中心城市之间教育资源差距显著；教育
中心城市资源的集聚度和联系度差异巨大，
不同层级城市教育资源内部竞争激烈。

全国十强城市与郑州医疗指标数据对比
总指标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评价指数
1.000000
0.654128
0.389485
0.363711
0.285821
0.274841
0.253848
0.248672
0.234082
0.207347
0.184119

城市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西安
天津
南京
武汉
重庆
长沙
郑州

集聚度（排名）
1
2
7
3
6
5
8
4
9
14
12

联系度（排名）
1
3
2
7
4
6
9
10
8
5
11

国家医疗中心：北京；国家重要医疗
中心：上海、成都、广州、西安、天津；潜在
国家重要医疗中心：南京、武汉、重庆、长
沙、郑州、杭州、哈尔滨、济南、沈阳。国
家医疗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主要看顶尖医
疗资源的聚集和辐射能力，更加关注城

市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顶尖水平的综合、
专业医疗团队。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
多数城市医疗指标较差，城市间医疗水
平差距较大，区域中心优势明显，省会城
市和一线城市在国家医疗中心布局中唱
主角。

“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指数”诞生记
市发改委以智助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相关专业功能国家中心不同层级城市列表

功能

政治

金融

科技

交通

文化

贸易
（物流）

信息

对外
交往

教育

医疗

国家
中心

北京

上海

北京

广州

北京

上海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国家重要中心

无

北京、深圳、广州、
杭州、天津、南京

上海、深圳

北京、上海、西安、武汉

上海、广州

北京、天津

上海

上海、广州、西安、
深圳、天津、成都、杭州

上海、广州、武汉、
天津、南京和西安
上海、成都、广州、

西安、天津

潜在国家重要中心

无

成都、武汉、大连、重庆、无锡、青岛、
厦门、西安、郑州、苏州、宁波、沈阳、济南

武汉、重庆、成都、西安、杭州、
南京、合肥、广州、天津

成都、重庆、郑州、南京、青岛、
深圳、长沙、杭州、天津、济南

杭州、武汉、济南、深圳、
南京、西安、长沙、苏州

深圳、大连、重庆、广州、郑州、武汉、
厦门、长沙、青岛、杭州、成都、南京、西安

广州、成都、深圳、重庆、武汉、
南京、郑州、天津、杭州、兰州、厦门

武汉、重庆、青岛、南京、厦门

长沙、长春、成都、哈尔滨、济南、
合肥、深圳、沈阳、杭州和重庆
南京、武汉、重庆、长沙、郑州、

杭州、哈尔滨、济南、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