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榆次
一体化的波折过程

太原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建
庭评价说，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太原
城市群启动较晚，具体实施推进较慢，整
体尚未突破性进展，仍处在起步阶段。

应该说，这种评价切合目前太原城市
群的现状。

太原城市群的关键点在太原榆次一
体化，“太榆一体化”的提出是比较早的。
上世纪90年代，“太榆一体化”率先由理论
界提了出来。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维
胜，曾做过关于太原晋中合并的课题，课
题中系统地介绍了二者合并的利好和可
行性。

2002年 5月，山西省委做出了太原市
与晋中市加强经济区域合作的指示。

同年 6 月，太原与晋中区域合作启
动。太原和晋中首批签订协议书两份，另
外签订了8份合作意向书。

2006年，山西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建
设太原经济圈”的决策，同时启动了太原
经济圈规划编制工作。

2007 年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在人大
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太原与榆次同城化的
设想，“太榆同城化”写进了政府工作报
告。

2009 年 11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明确提出，
要以太榆同城化为中心，将太原城市圈建
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与技术创新
基地、山西省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具有
浓郁地方文化特色和较强辐射作用的现
代化城市圈。

2010年 6月，袁纯清就任山西省委书
记之后，在太原调研期间，认为“太原空间
和产业发展空间有限，没有自己的腹地，
需要重塑核心竞争力”，并提出将太原“建
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大都市”。

之后，太原城市群的讨论又成为一时
的热门话题。

2010 年 6 月 18 日，《太原城市群和经
济圈发展研究》成为山西省19个转型发展
研究课题之一，由时任省委常委、太原市
委书记申维辰牵头。

2010年 7月 20日，太原城市群发展研
究座谈会召开，太原、吕梁、晋中三市领导
及三市发改、规划、国土等部门负责人到
场，首次就发展太原城市群进行讨论。

同年 7月 29日，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
抵晋，召开太原、晋中、吕梁三市相关负责
人参加的太原经济圈和工业布局座谈会，
力求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

梳理太原城市群的决策、实施过程，
给人的感觉是议论得多，进入实质性操作
层面的东西少。魏建庭评价说。

太原市委办公厅调研员李树人总结
太原榆次一体化的成果，也很谨慎。

2002 年 8 月 26 日，太原、晋中分别在
太原、平遥举行了“太原——晋中旅游专
线开通典礼仪式”，互通了旅游专线车。

2002 年 12 月 3 日，太原、晋中两地互
通了共 30 台公交车，太原 15 台，晋中 15
台。目前日运营车辆增加到80台。

太榆城市路网全面对接，煤气同城供
应，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在2008年年底实现
了对接。

尽 管 成 效 不 明 显 ，但 毕 竟 迈 出 了
几步。而这几步，也可能决定了今后
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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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卢展工：郑州要勇于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比、与全国先进的大城市比

太原城市群：《加快太原城市群和经济圈发展研究》初稿把太

原城市群和经济圈定位为：国家新能源建设服务中心、世界不锈钢和镁合
金深加工基地、世界级煤机生产基地；华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物流、
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集散中心；全省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创新中心。将
太原、晋中、吕梁、忻州的24个市县纳入太原城市群和经济圈中。这24个
市县包括：太原市10个县；晋中市榆次、寿阳、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
石、榆社；吕梁市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岚县；忻州市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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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三代京华，五代陪都”，拥有 2500 年
建城史。

晋中，晋商故里，因产生过全国第一家金融
机构日升昌而闻名。

两个城市，相距20多公里，地缘相近，文脉相
通。近些年，因地域空间的限制，太原向南拓展，
晋中向北挺进，两个城市间联系越发紧密。20多
年来，有关“太原榆次一体化”的议论、行动，其间

的错综纠结，中间的起起伏伏，耐人寻味，反映了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也给人启
示，体制的束缚一旦打破，城市发展的活力就如
同决堤之水，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

太原地处晋中盆地的北缘，西、北、东三面环
山，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形，“簸箕口”正对的，正是
晋中平原。由于太原东西北三面高山阻隔，南拓是
太原发展的唯一选择。

南拓，就碰到了晋中。
而晋中市的所在地榆次区，向东及向南均不宜进

行大规模建设，环城东路以东地区地质灾害严重、环
城南路以南基本农田分布集中。山西省城乡规划设
计研究院的报告称，榆次以西北向拓展为宜。

这就决定了晋中要向北发展，就与太原南下的
思路相接轨。太榆一体化有一种不谋而合的天然
特质。

太原、晋中相距20多公里。太榆自古一家，从秦
朝开始直到1949年，榆次一直属太原管辖。地域上
紧密相连，文化上千年传承，两地民风民俗十分相
似。太原榆次一体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然而，在融城的思路上，太原、晋中差异甚大。
太原倾向于将晋中的榆次等区县在行政上加

以调整，拓展自己的发展腹地，也就是把榆次划归

太原管辖。
但，晋中并不认可这个思路。
一位晋中官员说：“这一思路是太原方面一厢

情愿，与晋中思路不一致。”晋中始终坚持在不打破
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实现太原、榆次两地同城规划、
一体建设、错位发展，打造核心区整体优势。

晋中所管唯一的一个区就是榆次，又是晋中市
所在地，榆次在晋中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而且，
榆次经济实力在晋中举足轻重，榆次经济总量占晋
中 15%左右，是晋中第三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第
三产业的比例达到 60%~70%，是山西省产业转型
的典范。

所以，“将榆次划入晋中的提法不科学、不妥
当。将调整行政区划作为经济圈建设的手段，不仅
操作难度较大，而且会极大地挫伤合作一方的积极
性。”这种意见在晋中具有普遍性。

行政区划的纠葛，成为太原与晋中难解的命题。
然而，太榆一体乃大势所趋，魏建庭说，这层纸

迟早要被捅破。

太原榆次一体化之惑22

城市的发展必须立足其阶段性特征，
不能好高骛远，这就是务实。太原的务
实之处就是对其发展现状的准确认识。

有专家认为，太原已经开始了郊
区化进程，但是还没有进入郊区化时
代。太原市还远没有发展到人口大量
自发地迁离中心城区的阶段，中心城
对居民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人口
和产业仍然向太原市积聚。

太原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
建庭认同这个观点。

魏建庭说，目前，太原市在经济组
织、对外开放、产业转型、文化发展等
方面对周边城市和区域的辐射带动作
用依然不够。

魏建庭分析说，从世界范围内来
看，经济区有 5个发展阶段，即强合阶
段、外溢阶段、布网阶段、整合阶段、耦
合阶段。从太原市的经济发展现状来
看，太原仍处在第一个阶段即强合阶
段，他的结论是，太原自身发展仍然处
在“吃不饱阶段”，把自身做大做强，是
太原目前最迫切的要务。

从各方面的资料看，也印证了魏
建庭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
竞争力蓝皮书，2010年太原综合排名
65位（2005年为59位、2006年为64位、
2007 年为 68 位、2008 年为 68 位、2009
年为60位）。

太原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相比
较，经济规模最小，城市综合竞争力也
处在下游水平。

建设太原城市群，首先要把太原
自身做强。这一观点在太原上下形成
了广泛的共识，这体现了太原人的务
实的一面。

此际，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颇引
人注目。政声颇佳的原太原市委书记
申维辰调任中宣部副部长。2010年 9
月 29日下午，太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
会，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汤涛宣布
中央和省委的决定：陈川平任山西省
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陈川平，是从企业里一步步成长
起来的干部。1962 年 2 月出生，山西
省平陆县人。从1982年参加工作之日
起就在太钢工作，先后担任过技术员、
副段长、车间副主任、主任，2000年任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1年任太钢董事长。

在陈川平任上，一个籍籍无名的
钢铁企业——太钢，一跃而成为全球
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是山西省为
数不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优势产业。因成绩突出，2008年 1月，
陈川平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

就在 9 月 29 日召开的会议上，省
委书记袁纯清也到会讲话。太原市委
的一名干部认为，这个举动透露出两
个信号：山西省委对太原的重视、对这
次干部调整的高度重视。

就在这次会议上，袁纯清给陈川
平的评价甚高。他评价说，陈川平曾
长期在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主要领导，2008年 1月后任副省长，是
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陈川平同志政
治素质好，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工业
经济工作，实践经验和管理经验比较
丰富，组织领导能力比较强。思想解

放，思路开阔，改革创新精神强，有驾
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工作热情高，务
实敬业，处事冷静、果断，执行力强。

2010年 11月底，陈川平率队赴西
安、郑州市进行考察。11月 30日到 12
月 2日，对西安的曲江新区、西安高新
区、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进行了考察。
12月 3日至 4日，对郑东新区、郑州的
产业集聚情况进行了考察。

这次考察，给陈川平震动很大。
太原日报跑时政线的记者杜星亮说。

最全面反映陈川平施政理念的是
随后召开的太原市委九届七次全会。在
2010 年 12 月 24 日～25 日召开的全会
上，提出了“建设一流的省会城市”的目
标。具体而言，分为三个重点，建设“一
流的新兴产业基地”、“一流的自主创新
基地”和“一流的现代宜居城市”。

——建设“一流的新兴产业基
地”。把发展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下
工夫壮大规模、提升水平，形成一批一流
产业集群。要建设世界一流的“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世界一流的“以不锈钢和
镁合金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集群”和全国
一流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环渤
海和黄河中游地区现代物流中心”、“华
夏文明看山西的旅游中心”、“国际性的
专业会展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

——建设“一流的自主创新基
地”，紧紧抓住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带来的机遇，形成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
高科技企业，构筑绿色产业发展模式，
努力建设全国一流的自主创新基地，
成为全省转型跨越发展的引擎。

——建设“一流的现代宜居城
市”，就是建设一流新城，建设蓝天白
云之城，建设青山绿水之城。在城市
南部、汾河两岸建设国际一流、组团式
布局的新城，5年初具规模、10年全部
建成。新城建设要成为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精品，成为承载现代文明的传世
之作，成为“第三代城市”的典范。

陈川平说，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
地看，先发制人是优势，后发制人更有力
量。我们现在落后了，但落后并不可怕，
只要坚定信心，充分借鉴他人经验，博采
众长，扬长避短，把后发优势发挥到极
致，一定可以后来居上，实现赶超跨越。

陈川平自信地表示，不要怕暂时
的落后，只要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方
法对头，再有一大批立说立行、敢闯敢
拼的干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就一定
能够比其他城市干得更好。

一切都是围绕做强太原自身。
太原，“三面环山，汾水中流”。沿

汾河两岸，太原修建了大型公园，记者
7 月中旬在太原采访，在汾河公园徜
徉，只见河面宽敞，河水清澈，两岸绿
树成荫，鸟语花香，陪同的太原日报副
总编徐大为说，这里是太原人休憩、放
松的绝佳胜景。汾河公园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修建，太原人立足现实，坚忍
而行，条件成熟了就向前推进一步，一
直到现在修了十几公里。

这是太原人精神的集中体现。在
推进太原都市圈建设中，也充分体现
出了这种务实和坚韧。有了这种务实
和坚韧，太原一定会“后来居上，实现
赶超跨越”。

务实而坚韧的太原夯实自身33太原的务实与坚韧
本报记者 陶玉亮 文 李焱 图

芦苇荡漾、鸟鸥翔集的汾河景区湿地公园，让太原这座城市别有一番韵味。

山西太钢，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企业，有力地提升了太原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长风街附近高楼林立的住宅区，让太
原充满现代化魅力。

太原多次举办大型机械设备展览会，
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的设立，助推山西煤业快速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