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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促进中部崛起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国家发改委昨日正式发

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三五”规划》，明确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

重大意义

发展大势所趋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是 社 会 高 度 发 展 和
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空间结构布局中
的重要节点。从城市功能和空间产业
布局来看，国家中心城市应具备以下五
大特征：

一是强大的聚集作用。国家中心城
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和枢纽，具有
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综合实力，形成
人口的聚集地、企业的聚集地、产业中心
的聚集地，特别是在产业发展方面，如金
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和交通中心
等，使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产业体系中
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

二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家中心城
市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又是国际
贸易中心，因此必然拥有较高的地区生
产总值，具备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三次
产业体系合理，第三产业逐渐繁荣，成为
国家中心城市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

三是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国家中
心城市是经济、科技和文化的集聚地，更
是人力资源集中区，是人流、物流、资金
流和信息流的高度集散地，主要体现在
科研环境良好、创新要素众多、科研院所
和人才云集、科技成果突出等方面，不间
断地开展观念创新、科技创新、经济制度
和体制创新。

四是完备的网络辐射体系。国家中
心城市拥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发达
的交通网络体系、密集的金融机构、高质
量高水准的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城市化
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资金、人才等社
会资源，拉动地方消费，辐射周边区域。
经济外向度比较高，在国内、国际市场竞
争中也具有很大优势。

五是良好的生态环境。空气质量、
水资源、城市绿地、城市交通、污染防治
等主要生态指标均达到宜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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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意义无须赘言，
社会学家认为，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时
代的来临，一个国家的地位，不再是由某
一区域大小来定，而是由特大城市的地
位所决定。从数据来看，早在 2000 年，全
球 GDP 的 90%已由城镇生产，而这 90%
中，又有 50%以上是由特大城市或大城
市，抑或国家中心级别城市生产，其中科
研、金融等高端服务 70%以上为“国家中
心城市”所为。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是 国 家 经 济 的 聚 宝
盆 ，任 何 发 达 国 家 在 制 定 政 策 时 ，都 不
忘 建 设 数 量 相 适 应 的“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体 系 ”。 如 德 国 的 柏 林 、法 兰 克 福 ，法
国 的 巴 黎 、里 昂 ，美 国 也 有 十 几 个“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 从 中 国 来 看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的 建 设 是 分 批、分 级、分 类 规 划 和
建设。

从意义上看，国家中心城市是现代
化的发展范畴，是居于国家战略要津、体
现国家意志、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
展、跻身国际竞争领域、代表国家形象的
特大型都市。国家中心城市与中国新型
城镇化建设密不可分，是实现“城镇化质
量明显提高”、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
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一环。早在 2007 年原建设部上报

国 务 院 的《全 国 城 镇 体 系 规 划
（2006—2020 年）》中 就 提 出 了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在其
名词解释中指出：国家中心城市
是中国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
心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发展外
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
的对外门户，表现为全国层次的
中心性和一定范围的国际性两
大基本特征。

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概念，改
变了中国传统的直辖市、省会城
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城镇体系
格局，使“中心城市”成为全国城
镇体系金字塔的“塔尖”。此后
逐步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视野的
分别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重庆。在 2010 年 2 月中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
体系规划（草案）》中，由国家层
面肯定了国家中心城市在中国
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选择原则大致有三：
一是坚持与国家战略布局相统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居国家城镇体系最顶端
的城市，肩负着带动周边大区域发展、代
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等重任，除了与自身
发展基础相匹配，还要符合国防安全、经
济发展以及政权统治等战略布局因素。

二是坚持与全国区域发展相协调。
目前，国家层面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已
逐渐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以深圳特区为
代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为代表的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均衡协
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全国产
业、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自东向西地转
移和扩散，国家中心城市通过自身综合
实力的大幅提升，集聚周边区域优势资
源，辐射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发展，形成
东、中、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是坚持区域分工合作、产业互补的
原则。任何一个国家中心城市都不是孤
立的，必须与周边地区密切合作，按照分
工合作、产业配套、产业链互补的集群发
展模式进行功能划分，形成城市集群效
应，而中心城市成为该集群的“领头羊”。

从概念上讲，国家中心城市
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区域规划
发展而出现的新概念。综合全
国城镇体系规划内容、各级政府
部门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一
般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
全国性重要影响并能代表本国
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城市，它是
国家战略区域或全国性经济中
心，是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重
要功能节点，具有较强管理、控
制、整合和创新功能，在全国城
镇体系中具有核心控制作用，在
全球城市体系中具有重要功能
节点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也是一个国
家综合实力最强、集聚辐射和带
动能力最大的城市代表。国家
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状况，不仅
关乎城市自身地位的巩固和提
升，直接影响区域的协调发展，
而且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关系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
际地位。

更具体讲，国家中心城市侧
重于对国内的影响，是《全国城
镇体系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位于
中国城镇体系中最高位置的城
市。其对外在发展外向型经济
以及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这类城市有可能发
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贸
易、文化、管理的中心城市，而对
内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
功能的城市，这种功能表现在政
治、经济、文化诸方面。

国家中心城市要被放在全球城市体
系中考察其影响力和控制力，除了拥有
一般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服务和创新
等功能之外，还应当具备能充分反映其
内在特征的七大功能。

一是经济集聚功能。主要体现为经
济增长能力和商贸集聚能力，通过城市
运转的边际效应、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
市场效应，吸引周边的各种资源，使其成
为各领域网络体系的中心，发挥强大的
商品集聚功能和资源配置能力。

二是空间辐射功能。国家中心城市
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核心，具有中心引
导作用，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资
源、技术的外溢效应来辐射带动周边地
区发展，成为区域增长中心。

三是综合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
的综合枢纽功能主要体现为信息枢纽功
能和交通枢纽功能，既是国家通信网络
的主要节点，是各种知识和信息资源的
集散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信息决策
和协调服务的重要作用，又具备便利的
交通区位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区域

物流资源的集散地。
四是对外开放功能。国家中心城市

是以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文化交流为核
心的区域开放门户，代表国家参与国家
竞争与合作，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跨国城市之间
的联系，推动不同区域的资源整合。

五是文化创新功能。表现为拥有特
色的城市文化，建立有完善的创新机制，
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优势，为国家参与国
际竞争提供高端的品牌文化和知识资源。

六是管理服务功能。要能够成为区
域内的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提供合理高
效的公共管理体系，既能集聚大量高度
专业化的服务业，为区域、全国乃至全球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又拥有高水准、普惠
型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满足居民
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成为区域发展的生
产和生活服务中心。

七是生态保护功能。主要表现为资
源节约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以舒适宜
居的生态环境作为其增长和辐射的外部
基础。

名词解释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
规划》明确指出，支持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意味着郑州距离国家
中心城市的梦想更近一步。国家
中心城市这一含金量极重的荣誉，
既是顶层设计，是赋予一座城市的
发展使命，又是一座城市自身影响
力、辐射力的最好诠释，是中国综
合实力最强的“塔尖城市”。

什么是国家中心城市？它有哪
些功能、特征和定位？让我们来为
您一一解读。

国家中心城市

国际影响

彰显国际竞争力

遵循原则

选择原则性极强

五大特征

突出空间产业布局

七大功能

强调影响力控制力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国家中心城市重要标准之一

支持武汉、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强化长

沙、合肥、南昌、太原等省

会城市地位，增强要素集

聚、科技创新和服务功

能，提升现代化和国际化

水平。继续做大做强洛

阳、宜昌、芜湖、赣州、岳

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

业和服务链，形成带动区

域发展的增长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