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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城市的发展，是以大
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发展。

比如，世界上最知名的六大城市群——以
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
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
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
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无不是依偎着一个超级大都市而兴起。

可见，作为中心的大都市的发展，对各国乃至
对世界的发展，都具有中流砥柱式的意义。

2010年 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城镇
体系规划》首次设立了国家中心城市，并把北京、
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列入其中。这些城市，均
是公众耳熟能详的一线城市或直辖市。

时隔多年后，2016 年以来，“国家中心城

市”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词。国家发改委先
后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为目标，以及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

显然，这三个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选手”闯
入公众视野，其背后的国家战略意味颇为明确。

从中国区域发展角度看，要更进一步提升
国家综合国力，实现均衡发展，拓展发展纵深，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都是必须实现的国家
战略。

在此背景下，西部先后确立了重庆、成都两
个国家中心城市层级的发展布局，为深入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了两大支点。而武汉和郑
州的脱颖而出，则可被视为是出于解决长江经
济带和中原城市群的战略需要。因此，对于中
西部发展来说，这几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布局，意

义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

都市，多是依海而兴，如新加坡、香港、东京、旧
金山、孟买、上海、伦敦、纽约等。其格局的形
成，既有受益于港口和航运业之因，亦可被视为
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格局变迁之果，某种程度
上讲，如今的世界大都市格局，正是全球化格局
的一个缩影。

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黑天鹅频飞，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这些沿海大都市作为主要
驱动力的全球化，亟待寻找新动能。

从这个角度看，新近关于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战略性安排，不仅被视作中国撬动中西部
发展的支点，作为地处“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节点城市，其发展如何为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
亦成为一个重要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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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城市使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芦 垚

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城镇规划体系设置的最高层级。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横空
出世，它们或已拥“中心”之实或正在建设“中心”的道路上疾驰。如同在原始森林中争得了最高处的天空和阳光，它们
一个个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国家中心城市不仅在观念上改变了中国城市的范畴体系和分类框架，也在中国的城市天空上绘出了一道更高更远
更壮阔的新天际线，并在深层次上重构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道路。

一次新的“提拔”和排队

首先，让我们看看已有的城市天际线是
怎样被打破的。

2010年 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城
镇体系规划》首次设立了国家中心城市，并把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列入其中。尽管
这份文件只对国家中心城市作了性质和功能
的描述，没有给出评价体系和认定标准，但从
首批入选的 5个城市看，不外乎是“北上广+
直辖市”。

但是，2016年以来，风云突变。2016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先是在《成渝城市群发展
规划》中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为目标，接着，在 2016年年底和 2017年年
初，发改委又在两份复函中把武汉和郑州纳入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序列。

与此相随，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话题再次火
热起来。迄今，坊间还在流传着10个乃至更多
的备选城市名额，于是围绕着什么是国家中心城
市、如何选拔和认定国家中心城市、以及谁能成
为下一个新晋“选手”，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本来
一直相对稳定和平静的城镇规划，一下子成为街
谈巷议的话题。而那些一直紧盯和追求此目标
的实力派城市，更是“茶饭不思”“度日如年”，成
为各种小道消息的主要策源地。

根源在于，这不是一个概念游戏，也不止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城市辛勤跋涉、努力
奋斗的认可和奖掖，更是一个城市遇到的重
大历史转机，是关于一个城市未来的规模、层
级、地位、形象和前景的制度安排。

不同于欧美和拉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
应，中国已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城市化”道路。
与西方城市化主要由市场主导、拉美城市化主
要由西方主导不同，中国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

“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构成了推进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引申言之，
最高层级的城市自有最高层级的待遇。一个
城市的地位和层级，不仅直接影响到它能集聚
怎样的资源和人口，也决定着其经济生产方式
和普通市民的精神面貌。由于名额有限，机会
难得，所以，很多城市争先恐后、全力以赴，也
自在情理之中。

新“中心地”引发双重变奏

一棵大树在森林中长得越高，就
能够获取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一个城
市在城镇规划体系中的层级越高，同
样意味着可以集聚更多的人口、资源
乃至文化财富。

简单说来，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
展，与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
所说的“中心地”密切相关。“中心地”，
可以向居住在其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
各种货物和服务。而在某种意义上，
国家中心城市就是一个容积更大、磁
力更强的新“中心地”，它的出现意味
着城市政策、战略、人口、资源的一次
重大重组，既是对每个城市的重新认
定，也是一次全局性的再造。

先看空间。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角度看，目前的一大任务是补中西部和
东北这两大短板。为此，国家制定和实
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
三大战略，并设立了成渝、中原、长江中
游、哈长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但由于城
市化水平普遍较低，首位城市积累不
厚、动能不足，因此特别需要通过提升
首位城市层级，来实现“大马拉大车”。

在此背景下，西部先后确立了重
庆、成都两个按国家中心城市层级安排
的城市，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确
定了两大支点。而此次武汉和郑州的
脱颖而出，则可被视为是出于解决长江
经济带“中部塌陷”和中原城市群“缺乏
支柱”的战略需要。长江中游城市群涉
及4个省，中原城市群涉及5个省，它们
一直处于“群龙无首”和“行政割据”状
态，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和
建立高效的市场分工协作机制。在两
大国家级城市群各布局一个国家中心
城市，对于结束此前的局面非常必要。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人是
空间的存在物，城市是当代人最主要的
生产生活场所。一个国家的城市天际
线有多高，每个城市的视野和事业才会
有多大。从第一次设置国家中心城市
开始，中国城市天际线的最高点已从5
个、6个扩展到8个，这8个高点连同其
四周众多的次高点，共同支撑起了一片
更高更远的城市穹庐，绘出了中国新型
城镇化的整体空间蓝图。未来的中国
人将在这里仰望更高的星空、放飞更高
的梦想，成就更非凡的伟业。

再说经济。当今世界的城市化是
以大都市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在这
个进程中，大都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越来越具有中流砥柱的意义。

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 2016》研究，目
前中国36个大都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已
占到了全国的41.06%。国家中心城市
作为“大都市中的大都市”，其重要性更
无须赘言。人口和经济总量是衡量城
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人口方面看，
2015年中国人口为 137462万，8个国
家中心城市的人口总量达 13971.35
万，占比为 10.1%。从经济方面看，
2015年全国GDP为689052.1亿元，而
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GDP总量已达到
126917.91 亿元，占比为 18.42%。尽
管一些城市从单个说来经济实力和人
口总量也颇具分量，如深圳、苏州、杭
州、南京、青岛、宁波等，但与国家中心
城市相比，它们中的大多数其地位和影
响力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目前 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
布局，东部和中西部平分秋色，对于后
者无疑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基础理论研究亟待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个国家中心城市前，都使
用了“建设”二字，但是，又没有给出建设标准。在
此背景下，人们只能从各种文件中去寻章摘句并发
挥想象，这为各种过度阐释的滥觞大开方便之门，
在当下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和歧义。

比如，有人提出“两级三类”说，把国家中心城
市分为综合性国家中心城市（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全
球城市和国家影响力的综合性国家中心城市）和特
色性国家中心城市。表面上看，这自成一家之言，
但实际上颇可推敲。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市场、信
息、服务、文化、人口均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很难说哪
个城市的影响是全球的而哪个城市的影响限于本
土，不同城市的全球影响力只有量的差异，并无质的
区别。其次，把国家中心城市分为“全球中心”和“国
家中心”很不恰当，这既不符合当今中国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现实，也违背了开
放发展的理念，更忽略了国家中心城市必定要走在
开放发展最前沿的基本使命。再次，“特色性”一般
比较适合描述中小城市，在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塔
尖”上，尽管城市也各具特色，但更重要的是其枢纽
和综合功能，把“特色”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目
标，明显有悖于其设置初衷。这都是由于基础理论
研究不足造成的。

国家中心城市开始设置至今已过
去 8年，但我们的政策和研究却明显
滞后，就此而言，立足于国家战略和已
有的 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经验，开展
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心城市基本理论研
究并建立权威统计和评估系统，避免
国家、城市、学者和媒体自说自话乃至

“另搞一套”，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
理论与实践问题。

原载于3月8日《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

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国家“十三
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
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武汉城市建设特色鲜明 成都产业发展基础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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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已成为中原崛起的龙头 郑报融媒记者 宋 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