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不假，但郑州并不是火车到来之后
才建成的城市，而是一座有着 5300
年城市发展史的历史古城。”中国商
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说，从历
史角度来讲，郑州是中国第一古城，
郑州所在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国家
的最核心区域，郑州作为国家中心
城市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三皇五帝时
代，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典《质誓》就
是在这里诞生的，至今郑州在全国
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都比较突出，
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随着
郑欧班列、“米”字形高铁、郑州航空
枢纽建设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巩固
了郑州的核心城市地位，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是有着丰富存量资

源的。
宋向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未来世界会逐步由海
权时代过渡到陆权时代。在陆权时
代，郑州的铁路交通枢纽的优势将
得到充分彰显，如今郑欧班列的
快速发展势头就充分证实了这一
点。而且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郑州
未来发展潜力会变得更大，发展机
会也会更多。“随着众多国家战略
落地郑州，众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落地中原，郑州发展又获得了大量
的增量资源。”宋向清说，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越来越稳
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也并不遥
远，必然再造“东京梦华”式的中
原奇迹。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步伐越来越稳健
——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

“物流服务是城市居民最基本的
服务。那么物流服务体系是城市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议把物流规划
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所有的规划当
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贺登才说，消费、产业发展乃至一个
城市的正常运转，都需要物流业来支
撑，因此一个合理的物流服务体系规
划对一个城市尤其重要。

郑州地处中部，本身就是一个货
物转运的城市，因此科学的物流规划
对我们更为重要。货物如何从外地
运到城市周边，商场周边还需要一
些临时的仓库，最后还应该有末端

的网点，只有形成完整的物流体系
才能实现正常运转。比如说我们
的产业物流，应该和产业所在地紧
紧联系在一起，尽量避免物流穿城
的问题。其次是信息智慧的应用。
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最大程度
降低物流成本，从而形成产品的价格
优势。

同时，物流业发展也非常考验城
市的治理能力，决不能用一刀切的方
式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中的很多问
题，诸如卖菜难、买菜贵的问题，归根
结底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一个城市
要想建成宜居城市，便捷的物流体系
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支撑。

把物流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
入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也
要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谋划自己的
定位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实
现高质量发展是国家中心城市要
承担的必然使命和发展的必由路
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
域治理所所长杜宝东认为，对于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来讲，首先是要更
生 态、更 创 新、更 宜 居、更 开 放、
更 精 细 ，用 创 新 的 思 维 、精 细 化
的治理能力来解决发展中不断出现
的问题。

杜宝东表示，更生态是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时代四轮
驱动将是生态、文化、创新、服务。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满足人们对

优质文化体验的需求，提升城市文
化，塑造城市特色。同时要满足人
们对优质环境体验的需求，将有生
态的地方，变成“有风景”的地方，造
就有新经济的地方。这其中包含大
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问题，城市应
该回归小街区、密路网、交往性的社
区，用公共服务要解决基本公平问
题，用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
优质服务体验。

此外，杜宝东还建议，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应当推动高质量的区域
化，不论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病还是
为了实现经济协同发展，核心城市
都需要有序疏解功能，这就需要与
周边城市形成更加紧凑的关系，形
成圈层布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必由之路
——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治理所所长杜宝东

“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等级最高
的城市，一定会吸引资本、技术、人
才和劳动力的聚集，很容易产生大
城市病，会面临诸如交通、环境污
染、房价等等问题的困扰。而打造
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有
利于减少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
的大城市病问题。”北京大学首都发
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说。

城市的空间结构到底怎么样，
取决于城市的规模，城市规模达到
一定程度，多中心一定是未来的趋
势，我们称之为网络化大都市阶
段。世界范围内由大城市区域板块
主导的结构，已经取代了原来的形
式。多中心结构有紧密的经济联

系，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节点。
城市不断变大是不可阻挡的进

程，但是中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
继。多中心、网络化结构已经成
为国际大都市的空间发展规律，
已经成为解决单中心聚集的必然
选择。有个说法叫一个最好的城
市交通是没有交通的交通，就是
通过实施职住优化与分工协作、
区域合作等方法，减少人们的来
往奔波。郑州是省会，是经济集
聚力较强的地方，未来的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必将带来更强的资
源集聚，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势在
必行，这是未来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必然选择。

应打造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
——访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

“郑州应当抓住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这个契机，加快破解现代城市病。”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从
交通角度，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提出中肯建议。

陆化普说，都市圈是以核心城市
为中心，通勤范围为空间区域，由若
干城镇组成的“通勤圈”，城市群则
是若干都市圈、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聚集而成的城市集团。国家中心城
市的交通使命，就是要破解交通拥
堵、实现节能减排，提高服务品质，建
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
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他建议郑州
抓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难得的
机遇，通过“调整结构、改变行为”，

破解城市交通难题，构建无污染、不
拥堵、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支撑生态、智
慧、创新、宜居、特色的现代化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

陆化普认为，实现交通枢纽与周
边用地的一体化开发是建设生态城
市和绿色交通系统的关键。从交通
角度调整城市结构，应该构建多中心
组团城市，各组团范围内实现职住均
衡，“物理形态多中心，功能布局多中
心”。比如推进混合用地，杜绝大规
模卧城建设，完善生活配套，建立5分
钟日常生活圈，同时推进TOD开发模
式,即“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实现交
通与用地的一体化。

构建多中心组团破解现代城市病
——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国家的中心城市中，每个城市
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建设起来才
是百花齐放。郑州的特色就是悠久
灿烂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
产。”原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
博院院长李伯谦说，在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时候，文物一定要发挥应有的
作用。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会成为
我们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大助力。

我们郑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郑州是中国的八大古都之一，
而且是八大古都之首，因为是商朝第
一个建立起来文明的所在地。郑州
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天地之
中的历史建筑群，一个是大运河通济
渠的河段。此外还有全国的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74处 80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131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26处。郑州地区是华夏文化形成的
起源地区，是华夏传统文化体系形成
发展与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核心地
区，保护好文化遗产是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重要方面。首先建议郑
州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谋划中，提
前规划文化遗产应当如何发生作用，
应该有一个集思广益的决策。其次，
郑州商城是我们最早建立的一个都
城，建议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做个结
论，看是哪一年，找一个日期，作为我
们全市的节日，举行各种各样的活
动，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影响力。

保护文化遗产提升城市影响力
——访原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李伯谦

“所谓国家中心城市，是对一定
区域具有影响力、有辐射带动作用的
城市，城市规模越大，实力越强，它的
辐射范围就越大。”原国家宏观经济
研究院国土所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
会理事长肖金成认为，不论从城市建
成区面积还是人口密度来讲，目前的
郑州都能称得上是一个大都市，已经
发展到了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阶段，
在郑州的辐射和带动下，中原形成一
个规模越来越大的都市圈，或者叫郑
州都市圈。“尤其是伴随着郑东新区
和航空港区的崛起，郑州市的空间结
构变得比较合理。”肖金成说，郑东新
区聚焦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航空
港区则致力于港口、产业、城市一体

化，它们和老城区一起形成组团效
应，让郑州整个大都市架构变得非常
合理。

肖金成认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还应当和中原城市群的其他
城市加强合作，要和周边城市形成
一定的分工，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强
化郑州的核心城市功能。比如说，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郑州
产业肯定要不断升级，就要逐步推
动低端产业向周边区域转移。同时
要重视郑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和
带动力，郑开一体化进行得很好，和
新乡、许昌等城市的一体化也要加
快推进，不断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
范围。

郑州要不断增强辐射带动作用
——访原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所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

“中心城市应该是一个特色城
市，必须要有特色，才能立足。”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
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城市规划突
出中心，是中国城市的特点。我们中
国这样的规划，一定要有中心城市，
各种优质资源都会向中心集中，这就
容易形成大城市，我们周边千万级的
城市已经有很多了。很多城市为了
扩大城市体量，就会兼并周边的县。

大城市发展有很大的吸引力，也
就是大家常说的虹吸效应，吸引力是
肯定的，但也会造成很多问题，诸如
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大城市病。我们
要让城市更美好，一定要从城市体系
构建上提前考虑谋划，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更是如此。世界上一些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地方，并不是大而全的，
比如剑桥建在一片沼泽地里，斯坦福
也就只有 5公里。我们城市功能不
要太全，应该突出特色，构建一个功
能互补、体系完善的城市体系。我们
现在有一些大城市开始实行资源转
移，像北京要转移，这是很好的。我
们要转移的这些优质资源，会助力另
一个地方的发展。

我们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
要仅仅着眼郑州，应该着眼于洛阳、开
封这一中原城市群，应该是一体化
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形成一
个功能连绵区，这样的城市群才可以
走入世界高地！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仍要突出特色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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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意献良策 让城市更美好
本报记者 侯爱敏 聂春洁 文 宋 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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