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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江三角洲地区位于我国沿海和长江 T 型经济带的交汇处，是我国经济社会最发达、人口和

产业最密集、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在不久的将来，长三角城

市群也将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和美国的波士华、日本的东海道城市群并驾齐驱。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速发展，有

赖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交通体系的改善。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加速实现城市群的一体化，而且有利于推动

整个城市群的同城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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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定位与经济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 8 个地级市

(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和浙江省

的 7 个地级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

共16 个地级以上行政区，共有大、中、小城市 50 多个，1000

多个建制镇，总面积 110115 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1． 15%。2009 年，户籍人口 8450． 70 万人，占全国 6． 33%，

GDP59978．93 亿元，占全国 17． 61%。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

市，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下，上海都市圈的半径越来越大，逐

步和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融为一体，发展成为长三角

城市群。该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一核三

圈四轴”的空间结构，即以上海为核心，形成了上海、南京、

杭州三个都市圈以及沿海、沿江、沪杭、宁甬四大发展轴。

四大发展轴已经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集聚区，也是全

国最密集的城镇连绵区。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定位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

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图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示意图

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

群的定位第一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出现，不仅体现了长三

角城市群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也表明要在世界级城市群中

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五个:一

是以纽约为核心的波士华城市群;二是以东京为核心的日

本东海道城市群;三是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

群;四是以芝加哥为核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五是以伦

敦为核心的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从经济总量看，波士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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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群。

表1 世界主要城市群基本情况

(2007 年)

世界城市群
总人口

(万人)

总面积

(平方公里)

GＲP
(ppp 百万美元)

波士华城市群 3720. 43 71812. 46 2330192． 00
五大湖城市群 2993. 12 72963. 00 1308984． 70
东海道城市群 5552. 72 37591. 63 1974860． 46

英国中南部城市群 2018. 08 15983. 30 889201. 20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2489. 26 29406. 80 1150966. 00

长三角城市群(2009) 8450. 70 110115 882043(GDP)

数据来源:波士华、五大湖、英国南部、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数据来自 OECD
统计数据库，网站 www． stats． oecd． org。日本数据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网址www． stat． go． jp。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 年数据，汇率6．
8 元。

中国现已形成十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居十大

城市群之首，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高居第一。据

统计，2009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 GDP 高于屈居第二位的京

津冀城市群 26000 多亿元(详见表 2)。中国人口最多，经

济总量已列世界第二位，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群，理当在

世界城市群中榜上有名。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城

市化水平提高以及城市群空间的外延拓展，长三角城市群

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有可能高于波士华城

市群，成为世界第一。

表2 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城市群名称
面积

(万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市域 GDP
(亿元)

长三角 11. 01 8450. 70 59978． 93

京津冀 18. 25 7344. 55 33532. 56

珠三角 5. 50 2967. 02 32147. 00

山东半岛 9. 35 5090. 47 25305. 47

川渝 22. 38 10102. 84 18450. 14

辽中南 9. 69 3128. 68 15033. 36

长江中游 14. 05 5891. 89 12008. 48

中原 5. 68 4209. 25 11002. 38

海峡西岸 5. 59 2623. 10 9892. 49

关中 7. 47 2562. 05 5440. 32

合计 108. 98 52370. 55 222791. 13

全国 960. 00 133474. 00 340506. 90

占全国比重(%) 11. 00 39. 24 65. 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

(二)长三角城市群的要素聚集和外延拓展

从长三角城市群与波士华城市群的比较来看，无论是

经济总量，还是占全国的比重，都远低于波士华城市群，也

低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波士华城市群经济总量占美国

的比重 23． 1%，比长三角城市群高 7． 2 个百分点。人口占

全国比重高出 11． 2 个百分点。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在全国

的集中度并不高，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像南通、宁波、

湖州、嘉兴、镇江、扬州及众多县级市都有经济规模扩大和

人口数量增长的空间。

表3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基本情况

名称 人口(万人) 土地(平方公里) GDP(亿元)

上海 1400. 70 6340. 00 15046. 45

南京 629. 77 6582. 00 4230. 26

苏州 633. 29 8488. 00 7740. 20

无锡 465. 65 4788. 00 4991. 72

常州 359. 82 4385. 00 2519. 93

镇江 269. 88 3847. 00 1672. 08

扬州 458. 80 6634. 00 1856. 39

泰州 503. 98 5797. 00 1660. 92

南通 762. 66 8001. 00 2872. 80

杭州 683. 38 16596. 00 5087. 55

宁波 571. 02 9817. 00 4329. 30

湖州 259. 17 5818. 00 1101. 83

嘉兴 339. 60 3915. 00 1918. 03

绍兴 437. 74 8256. 00 2375. 78

舟山 96. 77 1440. 00 535. 24

台州 578. 47 9411. 00 2040. 45

合 计 8450. 70 110115. 00 59978. 93

根据日本的经验，伴随产业高度化，人口与经济要素

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近二十年，日本经济要素继续向东

海道城市群集中，尤其是加速向京滨都市圈集中。这是因

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性较低，对人才的依赖

性强，对交通尤其是对国际交通的依赖性更强。各公司总

部、各大银行、各大研究咨询机构纷纷向东京圈聚集。长

三角城市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世界性的产业转

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要素向长

三角城市群聚集的态势不会改变。虽然，一些低附加值、

耗能高、占地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会向中西部转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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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并不大。因为，相当数量的产业是外向型的，如服装、

家具、日用品等，区位敏感度高。此外，在长三角已形成产

业集群，除非集群整体转移，单个企业很难独立行动。

城市群的范围是动态发展的。在长三角城市群的西

部，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城市群正在形成，范围包括合肥、

芜湖、马鞍山、滁州、铜陵、池州、安庆、淮南、蚌埠、陆安。随

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规模的扩大，与长三角城市群将

融为一体。浙江南部以金华、义乌为中心，包括温州、丽水、

衢州等地级市和一批县级市，苏北地区的淮安、宿迁、盐城

等城市将与长三角城市群实现融合与对接。这些城市密

集区与长三角城市群将共同形成“大长三角城市群”，或称

“泛长三角城市群”。毋庸置疑，将超过波士华城市群和日

本东海道城市群，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群。

(三)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功能分工

城市群的重要特征是交通发达和城市的功能分工。

在城市规模较小，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每个城市都是小区

域的中心，也就是说内部联系密切而对外联系薄弱。城市

规模的扩大与交通越来越便捷，必然经历激烈竞争的阶

段。随着都市圈的形成，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各城市逐渐成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功能性城市，成为城市

群网络的一个节点，承担着城市群的一定功能和分工，竞

争趋于弱化，合作趋于强化。这是竞争的结果，也是人们

理性的选择。长三角城市群正处于城市分工逐渐明晰的

阶段。在城市群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区位劣势在弱化，

而成本优势在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分工更加明

显，有利于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国务院批准的《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对各城市的分

工进行了初步的划分:

———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国际竞

争力较强的产业创新基地和科技研发中心、面向长三角、

服务全国的商务中心、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都

市。

———南京: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长江

航运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

区发展的重要门户。

———苏州:高技术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创新

型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

———无锡: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服务外包与创意设

计基地和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职业教育中心、旅游度假

中心。

———杭州: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

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

心。

———宁波: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港

口城市。

———常州: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和重要的创新型城市。

———镇江:以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

子信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物流中心和旅游文化

名城。

———扬州:以电子、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

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生态人文宜居城市。

———泰州:以医药、机电、造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长江南北联动发展的枢纽、滨江

生态宜居旅游城市。

———南通:以海洋装备、精细化工为主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和综合性物流加工基地，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

城市。

———湖州:高技术产业引领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文化

创意、旅游休闲城市，成为连接中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

———嘉兴:高技术产业、临港产业和商贸物流基地、运

河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

———绍兴:以新型纺织、生物医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城市。

———舟山: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海洋渔业等为重点

的海洋产业发展基地，与上海、宁波等城市相关功能配套

的沿海港口城市。

———台州: 以汽摩、船舶、医药、石化为主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成为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目标就是通过分工合作，进一

步密切相互间的经济、技术、文化联系，促进要素流动和功

能整合，发挥同城效应。全面加快现代化进程，构建以特

大城市与大城市为主体，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网

络化城市体系，使发展更加协调，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

的空间格局;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努力提升南京、苏州、无

锡、杭州、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水平，走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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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路，成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

二、上海: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和龙头城市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中

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

中部的长江口，拥有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最大的工业基

地。土地面积 6340. 5 平方公里，2010 年常住人口 23019148

人，其中户籍人口 1412 万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闪耀全球

的国际化大都市，并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

心。

据《参考消息》报道: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一份

调查，到 2025 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十个城市中，中国

占有九个。上海、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

成都。未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三个城市为上海、北京和纽

约。到 2025 年，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将是纽约、东京、上

海、伦敦、北京、洛杉矶、巴黎、芝加哥、德国的鲁尔区、深圳、

天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发挥上海的龙头作

用，加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一步增强

创新能力和高端服务功能，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结构，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长三

角地区区域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升上海核心地位。进一

步强化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服务全

国、联系亚太、面向世界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高端服务功能，

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都市。加大自主创新

投入，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创新基地和科技研

发中心，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引领作用，带动长三角地区率

先建成创新型区域。

未来，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及全国的地位:

龙头: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引领作用，带动长三角地区

及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发展。使长三角地区成为经济总量

最大、经济结构合理、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创新性区域，使长

江经济带成为仅次于沿海经济带的上下游共同发展的经

济发达地区。

核心:充分发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

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促进区域整体优

势的发挥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引擎:上海市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未来，虽然

主要增强高端服务功能，产业高度化水平应不断提升，但

仍要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创新基地和科技研

发中心，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2010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6872. 42 亿元。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4. 15 亿元，占比 0. 68%;第二产业增

加值 7139. 96 亿元，占比 42. 32%;第三产业增加值 9618. 31

亿元，占比 57%。上海市产业结构正趋向合理化，第三产

业的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但与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地位还

不太相称。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 70%，和北京、纽

约相比，上海市第三产业比重不高，第二产业比重仍然过

高。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931. 73 亿元，占比 11. 45%，

现代服务业比重仍然过低。

表4 上海与纽约产业结构比较

(2008 年增加值)单位:%

制造业 服务业 金融保险 +房地产

上海 42. 2 53. 7 16. 0

纽约 6. 0 88. 8 31. 7

根据城市群原理的研究，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主要功能

是为城市群内各城市提供服务，其加工制造业逐渐转移到

其他城市，这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世界城市群的核

心城市无一例外均是大银行、大企业的总部集中地。纽约

聚集了 300 家美国和国际资本的大银行，比芝加哥、休士

顿、洛杉矶、迈阿密和旧金山五个城市的银行总数还要多。

美国十大银行的四大银行总部坐落在纽约，其中花旗银行

和摩根银行分列全国一、二位，其资产约等于其余六家银

行之和。2003 年，美国财富 500 强公司中有 42 家总部在纽

约，名列全国第一。东京是三大世界城市之一，1995 年，世

界前 20 家银行有 8 家，前 100 家有 16 家总部设在东京，世

界前 20 家制造业企业中有 3 家，前 100 家中有 17 家的总

部设在东京。1999 年，日本全国所有机场接送旅客人数

9159 万人次，而东京羽田机场就有 5500 万人次。伦敦是仅

次于纽约和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根据 2006 年 4 月的数

据，共有 255 家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

高达 11090 亿美元，占全球日外汇交易总量的 32%，世界

500 强中 75%的公司在伦敦有办公楼。上海要成为世界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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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世界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须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吸

引世界各大银行和各大企业总部入驻。

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及分工合作，要求上海承担起城

市群 CBD 的功能，即由过去的为上海市的产业和市民服务

转型为为整个长三角的产业和城市群所有居民服务。长

三角地区的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将逐步向上海集中，大企业

的总部也会陆续向上海聚集，当然劳动密集型、土地依赖

性强的产业会向周边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人口也会比现

在有大幅度增加，由现在的 2000 多万人，发展到 3000 多万

人，和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规模基本持平。

三、长三角城市群交通体系的完善与高铁网络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使其交通也呈现新的发展

特征，其交通内涵将向更广更深的层次延伸。长三角是我

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群，城市众多，人口密集，交通网络相

对比较发达，已构筑了比较完善的民航运输、铁路网络(包

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旅客运输网络。

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先于并快于轨道(高速铁

路网)的建设，在 2010 年前，长三角城市线的旅客交通流

70%由中高速公路承担，大大加快了这一地区经济往来，对

这一地区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三角高速公路网的大规模建设虽然加强了城市群

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客流、物流的不断高速增长(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城市群交通压力逐年增加，与上海距离

越近，交通压力越大，入口衔接拥堵明显，事故增加，原设想

的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交通圈由于车辆拥堵变得

越来越难以实现，成为城市群进一步拓展的严重制约因

素。

2000 年以前，长三角地区的铁路主要由京沪铁路和沪

杭铁路两大干线构成，在上海市域，从京沪铁路引出一条

通上海宝钢的专用线，从沪航线上引出通金山上海石化工

业区的专用线，后来又修建的杭长铁路、杭甬铁路，增加了

长三角的铁路通达范围。

“十一五”以后，特别是 2008 年，铁道部规划并开始建

设我国重要经济区的城际铁路建设，2001 年沪宁城际铁路

通车，此后不久，沪甬温、福厦沿海铁路通车，2011 年 6 月，

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开始了我国

铁路建设的新篇章。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压缩了城市群

交通的时空距离，强化了城市间的“同城效应”，对完善城

市群交通布局，促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相当

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世纪初，上海城市道路由高架快速路、主干线、次干

线、一般道路和支线路组成，总里程达到 11825Km，初步形

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快速路系统，带动了上海郊区公路网

规模迅速扩大，道路网络功能等级迅速提升。在上海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海市区和人口发展主要从浦西向

市区外围和浦东新区蔓延式发展，与世界其他经济中心城

市相比，无论是中心区和中心城人口都过于稠密，为了满

足经济迅速发展和建设世界级大城市的要求，必须进一步

拓展城市空间，改进和优化人口与产业布局，建设现代化

的基础设施。快速建设轨道交通是上海加快城市建设最

迫切的要求。2000 年，上海有关单位编制了上海市轨道交

通网络规划，确定了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由城际快速轨道

线、市区轻轨线、市区地铁线组成，经过优化、调整，形成了

上海轨道交通系统规划。到 2010 年，上海已建成投运轨道

线 12 条，运营线路里程长度约 420 多公里，率先成为国内

首个突破 400 公里的城市，在世界大城市中也位居前列，中

心城轨道交通站覆盖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直接服务中心

城 42%的人口。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铁路要以客运专线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为重点，加快

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省际通道、城际快速通道以及跨长

江通道、重要枢纽客运设施等建设，优化路网结构，提高路

网质量。公路要以加强关键工程和断头路段建设为重点，

加快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加强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省

际通道、重要的城际快速通道、跨海湾和跨长江通道及重

要疏港高速公路建设。”除已有的京沪、沪杭铁路外，京沪、

沪汉蓉、沪昆、沪杭甬厦高速铁路接入在规划区东端已建

有上海虹桥高速铁路站。已修通并运行的京沪高速铁路，

在 2012 年将修通的沪汉蓉高速铁路从北端引入上海西高

速铁路客运站，已修通的沪杭甬厦城际铁路、沪杭高速铁

路从南段引入上海西高速铁路客运站，加上四边已建好的

四条国家、省级高速铁路，构筑成了交通能力强大、网络通

达程度高的综合运输枢纽。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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