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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五”规划行将收官之际，国家将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应对经济新常态提升到下一个

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双新”背景下，我国

的城市群除了要继续担负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

的责任外，以城市群引领和优化重组区域经济格

局也将成为其重要职责。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

例，在空间发展阶段梳理、现状及趋势研判的基

础上，提出“双新”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

同格局的总体思路与变革方向，以建立适应新时

代要求、加快释放改革红利的城市群空间载体，

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导向做

出初步探索。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经济新常态；长三角城

市群；空间协同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new normal 
are listed as primary tasks in the coming Five-Year 
Plan of China. Under this “double new” background, 
China’s city clusters, a main subject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new urbanization, will also lead the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Region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stages, status quo, as 
well as trend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general idea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coordinated pattern of the YRD Region in 
the “double new” context, so as to establish city 
clusters as spatial carriers to meet new challenges 
and quickly release the reform dividend and to mak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China’s city cluster 
construction for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economic new 
normal;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patial 
coordination

1  引言

“十二五”规划期内，我国提出了推进区域

良性互动发展的战略要求，并在中共十八大报告

中具体化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

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后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进一步明确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群战略实

施至今，收效渐著。

随着“十二五”步入收官之年，“十三五”

时期的发展导向也在砥砺前行中渐显明朗。新型

城镇化元年拉开了我国城镇探索和实践城乡统

筹、以人为本、集约节约、生态和谐发展道路的

序幕，城市群作为体现宏观战略和实践创新发展

的重要空间载体，必将继续发挥其主体作用；与

此同时，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发展挑战又进一步

推动改革迈向深水区，并赋予城市群重构经济发

展空间格局、释放经济改革红利的重大责任。作

为全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一，长三角城市

群在空间和经济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是率

先面临和应对“双新”挑战的地区，研究和探索

长三角城市群在新时期的空间重构和协同方式，

对全国城市群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和

借鉴价值。

2  曲折前行：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关系的演

化历程

城市群的概念最早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

地理学者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其著作《大城市

连绵区：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中提出的“Megalopolis”，他认为其是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形成集中分布态势的若干城市共同构

筑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大型城市联合体，是区域

城市空间发展的最高级形式[1]。戈特曼以波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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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为例，分析了城市间相互作用过程，并把

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为城市孤立分散阶段、第二阶段为城市弱联系阶

段、第三阶段为城市群雏形阶段、第四阶段为城

市群成熟阶段[2]。

根据戈特曼对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内涵阐释，

城市群空间关系演进有着明显的阶段性需求与外

在特征，具体表现为处于第一阶段的城市群在空

间上缺乏联系，空间关系较为松散；处于第二

阶段的城市群随着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

散，城市群内相关城市寻求空间对接、设施对接

的诉求已经产生，在城市群空间关系上处于“对

接阶段”；第三阶段中城市群内在联系趋于紧

密，经济联系、交通联系、产业合作、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需求较为强烈，在空间关系上需要整

合、优化、协调的需求与矛盾也逐渐凸显，因而

在城市群空间关系上处于“协调阶段”；而当城

市群进入到成熟发展阶段，共同的发展诉求、目

标、价值导向开始逐步形成，行政边界限制下

城市个体的利益价值导向被城市群区域价值所取

代，并以此引导城市群进入到一体化、全方位合

作共赢发展的新阶段，在空间关系上更多表现为

在同一诉求或目标下展开关联性非常强的协同行

动，处于“协同阶段”，这也是城市群空间关系

演化的高级阶段。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关系的演化历程也清晰

地展现出上述四个阶段的明显特征：1982-1991

年处于城市孤立分散阶段，国家自上而下推动开

展长三角城市合作，建立长三角经济圈，边界分

割下的地方利益与宏观战略产生对立，城市空间

联系松散，区域合作成效有限；1992-1996年处

于城市弱联系阶段，地方自发组织开展长三角协

作、对接，上海、杭州、南京等14市经协委(办)

成立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协作委(办)主任联席

会，在空间关系上开始尝试进行相关领域的对

接与协作；1997-2007年处于城市群发展雏形阶

段，在空间关系上呈现为协调发展状态，阶段内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泰州、台州等

城市陆续加入城市群，形成16市核心区，空间协

调发展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空间层次与对象，协调

发展实际诉求已经产生和具体化；协调向协同发

展提升阶段(2008年至今)，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

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呼声渐高，长三角城市群逐渐

进入到成熟阶段，国家首提“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重启顶层战略推动，“协同”与“一体化”

成为主题，在宏观战略和地方组织双重推力下，

城市群空间范围扩充至三省一市，协同的要素范

畴也逐步拓展，并取得较大成效(表1)。

3  走向协同：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必然

发展至今，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空间

联系正迈向深化协同阶段。传统行政边界分割下

的地方保护主义和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标准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已被广

为反思，城市群的区域意识逐渐觉醒，行政壁垒

逐步打破，城市群开始共谋整体未来，基于空间

载体的协同关系有望加速形成。

3.1  发展阶段奠定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基础

天然的地缘优势、资源条件以及20多年来的

曲折探索历程为长三角城市群奠定了较为坚实的

发展基础，也创造了未来同行的前提条件。

3.1.1  共同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明确

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文明中心

正在发生新一轮的转移，向太平洋西岸(亚欧大

陆东部板块)转移的趋势明显。作为全球先进的

制造业与重要服务业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动

力充足，上海作为城市群核心参与全球城市竞争

的势头强劲，城市群内共筑开放稳定区域格局、

走向国际、融入全球市场的发展目标明确。即便

当下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长三角城市

群仍然拥有在全球城市群中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长

速度，以及较强的后劲和潜力。

3.1.2  城市空间功能互补格局鲜明

在规划指引建设下，长三角原有两省一市

逐步形成了“一核九带”的空间格局，呈现差异

化分区发展的态势：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

建立的16市城市群核心区不断强化其功能的高端

化、集聚化、国际化趋势；苏北、浙西南以及新

近加入的安徽片区突出展现了腹地功能，以共建

园区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市群产业协同也在稳步

推进，有效地拉动了腹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间

交流联动，合理疏解了核心区过于集中的部分功

能。“核心—腹地”的分区发展态势基本显现。

3.1.3  市场与政府杠杆关系初步建立
“十二五”时期强调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

的关系，对竞争性领域的规划编制提出了“市

场主导、政府引导、减少干预”的要求。在城市

群发展中，跨越行政边界的市场关系存在更为复

杂和激烈的竞争情况，更应遵循市场规律。长三

表1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发展阶段
Tab.1 Spatial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YRD Region

空间关系状态 时间 主要推动力量 城市群价值导向

松散阶段 1982-1991年 国家 城市个体价值

对接阶段 1992-1996年 地方 城市个体价值

协调发展阶段 1997-2007年 地方 城市个体价值

协调向协同发展提升阶段 2008年至今 国家、地方 区域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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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城市群也已初步建立市场与政府在发展上的权

责划分，尊重城市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和市场导

向，政府行动主要在非竞争性领域发挥主导作

用，包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服务覆盖

和均等化、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等，为

长三角城市群建立更为合理的空间框架以推进协

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2  发展矛盾倒逼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转型

在长三角城市群向协同阶段迈进的同时，城

市群自身及内部的空间矛盾也逐渐凸显。

3.2.1  城市群空间范畴变动不定

1982年至今，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范围已经变

更五次之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不确定性导致基

于空间的区域要素一体化工作无法有序推进，不

同阶段编制的城市群规划或研究在空间结构、重

点地区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给各城市自身定位、

发展方向带来困惑，也造成了制度设计反复和发

展要素资源的浪费(表2)。

3.2.2  空间发展差距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发展差距十分显著，具体

表现在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两方面。从区域看，

上海无疑是发展水平最高的核心城市，16市城市

群核心区次之，而苏北、浙南、安徽片区等核心

区外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江

苏为例，近年来尽管苏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但

与苏南相比，绝对差距仍然巨大(图1)。

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内城乡发展空间差

异巨大，尤其是苏北、浙西、皖北农村与城市发

展水平差别明显。以江苏为例，自2000年以来，

由于基数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差距不

断扩大的趋势仍在延续(表3)。

3.2.3  生态环境保护负外部性明显

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在沿江、沿海、环太

湖等地区的水环境治理、长江中下游大气污染和

城镇土地粗放利用等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

重。以大气污染为例，2013年长三角区域空气质

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4.2%，首要污染物PM2.5

年均浓度为67μg/m3，PM10与NO2年均浓度分别为

103μg/m3和42μg/m3，为全国空气污染相对较

重区域[3]。而行政边界割裂空间以及区域协作治理

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环境污染治理和污染事件应

急行动较难协调和落实，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环

境违法和生态破坏的现象以及责权不明、邻避效

应、跨界污染纠纷等问题频发，环境保护负外部

性明显，成为制约城市群发展的一大瓶颈(图2)。

3.3  “双新”格局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

方向

新型城镇化和经济新常态的“双新”主题在

表2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范畴变化情况
Tab.2 Spatial scope changes of the YRD Region 

年份 城市个数 新增城市

1982 10
上海、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

州、无锡、常州、南通

1992 14 南京、镇江、扬州、舟山

1997 15 泰州

2003 16 台州（16市核心区建立）

2010 22 淮安、盐城、金华、衢州、合肥、马鞍山

2013 30
连云港、宿迁、徐州、温州、丽水、芜湖、滁

州、淮南

图1 2013年苏南、苏中、苏北部分经济指标比值(以苏南为1)
Fig.1 Ratio of the economic indicator of southern, middle, and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in 2013 (with the indicator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as 1)  

表3 主要年份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情况(2000-2013年)
Tab.3 Chang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3 

指　标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3年

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3595 5276 9118 13598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6800 12319 22944 32538

城乡居民收入比 1.9 2.3 2.5 2.4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差距(元) 3205 7043 13826 18940

图2 2013年三大城市群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
Fig.2 Proportion of days up to the air quality standard of the three major 

city clusters in 201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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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长三角城市群带来协同发展的推动力和解决现

状问题的契机的同时，也引领着城市群空间协同

发展转型和重构。

3.3.1  经济新常态刺激区域发展格局重构

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各省市经济增速在

2010年之后均开始呈现下滑趋势，各省市下滑程

度高达2.6～4.2个百分点，城市群开始脱离高速

增长时期，逐渐过渡到中速平稳增长的“新常

态”阶段。三省一市在2015年都放低了关于GDP

增速的目标，上海市甚至取消了这一目标。城市

群对新常态趋势的清晰认识也进一步对区域空间

协同发展、建立功能互补的格局以及培育新增长

点提出了要求，以促进内部各功能板块经济增长

轻装上阵，共享转型红利(图3)。

3.3.2  新型城镇化推动城市群协同联动

2014年作为新型城镇化元年和全面深化改革

的开局之年，为城市群后续的城镇化道路指明了

方向：一方面，城市群将继续作为国家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展现其价值，尤其处于关键空

间格局地位的长三角城市群，更将发挥其在宏观

战略中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包括新户

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意见政策的出台

都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城镇体系的调整、人口与

资源要素的流动、城乡统筹发展等提出了要求，

有待通过城市群的协同共建来加快群内城市的新

型城镇化进程。

3.3.3 “两带一路”引领经济发展空间结构优化

2014年国家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并于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4]，将长三角

城市群置于多重国家战略的交界点。在“两带一

路”战略引领下，长三角城市群必须“以协同促

发展”，一方面需继续抓住战略支持和机遇优化

城市群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另一方面还肩负着国

家赋予的带动中西部发展以及加快接轨国际的重

大责任。

3.3.4  全球化进程加速城市群空间载体优化建

设

新时期的对外贸易导向强调进出口双管齐

下，并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验推广发出了

提倡。作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全国

开放型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更需积极地以空

间载体的协同建设推动产业共建共赢、协作分

工，优化和完善城市群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高

端高效、协同稳定的城市群产业结构，以增强整

体综合竞争力，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风

险，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3.4  小结

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基本奠定了城市群

从协调发展向协同发展加速迈进的前提条件，而

发展历程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矛盾和问题对城市

群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转型的要求。在此关键时

期，新型城镇化和经济新常态“双新”背景为长

三角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以空间格

局重构促空间发展协同”成为利用资源、解决矛

盾的必然道路，城市群的整体价值将基于空间转

型而持续放大，并作为区域发展核心和最大经济

效益综合体，以裂变式的反应形式对全国经济空

间格局产生带动。因此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长

三角城市群必将完全进入空间协同发展阶段，以

新姿态和新格局继续引领区域发展。

4  空间重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模式

更新

4.1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的总体思路

基于依托发展条件、解决发展问题、应对

“双新”挑战的目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首

先需要明确范畴，进而建立协同的共识原则和协

同的战略方向。

4.1.1  界定空间范围

根据《长三角地区贯彻国务院〈指导意见〉

共同推进若干重要事项的意见》[5]、《长江三角

洲地区区域规划》[6]和长三角城市发展现状，界

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为长三角城

市群，以上海、南京、杭州等16市(表2)作为长

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核心区以外的长三角城市划

定为外围圈层城市；核心区内，上海与其周边的

苏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等构成上海大都

市区。在空间范畴明确的基础上，引导群内城市

图3 长三角地区2000-2014年GDP增速及2015年增速目标
Fig.3 GDP growth from 2000 to 2014 and the target for 2015 of the YRD Region
资料来源：三省一市统计年鉴及2015年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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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相对共识的空间发展框架下充分竞争，城

市群空间协同发展才可能避免反复和低效，稳步

向前推进。

4.1.2  达成共识原则

城市群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区域价值

观之上，在新时期背景下，以“利益共享、体制

先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长三角城市群空

间协同发展的基本共识原则，消除行政壁垒和地

方保护主义的狭隘思想，建立适应城市群协同发

展的制度环境和空间载体，在竞争性领域放手市

场于合理框架内自由发挥主导作用，使得城市群

内资源差异性、功能互补性、规划统一性、市场

竞争性得以在空间协同的统领下得到充分发挥，

让长三角城市群得以不断释放发展活力。

4.1.3  明确战略方向

转变传统区域规划思维中“胡子眉毛一把

抓”的方式，在长三角城市群推行空间层次化、

差异化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以“外围崛起、内

核转型”作为“十三五”时期应对“双新”背景

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方向：加快推进苏北、

浙西南、安徽片区等外围后发地区的振兴崛起，

在“两带一路”战略支撑下，培育重大项目和新

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等，创新空间发展模

式，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长三

角城市群内形成新的发展力量；在经济实力雄厚

的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加快发展的蜕变转型，

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

驱动向智慧增长、由世界工厂向世界总部、由专

业分工型向综合协同型的方向改革，助力以上海

为核心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加速建成，同时率

先面对新型城镇化以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

等相关新政策对城镇发展的作用，成为引领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中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示

范地区。

4.2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的格局重构

在明确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总体思路的基

础上，需着重抓住中心、增长点、发展轴线、都

市区、跨界地区等几大关键空间载体，推动长三

角城市群空间格局重新建构。

4.2.1  中心提升策略

在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引导单中心向

多中心空间格局转变，以上海中心城市为基础，

进一步提升南京、杭州、合肥的中心城市地位，

建立“一主三副”的长三角城市群中心体系。同

时，将中心辐射范围作为高度协同发展的地区，

进一步加强上海大都市区、南京都市圈、杭州都

市圈、合肥都市圈的建设，使之成为长三角城市

群内部率先实现空间协调向空间协同转变的主要

载体。在长三角空间范畴扩充至三省一市的局面

下，南京成为区域的新地理中心，应在交通网络

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科教文化中心等重要职

能，发挥对长江经济带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在新

格局中起到核心辐射、承东启西、协同联动的关

键价值。

4.2.2  增长点培育策略

在长三角外围圈层地区，应重点打造城市群

新增长点，以点带面，加速外围圈层崛起。引导

外围圈层苏北、浙西南、安徽片区产业和人口有

序集聚，培育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

的多个新增长极城市，主要包括徐州、淮安、连

云港、金华、蚌埠等。其中，连云港作为新丝绸

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交汇点，肩负着新时

期“一路一带”海陆大枢纽的历史使命，将立足

港口城市、开放城市的特色优势，不断深化对内

与对外两个扇面的合作交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东方港口和海上门户，带动长三角城市群外围

圈层崛起发展，并成为新时期全国经济空间格局

重构的关键战略点。

4.2.3  网络构建策略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空间范畴下，需强化纵向

轴线，优化横向轴线，形成网络化的空间协同格

局。以交通路网、城镇集聚区、空间区位等为联

系基础，建立纵横交织的轴线网络空间格局。以

沿江城市带为主的长三角城市群内横向轴线具有

较好的发展基础，空间协同的重点在于优化和提

升，同时加速完善温金衢、沿东陇海城镇轴的联

系；而长三角城市群的纵向发展轴线一直缺失或

发展滞后，在完善连淮扬镇联系轴、沪杭黄联系

轴以及贯穿安徽的内陆联系轴(图4)的同时，更

为重要的是在新战略机遇下，一方面强化沿海城

镇轴作为城市群发展的新增长轴和国家实施海洋

战略的关键空间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应强化

连接城市群两大中心的宁杭联系轴的发展，推动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由“之”字形向三角形

转变。在构建完善的区域轴线网络的基础上，推

动轴线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宏观背景下，引导城市群通过城镇轴线

加强陆海统筹、江海联动协作。

4.2.4  跨界对接策略

在长三角近沪地区范围，应重点推动跨界

(陆上边界)、跨江(长江)、跨湾(杭州湾)空间联

系优化完善，加速上海大都市区空间协同。根据

空间格局的现状不同，以“三跨”发展模式衔接

三省一市的跨界重点地区，包括南通的启东、海

门，苏州的吴江、昆山、太仓，嘉兴的嘉善、平

湖等县级单元及宁波—舟山地区，以加快长江南

北两岸、环沪跨界地区、杭州湾区的空间协同进

程。基于交通通道的建设和可达性的提升，推进

产业在空间载体上的跨界分工合作、共建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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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造南通和宁波两个增长点，实现近沪地区

跨江、跨湾、跨界协同发展，助力上海大都市区

能级强化，带动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提升。其中，

作为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双重宏观战略交汇

点的南通必将成为下一阶段重要的政策红利发展

节点。

4.3  “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

同的策略性行动

“双新”背景下，跨边界发展的城市群需

明确战略制定中政府与市场权责分明的重要性，

应当发挥好市场与政府各自的职能，做到“有所

为，有所不为”，充分尊重并发挥好市场在资源

配置、要素流动、功能优化重组中的主导地位，

政府应当因势利导，做好各项设施、政策的保

障，充当城市群功能优化、协同发展的推动者，

切不可人为设置障碍。

4.3.1  引导城市群合理布局功能空间

明确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职能定位，因势

利导地推动功能空间在城市群内跨越行政边界进

行合理再布局。在“双新”背景下，经济产业发

展等竞争性领域应积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宏

观调控为指引，强化上海国际商贸、金融、经济

中心地位，基于沿江经济带、沿海城镇轴等空间

载体，合理将部分航运功能、传统制造业、海洋

产业等疏解至南通、苏州、宁波—舟山以及外围

圈层地区，促进机场、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共

建共享以及经济资源要素在城市群内自由流动，

引导长三角城市群形成平衡稳定、活力开放的有

机整体。

4.3.2  协助建立城市群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空间

载体

为城市群经济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

件。协助建立跨市、跨省产业园区等空间载体以

及相关的准入机制、高污染产业退出机制等，协

助建立城市群跨界市场合作平台、招商引资平

台、投融资平台以及组织开展合作洽谈会等，加

强对科技研发的投入、科学创新的支持以及产学

研体系的建立，构建服务于城市群的科研空间载

体，引导产业进一步高端化发展。

4.3.3  主导建立新时期城市群交通格局

建立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普通铁路、

航运、航空等在内的多种方式的综合交通体系，

重点强化长三角城市群内外圈层的交通联系，加

快沿海、沪杭徽(华东第二通道)、安徽沿江走

廊等多条通道打通完善，推动核心地区与外围圈

层间的交通条件逐步改善，为内外圈层空间协同

奠定设施基础，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形成“内畅外

通”的交通新格局。

4.3.4  严格保障城市群生态安全和环境优美

注重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建立联防联

控、共保共治的城市群生态环境空间协同保障机

制，构建区域整体生态安全格局，重点提升苏北

水乡湿地地区、苏浙皖丘陵山地地区、浙东南山

地丘陵地区的环境质量，从而建成环境优美、生

物多样、资源利用合理的生态型城市群。

4.3.5  积极推进跨界地区空间对接

推动城市群内部跨界地区断头路的衔接，

跨江、跨湾大桥等交通通道的建设，跨界公共交

通或公交联运形式的建立，收费站等交通门槛的

合理消减，公共水域生态环境共保共治，跨界结

合部的社会空间治理等。打破行政边界的空间束

缚，减少城市间跨界地区的矛盾和问题。

4.3.6  加快开展城市群各项规划编制

基于城市群整体的区域价值，划定增长边

界，加快开展《长三角城市群全域规划》以及其

他各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将空间格局的更新和

空间协同发展以规划形式明确，促进长三角城市

群全空间、全要素的协同发展。

4.3.7  科学建立城市群空间协同的保障制度

加快成立城市群官方机构和推动国家成立长

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领导小组，针对空间跨界地

区协同的矛盾问题，探索城市群多边合作机构的

建立；完善重点领域协调机制，推动长三角地区

关键专项问题的解决，主要包括港口联合发展、

机场协调、公共服务一体化、海关一体化等。
图4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协同格局示意
Fig 4 Spatial coordination pattern of the YRD Region (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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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和应对经济新常

态的主要空间载体，我国城市群必将在“十三五”时

期迎来改革与重构的挑战，区域空间协同发展的趋势

也成为必然。长三角城市群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强

劲的动力、关键的战略地位，具备先遇先解、先试先

行的条件，其进行的空间协同探索也必将对全国城市

群新时期发展产生重要的示范意义。城市群应积极认

识和面对当下空间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把握和利用新

时期发展契机，以空间协同的格局构建积极迎接下一

轮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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