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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

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

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

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

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

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

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

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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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科技创新
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
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
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2021年7月26日，“第23届中国科
协年会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①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

“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论坛首先发布了《中国城
市群地图集》和《中美科技竞争力评估报告》（英文版）两项重要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团队主编完成的《中国城市群地图集》从城市群总论、重点
建设五大国家级城市群、稳步建设八大区域级城市群、引导培育六大地区级城市群等 4
部分，分别从自然基础、战略地位、人口与城镇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空间格局与

发育程度、环境污染与减排等方面组图共310幅，详细记述了近40年来中国各类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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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的自然变化过程和人文变化过程[1]，制图数据翔实，设计框架科学，技术结构合理，

科学性、可读性和实用性强，该图集对推动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和各类城市群规划实施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由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杜德斌团队完成的《中美科

技竞争力评估报告》（英文版）从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

科技国际化等5个方面，对比研究了中美两国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及趋势[2]。报告认为中国

整体科技竞争力和单项科技竞争力都与美国存在不小差距，中国科技竞争力虽然加速提

升，但仍显著落后于美国，中国科技发展任重道远。中国要进一步提升科技竞争力，加

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

互促进，着力推动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创新战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集聚高端科创人才。

本次论坛围绕百年大变局下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城

市群高质量崛起等内容，共邀请国内外院士及知名专家50多人通过线下和线上方式做了

16场大会特邀报告，并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②。现将与会专家演讲的主要

观点进行综述。

1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城市群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地，是中国城镇化和工

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的未来就

是城市群，城镇化的主体也是城市群。伴随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全球城市群

的发展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3]。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和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核心区，肩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历史使命。

2019年8月中央财经第4次会议、2020年4月中央财经第7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指

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

源，建立高质量城市生态系统。2020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加快发展重点城市群。2021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中进一步提出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先后34次提到

城市群建设，并详细提出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优化提升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5大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

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5 大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

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9个城市群，构建“5+5+9”

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新格局。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机制，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构筑生态和安全屏障，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

的网络型城市群。一系列发布实施的中央及国家文件都把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② 本次论坛是中国地理学会承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区域协调发展论坛，也是继2014年第一届中国城市群发

展高层论坛之后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中国发展网、中国城市报、中国经济网、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导报、经济参考报、搜狐城市、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科学报等13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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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研究员在题为“城市群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报告中强

调，城市群往往是一国或一个大区域进入世界的枢纽，是世界进入该区域的门户，是一

个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增长极，也是最具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地区[4]。中国的京津

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经具备条件逐步建设成为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有突

出影响的全球性城市群。以三大城市群及其所直接影响的经济区域来构建应对全球竞争

的国家竞争力，是中国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域性规划的重要目标与“重中之重”。三大城市

群（也是中国经济的枢纽区）的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是代表中国到国际大舞台展现竞

争力与强大国力的大战略，是全国经济的“地理枢纽”。

2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并强调“坚持创新在中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与会专家

认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协同创新，没有科技协同创新，就没有高质量

和高效率。科技协同创新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加快形成全球化、本土化

相结合的城市群协同创新共同体，是提升城市群的国际国内竞争能力、辐射带动能力，

推动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研究员在题为“城市群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报告中指

出，在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支撑下，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

代替，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已经逐步建立在“流”、网络和节点的逻辑基础之上。现

代通讯技术，降低了空间距离的摩擦力，导致了时空压缩与客体集聚；信息因素正在改

变社会经济客体内部结构，与其外部的关系，提高了空间组织效能与各种类型区域（地

区、城市、集群、社区、企业等）的竞争力。发展城市群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城市群的集

聚效应，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在国际与全国相应平台上的竞争力与带动能力。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院长薛德升教授在题为“中国城

市群的发展：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联系的分析”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经济结构的变

革，为企业生产服务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为企业提供创新知识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经济部

门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联系日益增

强。目前中国各城市群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19个城市群中，

有7个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存在全部7个高级生产者服务业行业的联系，5个城市群内的

城市间仅存在银行、保险和物流3个行业的联系。根据各城市群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

育水平和城市间联系水平，可将中国的城市群划分为比较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三大

类。相较于现有的基于交通联系、人口流动、夜间灯光遥感影像识别等要素和方法判定

的城市群，在新经济影响背景下，可从企业和经济联系识别不同城市群的发育程度及其

内部联系的等级关系。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在题为“加强科技协同创新，助力京津冀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报告中提出，科技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

力，但京津冀三省市的科技创新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北京市科技创新资源富集，但对

区域创新发展的带动和扩散作用不足。京津冀三省市之间也尚未形成创新驱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合力。要完善创新体系，整合创新资源，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创新成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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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探索形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促进科技

与经济紧密结合，完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强京津冀科技协同

创新的关键是要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衔接，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同时，要优化

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的格局，构件“一心、三核、三带、多园区”的创新格局。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提出了跨

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构想，认为单个城市创新活跃度未必高，但是加在一起却非常高。

基于新基建的数字工程、数字经济如火如荼，长三角一体化应以城市体系为基础，以交

互式多节点的方式推进协同创新才能占据更主要的地位。他强调要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

体系中的关键作用，这对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创新效益非常重要，如何鼓励引导民

营企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将对于卡脖子技术的研发及成果转化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教授在

“京津冀地区经济衰退动力的问题”的报告中采用DEA模型计算认为，京津冀城市群经

济相对衰退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全要素创新无效率，创新无效率是因为创新地

理无效率。未来最主要的就是从根本上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发挥河北的区域多样性优势，着力壮大河北研发河北转化，河北研发京津转化的协同创

新多模式。深度消除政治寻租，打破全球、全国本地创新网络之间的分割，塑造高效的

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形成全球化，本土化相结合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认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科技发展在数量指标上虽然迅速增长，但发展质

量非常缓慢。在部分科技指标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了，但多数指标还是远远落后于

美国。中国的整体科技竞争力与美国相差较大，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3]。那么现

在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一个科技竞争，城市群将会成为科技竞争的重要区域，协

同构建城市群的创新共同体迫在眉睫。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朱竑教授认为，从早期的要素推动到后来的资本推

动，再到今天的科技创新推动，是提升整个城市群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城市群科技的

协同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但是未来需要从制度管理也需要创新，把认为制度所带来

的这种负作用降低到最低程度，可能才会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同时要在城市群内部营

造一种创新文化，以创新文化的力量来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

3 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研究员认为，各类城市群规划实施的鼎力

不足，空心化现象突出。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先后编制完成了19个城市群发展规划，

分别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编制并批准实施。但在实施中发现不少城市群空间范围模

糊不清，作为城市群内核的都市圈“鼎”托功能严重不足，内核太弱，同城化程度太

低，超越都市圈阶段建设城市群，违背了城市群自然发育的阶段性客观规律。导致城市

群规划实施缓慢，高质量发展找不到抓手，“空心化”现象突出，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对

多规合一的规划新理念体现远远不够，甚至某些地方的城市群规划至今无法组织实施。

尤其是跨省城市群协调难度大，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弱，紧凑程度、发育程度、资源环境

保障程度和投入产出效率等较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估计不够。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超越了都市圈这一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脱离实际引导城市群发育，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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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客观规律[5-6]。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开展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效果的阶

段性评估，建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常态化机制，依靠科

技支撑增强发展鼎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毛其智教授认为，中国城市群规划的政治经济学安排色彩过浓。

600多个城市在“建群”，“建群”以后要做规划，为什么要做规划，因为现在各级政府

都认识到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体现。规划科学是最大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

最大的错误。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规划太多了，一任领导一任规划，谁都要做

自己的规划。真正期望的多规合一，实际上还在路上，还遥远得很。针对今天的城市

群，国家各部门也设批了好多城市群发展规划，但目前国家的城市群主要还是政治经济

学的概念，应该多做研究，少做规划，甚至不做规划。回顾历史的话，就是1980年搞上

海经济区规模巨大，后来有一个沿长江小规模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然后根据新的理

念，从行政角度又把它先扩大到两省一市，后来扩大到三省一市，这种安排就叫做政治

经济学的安排。希望在今后发展中，认真考虑怎么通过城市群和其他的一些空间模式，

来推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贺灿飞教授认为，中国城市群研究对认知的临近性、

文化的临近性、组织的临近性和市场的临近性研究不够。城市群很重要，城市群更多的

是经济学概念，或者是政治功能性的城市群。城市群形成演化是有个过程的，城市群不

同的发展阶段到底什么东西在循环，微观体制到底是什么，是企业家还是企业，还是资

本或是权利，还是什么东西。要去从微观、中观、宏观去认识，一个区域能够发展成为

真正的城市群，需要具有地理性、认知的临近性、文化的临近性、组织的临近性和市场

的临近性，有了这些临近性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

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 John Harrison教授在“Planning

megaregional futures: Spatial imaginaries and megaregion formation in China”的报告中认

为，城市群规划不了，规划不了就不是城市群，城市群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城市群是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建构的政治意义上的城市群是一个政治工具，为政治的目的建一些

空间去进行投资[7]。同时强调城市群发展要协调，大家只想到一起去显然这是不够的，太

多的是想象中的城市群规划，太少的是实际的城市群规划。实际的城市群是什么样的？

更多的城市群规划是想象的，把多个行政城市放在一起去规划。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王士君教授在题为“东北地区城市群演化与区域协调

发展”的报告中认为，收缩背景下东北地区城市群未能抑制人口流失。东北地区城市群

虽然科技创新能力暂不够突出，但却拥有相对多的高学历人才储备，具有极强的科技创

新潜力，留住高素质人才是保证城市群未来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受东北亚地区政治环

境影响，东北地区两大城市群较好的地缘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总体上各自为政多于

协调发展，利益和行政壁垒是主要障碍。辽中南城市群位于同一个子群，内部联系密

切，而哈长城市群被分割在3个子群中，省际壁垒对于哈长城市群的影响较为显著。最

后提出建议突破原有“T”型结构，构建东北两横三纵轴带，建立“东北城市群”，更好

地带动东北地区全域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林坚教授在题为“国土空间规划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中指

出，基于“区域—要素”统筹的视角，分析了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区域-要素统筹

下主体清晰、分工明确、衔接有效的“五级三类”体系，“多规合一”视角下的城市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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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规划强调融合，“双评价”和有关评估是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的有力支撑，而这些

方面在城市群规划中的体现远远不够。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学院院长王成新教授认为，部分城市群伴随城市收缩在收缩。城

市群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扩张和城市收缩的关系，城市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低质量

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比方说全国有30多个地级市出现人口和经济的双向收缩。不

同规模城市收缩的程度不一样，进而影响城市群的健康发展。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杨庆媛教授认为，城市群的立体发展是区域协同发展

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大家都希望“入群”。从科学发展角度来讲，城市群发展有它的条

件、要求和规律。通过什么方式合适更多地推广我们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让大群里头或

者小群里头，或者不在群里面的人能够更多地认识城市群，能够认识它的发展。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认为，城市群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在很大程

度上有国家意志体现和战略部署的意味，是国家资源投入的载体，也是一个信号，就是

对市场和国内社会要素的投入都是具有引导性意义的，城市群的这种建设也具有资源投

入选择和引导的功能，开展城市群建设，实际上涉及治理问题以及长远区域发展的新的

不均衡，能否在未来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更好的协调和共享，是未来要重点探索的一

个方向。他在报告中提出，武汉城市圈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腹地型城市群，具有地方性

和本土化，对国家双循环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历程具有中国城市群建

设的特征，即行政逐步吸纳、尺度逐步上移；武汉城市圈（1+8）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较

慢，强中心弱区域、经济效率低、副中心不突出、协同性较差。建议加强主导产业在中

心城市的集聚，进一步做大做强；以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为背景，推动非核心功能向外围

地区扩散；优化一体化发展的交通支撑。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刘云刚教授认为，城市群类似一个准行政区，是一

种带着政策寄托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按照这一思路理解城市群，由于这样的准行政区政

策会带来区域不平衡，不平衡发展会形成新的核心边缘结构，以及未来带来的区域协调

新问题，可能改变现有的一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结构，形成新的城市群框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邓祥征研究员在题为“以发展地理学视角审视大

都市周边贫困带的成因：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环京津、武汉、成

渝等城市群周边都分布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贫困与生态脆弱耦合区域，多

元、多样、多层、多级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难于形成，使其发展相对独立且缺乏与其他

地区的互动，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机制缺乏，都市圈发展的溢出效应利用不足。需要从效

率提升、城乡融合、产业兴旺三个维度制定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策略，借助区位、社会经

济发展等多个位势，推动形成协同发展的梯度格局。

4 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城市群是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主方向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未来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亟待发挥城市群的如下八大

效应：一是巩固提升城市群的核心战略地位，适度调控强大的吸管效应；二是建设碳中

和型城市群，发挥城市群的碳中和效应；三是优化重组城市群“5+5+9”的空间组织新

格局，全面提升高度一体化效应；四是充分发挥沿海、沿江和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

联动引领效应；五是发挥沿边境地区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的稳疆固边效应；六是依托金

融中心，强化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聚财效应；七是放大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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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品牌带动效应；八是协调好城市群空间扩展引发的生态环境效应[8]。针对这八大效

应的发挥，提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

4.1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和智慧型超大城市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叶嘉安教授在题为“未来特大城市群

的发展、规划与管治”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超级特大城市群”的概念，强调智慧城市

助力巨型城市群发展。他认为，随着人口和生产要素向超级特大城市群进一步集中，超

级特大城市群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化、服务业供应链系统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这也是

中国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把国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与英国、
德国和韩国3个国家做对比，发现其经济发展背景具有相似性。叶嘉安教授认为超级特
大城市群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存在这诸多困境和风险，存在管辖权破碎化现象，比如一个
区域，多种管治，地方各自为政，缺乏区域统筹，导致无序竞争，基础设施的重复建
设，行政地域与功能地域不匹配等，解决的管治方案就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设智慧
型超级特大城市群，把智慧科技的应用从城市拓展到了城市群，并实现由智慧城市扩展
到城市群的智慧电网、智慧防洪、智慧水和环境管理、智慧管治等智慧城市群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研究员认为，未来中国城市群的发展需要
依托金融中心强化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聚财效应，依靠科技创新放大城市群高
质量发展的品牌带动效应，以都市圈为鼎支撑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都市圈鼎托
型城市群[9]。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认为，科技创新驱动世界城市群
发展，但发展世界城市群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这样一个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一个空间方面，把各种生产要素都集中到这里面，产
业都集中到这里面来，是不是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如果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模，中国的
城市群早就是世界级了。应该反过来，怎么样通过建立世界城市群来推动中国的发展，
这才是最根本的。通过建立世界级城市群推动科技创新与发展。为什么？因为创新有一
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空间的集聚性，现在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间发展，或是国际间
竞争，最根本的是科技创新。所谓高质量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展科技产业的过
程，未来的企业应该是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是科技产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娇娥研究员认为，城市群是交通群的重要枢
纽，对外要具备全球的资源调配内容，应该包括科技创新资源、产业资源和物流资源，
所以全球的交通群和港口群都是为城市群来服务的。对内要辐射和引领城市区域地区，
或者周围城市的发展，要建设对外的枢纽城市，如何依托城市群来打造对外的整个流通
枢纽非常重要。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的共享、基础设施功能结构一体化，包括机场体系
的组建，机场辐射范围和高铁、高速公路的衔接非常重要。
4.2 全球化建群与本土化建群有机结合，建设双循环型城市群

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瑞士洛桑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系主任Céline Rozenblat教授
在 题 为 “Global/local systems of cities: Beijing and London networking comparison
（2010—2019）”的报告中提出，城市网络是城市群形成发育的主要连接通道，它把全球
和地方连接起来，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尺度体现城市群建设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
和地方互动中，地方的力量不可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研究员在题为“构筑城市群为主体
的长江经济防线”的报告中指出，“聚中有散”是城市群成为空间经济主体，高端的聚集
和低端的扩散推动城市群之间产业空间重构，大部分城市群和都市圈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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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大聚小散。建议在双循环大格局下遵循空间发展规模引导聚中有散，以中心城市
带动都市圈，以都市圈带动城市群，以城市群支撑经济区，以经济区连成经济带，构建
长江经济带的多层嵌套体系，将长江经济带建成双循环型新格局先行区，加快产业链体
系的一体化布局，通过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带动长江流域的一体化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教授在题为“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报告
中认为，城市群的发展具有国际化趋势。加入到城市群内部和不加入城市群对于一个城
市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在长三角区域，城市群的力量无论从经济、空间、发展规律和机
制，还是从国际经验和国际文献的对比，长三角城市群已迈入世界城市群之列。上海作
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一体化程度最高，南京、杭州、苏州、合肥、宁波等城市在一
体化过程中的贡献也是非常高的。以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合肥为中心的长三角城
市群，以及由这几个城市形成的都市圈，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未来长
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成为一个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
理的世界级超大城市群。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孙斌栋教授认为，城市群里面到底发展核心城
市、单轴心策略还是多中心发展，实际上一个城市群单中心好还是多中心好并无定论，
它是有条件的。当一个城市群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它更适合发展多中心策略，才有可能
有政策效率。城市群内部的交通联系只有非常密切才可形成网络效益，城市群内部好与
不好，取决于这种协同效益，正的效益跟负的竞争效益集成中间的差，理论上很难判断
一个城市群哪个更好，是协同大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协同，一定是根据城市群具体来
分析。在考虑城市群内部供应一体化的时候，或者一个城市要选择功能定位的时候，一
定要看它所靠近的城市功能。
4.3 明确城市群碳中和的主体责任，建设碳中和型城市群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研究员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碳排放量
最多的国家之一，城市群又是中国碳排放的集中区，受传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难
度大的影响，中国城市群在创造了占全国 80%以上经济总量的同时，排放出了占全国
75%以上的碳，因而成为碳中和的重点区和责任区。建议夯实城市群碳中和的主体责
任，加快建设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是因为中国城市群目前绝大多数都是中高端
制造业集中区，也是高碳产业集聚区，形成了高碳的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未来城
市群的发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由高碳向低碳转型，由中低端向高端转变，
通过这种转变实现由碳排放的主体区转变为碳中和的示范区。这就需要从现在起把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纳入城市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及行动方案中去，加快
城市群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居环境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城市群综合创新能
力，加快优化城市群的高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放大城市群的减污
降碳协同效应，提升城市群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逐步把城市群建成中国碳达峰与碳中和
的示范区，建成碳达峰与碳中和型城市群，努力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
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做出贡献[10-11]。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武廷海教授认为，中国城镇化特别是区域城市群是社会主义建设
空间实践的重要载体与综合表现，当前及未来城镇群与区域协同要充分考虑国内外的新
形势和新要求。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将数字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提出数字化、信息化
的要求，最近又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建议当前及未来城市群与区域协同发展要
充分考虑双循环、“双碳”目标等新要求。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基于信息技术
实现精准的供需匹配，创造未来城市，通过精准的城市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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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借力乡村振兴，建设城乡融合型城市群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彦随研究员认为，城市群

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先有城市才有城市群，乡村的城市地区自然条件是先天赋予的，然
后正在调整、推进和创新，不断的介入才会产生城市，并由小到大，最后变为城市群，
因此城市群就是一个城乡综合体概念，本身就是城乡融合体，肯定不是城市建设区的城
市区，要把城乡深度融合和乡村振兴作为未来提升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前
提。目前，在研究城市群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城市过程、积累的研究，能不能提炼一
些内生动力，包括典型区的建设等，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一个预测甚至预警，显得至关
重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研究员认为，城市群包括产业、城乡、基
础设施、区域性市场建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共六大一体
化过程，其中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市群形成发育的最基本特点和最基本属性，只有城乡
高度融合的地区才有可能发育成为城市群。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重组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放大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因此，城市
群作为人口、经济等各种生产要素高度集聚的地区，既包含高度城市化地区，也包括高
度富裕的乡村地区，是城乡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地区，不是有城无乡的地区，更不是城乡
分割对立的地区。逐步变城市群为城乡混合体为城乡有机融合体，把城市群建成城乡要
素协同、城乡空间有序、城乡功能耦合、城乡利益共享、城乡风险共担、城乡共同繁荣
的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体。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强调，乡村怎么样进一步跟上城市群的建
设，让城市群的建设能够惠及到广大乡村地区，更多的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湖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院副院长周国华教授认为，城市群是一个城乡融合体，要形成
合力，在发展过程中一些风险要共同承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明星研究员认为，今天的会议主题讲城市群的
协同，我们把全国城市群的人口也作为一个简要分析发现，19个城市群当中，除了哈长
和辽中南城市群的人口下降外，其他17个城市群人口均呈上升趋势。所以，城市群作为
中国未来人口持续发展的大方向，协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构建城市群、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三元联合体，应该有助于发挥协同效益。

5 变革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创新共同体

为了推动中国城市群的深度研究与发展，创新研究工作机制，论坛期间专门成立了
中国城市群研究基地联盟，针对19个城市群，以16所高等院校和6所科研机构为依托建
立了22个城市群研究基地，更好地为服务国家城镇化与城市群建设的战略需求提供系统
性的科技支撑服务。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在题为“长三角城市群跨界创新共同体
建设现状与谋略之管见”的报告中指出，以数字、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将
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城市群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通过
建设协同创新共同体，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要集合科技力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尽
早取得突破，将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重视新基建、产业体
系与城市群三者之间的有机联动，将省级科技创新管理权力部分下移至地级政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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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Gesellschaft）、史太白基金会（Steinbeis Stiftung）成功
经验，设立城市群产业创新基金会，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协同创新共同体中的作用，建
立大型民营企业引领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盟。通过协同创新的力量共同为中国城市
群的高质量发展群策群力，贡献集体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杨开忠教授认为，只有千方百计提升创新效率，才
能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形成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引擎。因此，必
须基于密度、距离、分割、异质性再塑创新地理，深度消除政治寻租，打破全球、全
国、本地创新网络之间的分割，加快形成全球化、本土化相结合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
体。塑造高效的区域特色创新体制，深化国家企事业单位创新系统改革，吸引集聚民营
和外商创新资本，促进多种创新资本交叉融合、并存发展。加快探索更加有效的职务科
技成果产权激励新模式，强化对研发人员的知识产权激励。

可见，变革研究工作机制在城市群地区建设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可通过城市群各
城市之间的科技自主创新、产业协同创新、人居环境一体化创新和体制机制的革新，建
设全球及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群，通过“科技同兴”驱动城市群实现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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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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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ommunity

FANG Chuanglin1, 2, ZHANG Guoyou1, XUE Desheng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the main area of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the
strategic core area of nat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area of carbon
neutralit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alizing the
above main goal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ow to promote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 level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gradually build a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realistic problem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is issue, during the 2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them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high-quality
rise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Forum and
the Second China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Forum" was specially set up, through
systematic discussions of more than 50 well- known experts at home and abroad o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been promoted
to an unprecedented strategic level. However,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futur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must rely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intelligence, carbon- neutrality, dual
circulation and urban- rural integrated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uld b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We should further innovate the
research work mechanism,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and gradually build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into world- 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high-level openness, high-quality life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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