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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一体化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客观准
确的分析和掌握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水平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构建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运用虚拟值与实际值相对比的方法，对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分析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群
宏观经济效益的差距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总体经济实力、工业化发展程度、区域服务性产业发展状况、区域生产潜
力、区域财政运筹实力、区域对外经济实力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水平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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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analyze the present macro-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of Guangxi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Urban Agglomeration(“GBG”) and Top Ten Urban Agglomera⁃
tions in China(“TTC”) scientifically and objectively． By building the macro-economic benefit index system of GBG and
TTC，comparing virtual value with the actual value，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GBG and TTC，and analyzes the
gaps and problems of them．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six aspects，including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regional servi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potential of regional production，strength of re⁃
g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and economic strength outside the region．
Key words：Guangxi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Urban Agglomeration； Top Te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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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进一步

扩大，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群在对中国经济的拉动

作用日益突出，对区域联动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明

显，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建

设，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大［1］。目前，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

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等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

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十大

支撑点。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包含南宁、北海、钦州、防城

港四市以及崇左、玉林的交通个物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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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的综合实力在不断的增强，但与比较成熟的城市群如珠

三角城市群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或者工业化程度都还存在

较大的差距。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虽然具有较为明显的

区位优势，但是区位优势要转变为经济优势，提高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城市群的宏观经济效益水平，就必须科学、客观、

准确的分析和掌握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宏观经济

效益水平及其与中国十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针

对性的提出提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宏观经济效益水

平的对策建议，促使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经济稳步、

有序的向前发展。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自2008年建立以来，就备受学术界的

关注，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和视角各有不同，归纳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综合实力等级

体系研究（张协奎、张小富，2007）［2］。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中

心城市群结构体系优化相关研究评述（曾鹏，2008）［3］。广

西北部湾城市群建设现状及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刘婷婷，

2009）［4］。基于城市生态位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

战略调整（曾鹏，2010）［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发展路

劲研究（蔡章华，2010）［6］。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物流

经济联系的中心性城市分析（王景敏，2011）［7］。城市群相

对效率下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DEA评价（何志

明，2011）［8］。综上，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于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城市群某一方面的研究进行的比较多，而将其与其他城市

群的对比研究，则涉及的比较少，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效益方

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因此，以宏观经济效益这一视角

为切入点，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十大城市群进行对

比研究，既是对当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状

况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同时也扩展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

市群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

群范围界定和宏观经济形势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
结合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袁

朱［9］的研究，我们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中国十大城

市群及其所包含的城市界定见表1。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群之间之所有

能够进行宏观经济形势对比分析，其理论依据在于：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区域城市化水平息息相关［10］，

区域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区域经

济集聚发展产生城市，并成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极。

第二，人口规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和发

挥一定的作用，因为人口具有双重属性，即既是劳动者又是

消费者，依照理想状况，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规模是正相关

关系的。

第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

较低的层次，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经济量，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城市群都是低于十大城市群，显然，十大城市群

的发展效果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

追赶的目标，目前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首要任务是缩

小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增强落后地区城市群的综

合发展能力［11］。

表1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中国十大城市群

及其包含城市

城市群

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辽中南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川渝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

包含城市

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
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
辽阳、营口、盘锦、铁岭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
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
湖州、绍兴、舟山、台州

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宁德

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淄博、东营、
威海、日照

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
平顶山、漯河、济源

武汉、黄石、鄂州、黄冈、仙桃、潜江、
孝感、咸宁、天门、随州、荆门、荆州、
信阳、九江、岳阳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
惠州、东莞、中山

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
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
广安、雅安、资阳

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州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国十大城市

群宏观经济形势对比分析
根据构建指标体系要遵循科学性、可得性、综合性、典

型性、层次性的原则，我们从定性分析出发，从总体经济实

力、工业化发展程度、区域服务性产业发展状况、区域生产

潜力、区域财政运筹实力、区域对外经济实力 6个层面，共

12项具体指标构建反映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水平的指标体系

（见表2）。
表2 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指标体系

城
市
群
宏
观
经
济
效
益

A层

总体经济
实力（A1）

工业化发展
程度（A2）

区域服务性产业
发展状况（A3）

区域生产
潜力（A4）

区域财政运筹
实力（A5）

区域对外经济
实力（A6）

B层

地区生产总值（B1）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B2）

工业产值（B3）
工业从业人员年
平均人数（B4）

第三产业产值（B5）
科教事业支出额（B6）
固定资产投资额（B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B8）
财政收入（B9）
财政支出（B10）

外商投资总额（B11）
出口商品总值（B12）

单位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人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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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某些基础性因素差异的影响，增强某些项目或

者指标的可比性，提升对比的合理程度，我们引进虚拟值这

一变量。虚拟值是某一指标相对于另一目标实际值的比值，

主要是将不同条件下的指标转换为相同条件下的数值，增强

该指标的可比性。

选取十大城市群作为对比的目标城市群，十大城市群的

平均值也作为对比的目标之一。以区域总人口作为限制性条

件，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不同指标对应于不同目标城市

群的虚拟值，然后计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某一指标的

虚拟值与目标城市群相应指标的比值，需要指出的是比重值

越小，说明在这一指标中，两个城市群的实力差距越大，反

之，若比重值越大，说明两个城市群的实力差距较小。计算

城市群某一虚拟值的计算表达式见（1）式：

Vzjj= Ui

u ×sj i=1，2，3，…，10；j=1，2，3，…，12 （1）
其中：Vzjj表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某一指标相对于

某一目标城市群 i的虚拟值； Ui 表示目标城市群 i的人口数

量；u表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人口数量；sj表示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某对比指标的实际值；i 表示目标城市

数；j表示对比指标的数目。

计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某一对比指标的虚拟值占

目标城市群相应指标实际值比重的表达式见（2）式：

Bij= Vzij

Vdij
×100 （2）

其中：Bij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 j指标或项目的虚拟

值占目标城市群 i的相应指标的比重；Vzij 表示基于某一限制

性因素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 j指标相对于某一目标城

市群 i的虚拟值；Vdij 表示目标城市群 i的 j指标的实际值［12］。

数据均来源于 201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广西

统计年鉴》，运用公式（2）计算出相对于目标城市群的区

域总人口对应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虚拟值，然

后，计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某一指标的虚拟值占相

对应的目标城市群的统一指标的比重，可以得出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城市群与十大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各指标对比数

据（见表3）。

表3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十大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各指标对比数据（相对于区域总人口）

城市群

指标

相对于京津冀城市群

相对于辽中南城市群

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海峡西岸城市群

相对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相对于中原城市群

相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

相对于珠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川渝城市群

相对于关中城市群

相对于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

城市群

指标

相对于京津冀城市群

相对于辽中南城市群

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海峡西岸城市群

相对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相对于中原城市群

相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

相对于珠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川渝城市群

相对于关中城市群

相对于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

GDP
虚拟值
（万元）

123986194.3
52816459.35
142659541.1
32787874.82
68044990.18
74933271.52
123885074.8
50087414.25
170549956.6
42988622.01
88273939.9
工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虚拟值
（万人）

59.34
25.28
68.28
15.69
32.57
35.86
59.29
23.97
81.63
20.58
42.25

虚拟值/实际值
（%）

36.97
35.13
23.78
48.05
31.27
64.02
82.48
15.58
92.44
72.33
40.05

虚拟值/实际值
（%）

117.18
75.72
63.62
42.11
49.38

115.17
372.50
17.84

313.28
114.03
81.23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虚拟值
（万元）

81475404.77
34707431.96
93746274.87
21545990.55
44714600.25
49241116.40
81408955.81
32914086.70

112073983.88
28249236.92
58007708.21

第三产业

虚拟值
（万元）

53492092.59
22786915.50
61548444.33
14145865.55
29357050.06
32328901.77
53448466.00
21609507.53
73581370.22
18546833.87
38084544.74

虚拟值/实际值
（%）

26.99
33.80
21.40
49.48
40.88
70.94
99.46
12.88
76.59
53.88
36.23

虚拟值/实际值
（%）

30.16
37.14
22.38
45.90
36.10
86.99
89.19
13.51

107.17
76.32
39.03

工业产值

虚拟值
（万元）

46188779.03
19675801.67
53145191.33
12214520.44
25348911.08
27915013.75
46151108.82
18659146.06
63535253.27
16014621.41
32884834.69

科教事业支出额

虚拟值
（万元）

3792462.69
1615538.35
4363638.95
1002908.37
2081345.33
2292042.58
3789369.67
1532062.91
5216744.90
1314926.60
2700104.03

虚拟值/实际值
（%）

10.77
8.00
4.49

12.91
5.56

15.49
26.11
3.22

29.13
25.81
9.07

虚拟值/实际值
（%）

37.35
57.51
30.77
3.69

60.63
85.76
116.80
26.00
101.99
83.84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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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

指标

相对于京津冀城市群

相对于辽中南城市群

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海峡西岸城市群

相对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相对于中原城市群

相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

相对于珠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川渝城市群

相对于关中城市群

相对于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

城市群

指标

相对于京津冀城市群

相对于辽中南城市群

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海峡西岸城市群

相对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相对于中原城市群

相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

相对于珠三角城市群

相对于川渝城市群

相对于关中城市群

相对于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

虚拟值
（万元）

94441486.63
40230809.29

108665155.94
24974842.22
51830528.90
57077399.60
94364462.91
38152069.17

129909555.89
32744850.28
67239116.08

财政支出

虚拟值
（万元）

18786263.53
8002696.83
21615630.25
4967985.83
10310108.51
11353813.97
18770942.00
7589194.66
25841557.97
6513592.79
13375178.63

虚拟值/实际值
（%）

48.09
36.09
38.15
66.46
42.84
70.48

106.55
39.73
88.02
64.26
55.32

虚拟值/实际值
（%）

38.74
43.71
30.24
68.45
62.63
85.73

105.30
26.40
75.65
82.09
50.68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虚拟值
（万元）

48414502.51
20623930.08
55706127.17
12803108.09
26570412.66
29260169.50
48375017.06
19558284.34
66596860.60
16786326.57
34469473.86

外商投资

虚拟值
（万美元）

245547.35
104599.88
282528.81
64934.45
134759.09
148400.93
245347.09
99195.17
337764.13
85136.43
174821.33

虚拟值/实际值
（%）

39.55
40.52
27.45
46.50
35.27
75.56
91.28
18.05
93.14
75.66
44.60

虚拟值/实际值
（%）

13.54
6.98
6.54
17.41
22.19
38.11
43.15
5.61
45.05
63.13
14.31

财政收入

虚拟值
（万元）

8141535.23
3468185.04
9367717.80
2153010.98
4468164.28
4920482.26
8134895.23
3288982.69

11199137.83
2822841.55
5796495.29

出口商品值

虚拟值
（万元）

86769.37
36962.59
99837.56
22945.97
47619.99
52440.62
86698.61
35052.72

119356.13
30084.77
61776.83

虚拟值/实际值
（%）

23.26
29.04
14.55
37.63
34.64
66.37
93.07
13.04
81.40
75.88
30.70

虚拟值/实际值
（%）

0.42
2.29
0.36
1.82
0.51

12.52
6.04
0.04
4.65
8.40
0.41

以区域总人口作为限制性条件，由计算出的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城市群不同指标的虚拟值占目标城市群同一指标实际

值的比重值可以看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总体状况

不容乐观，在反映区域总体经济实力的指标：地区生产总

值，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15.58%，城乡

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

的12.88%；在反映工业化发展程度的指标：工业产值，其虚

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 3.22%；工业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

17.84%；在反映区域服务性产业发展状况的指标：第三产业

产值，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13.51%，科

教事业支出额，其虚拟值仅相当于海峡西岸城市群实际值的

3.69%；在反映区域生产潜力的指标：固定资产投资额，其

虚拟值仅相当于辽中南城市群实际值的36.09%，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 18.05%；

在反映区域财政运筹实力的指标：财政收入，其虚拟值仅相

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13.03%，财政支出，其虚拟值仅

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际值的26.40%；在反映区域对外经济

实力的指标：外商投资额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实

际值的 5.61%，出口商品值，其虚拟值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

群实际值的 0.04%；由此，我们得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

群的宏观经济效益与珠三角城市群相比，差距是最大的。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不同指标的虚拟值占目标城市

群及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同一指标实际值的比重值，比重值

越小，说明在这一指标中，两个城市群的实力差距越大，反

之，若比重值越大，说明两个城市群的实力差距较小，通过

计算，我们得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十大城市群在各

个指标当中的差距及其分类（见表4）。
总的来说，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得出六点结论：

第一，在总体经济实力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

宏观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理想。其宏观经济效益与珠三角城

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差距最大，与川渝城市群、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差距相对较小，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为

40%左右。

第二，在工业化发展程度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

群工业化发展程度低。工业产值占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的比

重不到10%，只占珠三角城市群比重的3.22%。

第三，在区域服务性产业发展状况方面，第三产业在三

大产业结构中占的比重不高。第三产业的结构体系发育不完

全，产值偏低，科教事业支出额仅占海峡西岸城市群的

3.69%。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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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与十大城市群宏观经济效益水平差距的分类

广
西
北
部
湾
经
济
区
城
市
群
宏
观
经
济
益

A层

总体经济实力（A1）

工业化发展程度（A2）

区域服务性产业发展
状况（A3）

区域生产潜力（A4）

区域财政运筹实力（A5）

区域对外经济实力（A6）

B层

地区生产总值（B1）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B2）

工业产值（B3）

工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B4）

第三产业产值（B5）

科教事业支出额（B6）

固定资产投资额（B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B8）

财政收入（B9）

财政支出（B10）

外商投资额（B11）

出口商品值（B12）

虚拟值/实际值（%）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15.58）、长三角城市群（23.78）
差距较小：川渝城市群（92.43）、长江中游城市群（82.48）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40.05）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12.88）、长三角城市群（21.40）
差距较小：长江中游城市群（99.46）、川渝城市群（76.59）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36.23）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3.22）、长三角城市群（4.49）
差距较小：川渝城市群（29.13）、长江中游城市群（26.11）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9.07）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17.84）、长三角城市群（42.11）
差距较小：川渝城市群（172.50）、长江中游城市群（113.28）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81.23）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13.51）、长三角城市群（22.38）
差距较小：川渝城市群（172.50）、长江中游城市群（113.28）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39.03）
差距大：海峡西岸城市群（3.69）、珠三角城市群（26.00）
差距较小：长江中游城市群（116.80）、川渝城市群（101.99）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35.43）
差距大：辽中南城市群（36.09）、长三角城市群（38.15）
差距较小：长江中游城市群（106.55）、川渝城市群（88.02）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55.32）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18.05）、长三角城市群（27.45）
差距较小：川渝城市群（93.14）、长江中游城市群（91.28）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44.60）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13.04）、长三角城市群（27.45）
差距较小：长江中游城市群（93.07）、川渝城市群（81.40）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30.70）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26.40）、长三角城市群（30.24）
差距较小：长江中游城市群（105.30）、中原城市群（85.73）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50.68）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5.61）、长三角城市群（6.54）
差距较小：关中城市群（63.13）、川渝城市群（45.05）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14.31）
差距大：珠三角城市群（0.04）、长三角城市群（0.35）
差距较小：中原城市群（12.52）、关中城市群（8.40）
占十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的比重（0.41）

第四，在区域生产潜力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

产生潜力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其固定资产投资额在辽中南城

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占的比重要高于其他指标，说明具备

一定的生产潜力，需要创造条件将其潜力发挥出来。

第五，在区域财政运筹实力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

市群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体系不完善。相比其他城市群，其

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差距是最小的，财政支出占长江中游城

市群比重的105.30%。

第六，在区域对外经济实力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

市群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不够，出口商品创造的价值太低。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良好的区位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出

来，外商投资额仅占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比重的14.31%，出

口商品值占十大城市群平均水平比重的 0.41%，是所有指标

中最低的。

四、提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宏观经济效

益水平的对策建议
在增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总体经济实力方面，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宽松、特殊

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广西南宁保税物流中心、钦

州保税港区、北海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凭祥综合保税区功能

的作用，使其成为区域生产产值增加的基点，同时加强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分工，促进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整体实力的提升。

在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工业化进程方面，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要以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工

业化发展水平为标榜，创造条件，利用其优越的区位条件，

努力实现与珠三角经济区的对接，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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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周边发达地区，逐步改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个城

市的工业化水平偏低，工业化弱质的现状，特别是具有优势

和特色的产业，提高加工深度，延伸产业链条。同时，要提

高各企业用工的待遇，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

更多高技能、高水平的劳动者参与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

群工业化发展的建设中来。

在提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区域服务性产业发展水

平方面，要加快发展物流、通信、交通、信息服务、旅游等

第三产业［13］，保持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持续上

升，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同步调整，而且要尽量减少

和避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内因产业冲突、产业结构趋

同等现象和区域内城市间的内耗性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争

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下，做到产业结构和布局

的优化，发挥产业集聚的综合效应，提升城市群的产业竞争

力，充分利用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新机遇，大力发展金融、信

息、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的结构升级［14］，同时加

大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科技创新和加大教育的投入。

在提高区域生产潜力方面，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建设

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所占比重不均衡，政府投资或者是国

有企业投资是资金的主要方面，外资和民营投资比重较低，

企业直接融资比重非常低［1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当前

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扩大高速铁路、港口码头、造船项目等基

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的投资力度，将其作为推动北部湾城

市群建设的主要力量，逐步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进行引导，

努力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在社会

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特别是在目前食品安全成为消费

者在消费时考虑的首要问题时，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在食品的

安全方面要特别注意，使消费者能够购买到放心的食品，在

这个过程中，使社会消费品的零售额稳步提升。

在增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区域财政运筹实力方

面，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和支

出体系，增加财政支出和收入的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政府财

政运筹能力的信任和支持，在扩大税收来源的同时，要从资

金、政策、技术等方面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促使大中小

企业协调发展，为财政收入提供稳定的支撑。

在增强区域对外经济实力方面，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

下，城市群必须融入（全球）价值链才能获得长足发展［16］。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要充分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广西中心城市快速发展提供了最

大的机遇［17］，所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要以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契机，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提高地区的

开放力度的同时，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开展国际贸

易，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行吸引外商投资，吸收泛珠三角

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转移，加快发展国际贸易，以提升自身的

经济水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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