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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城市）论坛上，与会专家重点研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深化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等重要内容，对全球和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发展和实践进行了剖析和总结，提出看具有

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本期简报基于嘉宾1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院

师，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志强，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

授叶嘉安，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方创琳，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波，联合国人

居署亚太区高级人类住区干事 Bruno Dercon、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屠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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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 

协同集聚：新城市、新空间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和迭代，全球科技竞争态势愈发激烈和复杂，我国加快推动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需要重新审视、科学制定区域经济和科技协调发展布局。 

一、城市群已成为驱动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是国外城市群的发展和实践。城市群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入高

级阶段的产物，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群已经为了驱动国家和区域创

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吴志强指出目前世界范围重点关注的 48

个群落中，最重要的除中国长三角、京津冀和大湾区三大群之外，还

有日本东京到大阪的城市带，美国西海岸、东海岸还有五大湖地区，

但五大湖最近衰退比较厉害，印度有两大群尤其要注意恒河城镇带，

欧洲的城市群有包括大伦敦和“蓝香蕉”地带等。方创琳指出从全球

角度来讲，120 年全球城市群的经历了四次扩张，分别从城市到都市

区，都市区到都市圈，从都市圈到城市群，再到大都市连绵带。屠启

宇指出目前国际上除了实践较多的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区域之外，

还出现了一些新空间和新事物，比如毗邻地区和战略空间的发展，毗

邻地区要突破点、轴、面的界限，打通网络，推进和加强跨界合作，

而区域一体化中的战略空间强调强烈的联动色彩，总体上是一个特殊

功能区，希望能成为拉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引擎。 

二是国内重要城市群的发展和经验。中国城市群的起步较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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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很快，“十四五”规划共提出了 19 个城市群，未来 15 年，

各种生产要素要继续向城市群地区集聚。 

对此，吴志强再次强调了城市群发展中“合板理论”的重要性，

他认为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长短板合板有助于形成强大区域发展优

势。单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受制于城市的短板，而区域内城市的长板和

短板合拢可以强化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叶嘉安客观分析了珠三角地

方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和驱动因素，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过去的发

展经验，认为过去“前店后厂”的联动模式推动了珠三角的经济发展，

也促进香港经济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形成协同发展、互惠互利双赢

的局面。方创琳指出城市群抱团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从京津冀

发展实践来看，也证实了各城市协作过程中抱团发展，遵循协同规律

联合爬升，协同发展在重点领域取得显著成效，达到预期的协同目标。

屠启宇从城市空间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突

出成果。他指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在空间创新上推动不同城市采

用不同的策略方式，集成了当代区域规划中最丰富的新空间，不仅充

分体现了中国自信，也为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路径模式，

为全球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示范。 

二、新时期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在新形势新背景下，区域协同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一是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叶嘉安认为国际经济转变和中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珠三角跟香港经贸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2020年

珠三角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深圳首次超越了香港，“前店后厂”

模式的协同效应开始减弱，需要在新时期积极考虑在“双循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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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充分利用国内庞大市场。张波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面临

一些挑战，包括成渝地区区域整体实力不强、城市化布局仍需优化、

科技创新能力不突出、协同创新有待深化等问题。 

二是应对城市资源环境的压力。方创琳指出，相比较国际城市群

发育相对成熟，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相对较少的状况，国内城市群则

由于近年的快速扩张带来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目前京津冀城

市群是我国 19 个城市群中国家创新能力最强，但是城市问题最突出、

生态环境压力最大、国家战略需求最紧迫的。 

三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快，如何通

过政策和规划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城市发

展迈向更公正、绿色和健康的未来要面临的重要挑战。Bruno Dercon

指出政策和规划应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比

如，在日本，新技术、新方案、新思维已广泛运用于城市老龄化的积

极应对中。新加坡、香港在过去 50 年一直致力于改善老年人可持续

住宅和老年照护的问题，使得他们更好地和谐生活。 

三、对于促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是紧抓“双循环”发展格局新机遇。叶嘉安提出，新时期粤港

澳大湾区要抓住发展机遇，形成优势互补，推动紧密合作与协同发展。

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关系协议（RECP）

机遇，充分挖掘国内市场；发挥香港科研优势，以高新科技合作作为

将来新的经济合作；发挥大湾区国际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业优势，服务

“一带一路”，消除障碍、共建桥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推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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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紧密合作、协同发展。屠启宇指出应在“双循环”格局下，发挥

区域作为最可靠、最基本的小循环单元的作用，加速升级区域循环体

系的意义深远，使得空间规划承担重大责任。 

二是倡导和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吴志强提出，以“人类数字城

市图谱”（CiMA）数据库为纽带，将联合全世界科学家一起，努力

实现以下目标，包括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人类生活的城

市气候变化的挑战、推进城乡更好地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升城市生命

的安全健康韧性、促进管理者学术界和机构跨城市知识和经验交流等。

Bruno Dercon 强调了“让城市变得更友好”是城市的规划者以及政

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实践。他指出，联合国倡导“不让任何一个人落

下，不让任何一个城市落下”，目的是让经济和城市不仅有利于年轻

人，也有利于老年人，最终追求的是对所有人都绿色和健康的城市。 

三是持续优化创新空间和协同发展。张波提出实现成渝双城经济

圈的高质量发展的三步走。一是积极争取推进国家对双城经济圈的科

技战略部署早日落地。二是强化横向联合，推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

走廊建设，加强与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同配合。三是深化内

部协同，促进川渝创新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快完成协同创新生态服务

圈建设。屠启宇从改善空间尺度协同，提高城市群发展水平的角度指

出，应该从战略空间储备，战略廊道的预留，战略方案的储备，充分

研究基地的势能变化和发展潜力，协同方向的研究预判与部署。同时，

区域尺度的体制机制、组织创新正进入活跃期，国土空间规划应及时

保障。加深区域尺度空间创新的认识，要推动规划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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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理：陈  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