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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城市发展的三大趋向  

 
宋   丁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先后

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

重大政策，使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吸引外资最多、经

济总量最大、对国家贡献最大、对外影响力最大的区域。随着

中国加入 WTO 和更加开放地参与国际竞争格局的形成，中国沿

海城市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发展模式的

变革。本文将探讨未来中国沿海城市可能出现的三大发展趋向。 

 

一、点的扩张：确立沿海大城市的区域管理营运中心地位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模式表明，中心城市是协调一个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通常是一个行政区域，但它

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人口、物资、资金、信息等经济社会发展

要素的大量集约化，从根本上说是按照市场规律在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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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能够率先获得

政策支持，并率先得到迅速发展？这并不是中央政策的偏颇，

而是发展规律使然。如果一开始是把特区政策和开放政策放到

内地落后地区，如同当年的三线建设那样人为地把大量资金投

放到偏僻地区，那么，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将受到极大的

制约，也将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沿海城市普遍得到了高速

发展，并通过梯度推进战略，以输送资金、技术、管理、人才

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清晰地

看到，在经济基础和运营模式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沿

海城市仍然在建国以后就确立的、相对固定的行政管理框架内

发展。这种行政管理的框架面对日益增长的区域经济联合的动

向和要求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市场力量，已经显得越

来越不适应。例如，沿海地区的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

连等城市，均已发展为当地的重要经济中心城市。深圳已成为

全国重要的高科技研发和制造基地、物流基地和区域金融中心，

其 GDP 总量、人均 GDP、外贸出口、集装箱吞吐量、预算内财

政收入等重要指标均进入全国前列或名列全国榜首；厦门则成

为台湾海峡大陆地区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和经贸城市；宁波

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在杭州湾大桥建成

以后，宁波作为该地区南部中心城市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青

岛以拥有海尔、青啤、海信、奥克玛、双星等一大批著名企业

著称，正在成为华东地区北片的经济中心城市；大连以城市经

营称雄全国，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轴心城市，其在东北地区的

对外开放核心城市地位不可动摇。然而，它们都必须在各自省

份的行政管理框架内发展。这种过时的行政管理框架已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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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响到这些重要的沿海经济中心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和对外

辐射功能的发挥。在沿海各省，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城市与省

会城市的地位性摩擦，甚至造成某种恶性竞争。 

为了解决沿海城市上述成长中的矛盾，有些省份在一个省

的范围内确定了两个经济中心城市，试图造成某种妥协的效果；

从全国角度看，则采取了设立计划单列市或副省级城市这种世

界少有的特殊办法来调解这种矛盾。然而，这些办法都是权宜

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合理、

高效、快速发展问题。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沿海地区，当它成功地推动中国

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小康时代并将在未来进一步充当“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先行者角色的时候，适时地打破束缚生产力进步

和沿海城市发展的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框架，就成为一种无

法回避的改革挑战和必须积极应对的神圣使命。这个使命的核

心内容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对那些重要的沿海经济中心城

市有步骤地推进“点”的扩张，确立直接的经济腹地，并实施

中央直辖管理，从而确立滨海大城市区域经济和行政双重管理

营运中心的地位。从这些重要的沿海经济中心城市角度看，这

无疑是城市管理体制顺应市场需要的深刻变革，将大大减少城

市的行政运营成本，并使这些城市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从

国家角度看，将形成沿海地区合理的行政管理体系，并从新型

的城市管理运营体制内获得巨大的国家财政收益。 

诚然，这种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动会在一定时间内和一

定范围内产生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对于原有的行政管理框

架来说，由于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重新配置和局部利益的重大调

整，产生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改革从国家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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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来看，是顺应市场规律和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是符合国

际竞争需要的，因而是合理和必需的。事实上，中国近年已经

实施过类似的行政体制改革，如 1998 年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

来，成立直辖市。五年过去了，从改革的效果看，重庆直辖不

但没有对四川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反而由于解决了行政

管理链条上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川、渝两地的经济都获得

了快速的发展，两地的经济合作也十分频繁，重庆作为西南地

区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出来。 

重庆直辖的经验表明，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获得对腹地区

域的行政和经济双重管辖地位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如果把重庆

直辖看作是“试点”，那么，下一轮的沿海重要经济中心城市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国的改革盘面上看就是进入了“中试”

阶段，应在沿海地区坚决地、有步骤地推开。 

这项重大的改革行动应注重的问题是，其一，仍然应采取

稳妥的渐进方式，首先选择最适合的一、两个城市进行，不宜

在沿海地区大面积同时展开；其二，应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

城市需要拓展的腹地进行合理的界定，使其具有合理健康的发

展空间；其三，虽然对这些城市实施直辖，但可根据具体情况，

有的城市可仍然保留副省级城市的地位，待条件成熟时再升格

为省级；其四，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城市与其原来隶属的省

份和有关城市之间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确立沿海经济中心城市区域管理营运中心

的地位，将成为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一个

标志性的重大动向，将对中国更加迅速地、有力地融入国际竞

争产生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5

二、面的整合：构建“三主四次”的七大沿海城市圈 

 

当今世界的城市竞争已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之间的竞

争，而是城市圈之间的竞争。一个地区的城市之间如果互不依

托，单打独斗，不仅将损害各个城市的利益，也将损害这个地

区的整体竞争力。 

中国沿海地区在多年的发展中，正在越来越重视城市间的

联合，越来越重视城市圈共同发展的问题。已经被广泛提到的

是三大城市经济圈，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是客观

存在的，而环渤海则更像一个自然空间概念，在渤海湾地区，

事实上分布着若干个内在关联度较强的城市圈，不应把它们强

行捆绑在一起。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城市圈是以首都北京为支柱

的区域城市圈。 

由此可见，在中国沿海地区，目前形成了三个巨大的、最

具影响力的城市圈，它们不仅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经济发动

机，而且成为中国经济迈向国际化的先导性城市地区。这三个

城市圈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首都城市圈，它以首都北京为核心，以京津两大直辖

市为主体，联合渤海地区的保定、沧州、廊坊、唐山、秦皇岛

等城市，形成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城市群，其面积约 80000 平

方公里，人口约 4000 万，经济总量约为 6000 亿元。首都城市

圈的最大优势在于首都区位，这使它成为全国政治、文化、教

育的中心地带，也成为北方经济的最重要集散地。同时，这个

城市圈的核心城市北京又担负着中国对外政治文化交流的首要

使命，在国际上具有国内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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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它以上海为核心，联合周边江、

浙两省的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南通、镇江、杭州、

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等城市组成，面积 10 万平方公

里，人口超过 7240 万，经济总量约为 12000 多亿元。这个城市

圈的最大优势是它的经济区位和经济背景，它位于中国沿海地

区的中间位置，客观上更具有形成全国经济中心的优势，此外，

江浙一带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近代以来也是民族工商业发展最

早的地区，特别是上海，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全

国的经济中心。 

三是珠江三角洲城市圈。它以香港为核心，以深圳香港城

市联合体为中心区域，以广州为关联中心城市，联合周边的东

莞、惠州、汕尾、清远、佛山、中山、江门、阳江、珠海、澳

门等城市组成，其面积约 4.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000 万，经

济总量约为 20000 多亿元。这个城市圈的最大优势是，它拥有

全国最具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最容易和国际接轨，特别是拥有

香港这个国际化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旅游中心城市，

为珠三角的整体国际化和领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我们发现，在中国沿海地区，除了上述已经被人们公认的

三大城市圈之外，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形成另

外四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的次级城市圈，从区位上

看，这四个城市圈恰恰与三个主要的城市圈形成大、小相间的

均匀分布格局，构成沿海地区城市圈的最佳布局形态。这四个

次级城市圈分别是： 

第一，辽东南城市圈。这是中国最靠北端的沿海城市圈，

它以沈阳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大连为

关联中心城市，联合辽东南地区的营口、锦州、盘锦、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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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本溪、辽阳、鞍山、丹东等城市组成。这个城市圈处于

“环渤海”、“东北亚”两个经济圈的交汇处，是关内与东北地

区联系的咽喉。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施与“西部大

开发”并列的“东北大改造”战略牵引带动下，这个城市圈有

望成为沿海地区四个次级城市圈中最强的城市圈，成为仅次于

三大城市圈的全国第四大城市经济联合体，乃至东北亚区域经

济发展的核心区之一。 

第二，山东半岛城市圈。这是位于首都城市圈和长江三角

洲城市圈之间的一个次级城市圈，它以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

以济南为关联中心城市，通过胶济铁路和蓝烟铁路及其支线，

将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日照、东营、潍坊和淄博等 8 座

城市串成一条颇具规模的城市链。在这个大部分由长长的海岸

线所围成的区域内，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青啤、轻骑、

小鸭、浪潮、中创、重汽、胜利油田、齐鲁石化等国内知名制

造企业，紧紧地附着在这条城市链上，形成一条蔚为壮观的制

造产业带。近年来，山东已提出“半岛城市圈”、“环黄海经济

带”的概念，并表示要“走出环渤海”，这显示了该城市圈进一

步成熟和加强城市圈内在联合的趋势，是沿海地区不可忽视的

一支力量。 

第三，台海城市圈。这是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一个

次级城市圈。它目前以闽南金三角地区的厦门为经济中心城市，

以福州为关联中心城市，联合福建沿海地区的漳州、泉州、莆

田等城市组成。这个城市圈的最大特点是，它具有沿海地区最

大的发展不确定性。因为从更加科学的角度看，台海城市圈应

该包括海峡对岸的台北、基隆、新竹和台中诸城市。如果这个

城市圈走向完整，将有可能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另一个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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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城市圈。在这个完整的城市圈内，台北将成

为经济中心城市，厦门和福州共同构成关联中心城市。然而，

目前的情况是，台海两岸仍然分治，两岸虽然有经贸交流，但

远远不足以形成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圈。因此，台海城市圈目

前的范围和影响力受到较大限制，且因台湾内部的政治动荡而

显得极具不确定性。 

第四，北部湾城市圈。它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南端的一个城

市圈，也是经济实力最弱的一个城市圈。它应该以广西北海市

为经济中心城市，以南宁和海南海口为关联中心城市，联合钦

州、防城港等城市组成。若论地理位置，北部湾城市圈与东盟

国家靠近，极易发展成为与东盟关系密切的国际化区域。然而，

多年来，广西和海南的发展受到房地产业泡沫破裂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这一城市圈长期发育不良，目前北海远未成长为经济

中心的构架，南宁和海口的经济实力也比较有限。但近年来该

地区已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广西各界纷纷呼吁加大以北海为中

心的沿海城市建设，要求将钦州和防城港划归北海管辖，形成

北部湾真正的大城大港，确立北部湾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同

时，海口通过与琼山的合并，已形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格局，

初显中国南海地区中心城市的风采。我们期待北部湾城市圈的

崛起，以彻底改变中国沿海地区西南端城市圈和经济带发展薄

弱的局面。 

由上可见，目前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和正在形成一个“三

主四次”的七大城市圈，它们主次相递，关联共生，由北向南

分别是：辽东南城市圈（次）、首都城市圈（主）、山东半岛城

市圈（次）、长三角城市圈（主）、台海城市圈（次）、珠三角城

市圈（主）、北部湾城市圈（次）。这七大沿海城市圈目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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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实力不一，影响力不一，但都是中国对内推动全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阵地。各大城市圈内部

都在积极进行必要的区域整合，以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产

业的合理分工，推动各城市圈整体提升运转效率和效益，增强

对外竞争力。 

 

三、线的融通：打造世界级沿海黄金城市带 

 

当今时代，人类已经进入海洋时代。海洋时代的一个重要

标志是，全球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大部分重要城市集

中在沿海地区，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发生在沿海地区。

一个个沿海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沿海城市圈，进

而由一个个沿海城市圈连贯而成为一条条巨大的沿海城市带。

这些巨大的沿海城市带不停地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全球经

济向更高的方向前进。 

人类历史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对全球经济起着重大影响作用

的沿海城市带。例如：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该城市带从波士顿到

华盛顿，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

城市，共４０个城市（指１０万人以上的城市）。该城市带长９

６５公里，宽４８到１６０公里，面积１３·８万平方公里，

占美国面积的１·５％。该区人口６５００万，占美国总人口

的２０％，城市化水平达到９０％以上，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美国西南部太平洋东岸城市带，从旧金山、奥克兰、

圣何塞，到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长滩、圣迭戈，构成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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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部大开发后最辉煌的城市产品系列，其中仅加利福尼亚阳

光地带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

一国的经济总量。属于西海岸腹地的拉斯维加斯人口只有 40

万，每年却创造出 400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欧洲西北部沿海城市带，这一超级城市带实际上由大

巴黎地区城市圈、莱茵—鲁尔城市圈、荷兰—比利时城市圈构

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

布鲁塞尔、科隆等。这个城市带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40 座，

总面积 14.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600 万，是欧洲最重要的沿

海城市带。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带，又称东海道城市群。一般指

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

神户的范围。该城市群一般分为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

圈。这个区域面积３·５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全国的６％。人

口将近７０００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６１％。显然，这个沿海

城市带是日本经济的核心命脉区域。 

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现在正在形成的“三主四次”的七大城

市圈从各个城市圈的情况看，总体上还难以与世界上著名的沿

海城市带相抗衡，尽管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圈已经初具国

际沿海城市带的竞争力，但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着力打造，如

城市经济实力、城市间互动力、国际影响力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大陆从东北丹东到西南防城港

这长达 4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地区，相对均匀地密集着十几个人

口数百万以上的超级大城市以及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在一个

国家内部产生如此规模的沿海城市带，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

的。这个长长的沿海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创造了令全世界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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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的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这种奇迹仍然在发生着。当中国各个

沿海城市在关注着自己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时，当中国各个城市

圈的人们在思考如何在圈内实施城市间的联合，以应对其他城

市圈的竞争时，全世界的目光却更多地在关注整个中国，特别

是在关注创造出世界经济新奇迹的中国大陆沿海城市带。 

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应对全球经济的中国国家发展战

略，即：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经验的基础上，在确立沿

海各中心城市的区域管理营运中心地位和构建“三主四次”的

七大沿海城市圈的基础上，以国际上最负盛名的沿海城市带为

参照，全力打造中国大陆长达 4000 公里的世界级沿海黄金城市

带。这条黄金城市带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各个沿海城市为自己城

市的发展所为，也不仅仅是各个沿海城市圈为了城市圈之间的

竞争所为，甚至也不仅仅是国家为了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所为，

而是要把发展目标延伸到世界经济的大链条中去，要打造的是

未来全球最具活力的、长期保持高速健康增长的、对世界经济

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在全球享有崇高荣誉和美名的沿海黄金

城市带。 

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香港与内地签署的 CEPA 机

会，这些都是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国际影响的经贸文化活动，而

这些活动都将发生在中国这条沿海黄金城市带上，它们对于整

个城市带的经济、文化和品牌价值的拉动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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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

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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