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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综合竞争力及空间分异‘

彭劲松

(皿庆社会科学院.，庆4000201

    f摘要」长江经济带横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流城经济带，在
我国区城空间发展战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城市经济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体内容。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所在41个城市的蛛合竞争力及构成进行定全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城市综合竟
争力的总体分布及空间分异状况.并据此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的若干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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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国内竞争中所表

现出来的综合能力的强弱，所具有的自身创造财富

和推动地区、国家和世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能
力。城市竞争力作为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城市的

产业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科技创新

及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和领域，同时，城市竞争力

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竞争力的大小，只能在比较
中才能生产和被测度.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丁”型

空间开发战略中一条重要轴线，城市经济发展是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主体，从空间分布上看，城市经济
发展既具有协调统一性— 同属于长江流域经济
带，在我国点— 轴系统空间构架中，具有显著战
略地位，又有非均衡发展特性— 长江经济带横亘

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这三大地带，具有明显
的地域差异.基于此，运用定量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城市竞争力进行系统综合的比较分析，有助于进一

步深人分析长江经济带内部城市的结构特性和发

展个性，并据此提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的新战略
途径 。

    一、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1、综合性原则.评价的指标原始体系能够较

为全面地反映出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水平，应当包括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等基本层面.

    2、稳定可比原则。指标的选择，要符合城市经

济发展的特性，具有稳定的数据来源，统一的口径、
单位和时间跨度，具有一致可比性。
    3、简明科学性原则。在系统全面的基础上，应

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设置简明、科学、易于

二次处理加工。

    〔二}指标体系的结构

    遵循以上三点指标体系选择与构建的原则，从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等角

度，选取以下19个原始指标，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和处理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一级流域经济带，也是一个

城市经济带，从广义上来看，长江经济带的范围包
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与

四川等7省2市，总面积148.23万平方公里，占全

国土地面积的15.44%，就狭义而论，则包括了东
起上海，西到攀枝花的41个地市，它们是:上海、南

京、镇江、扬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

湖州、宁波、绍兴、舟山、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

巢湖、池州、合肥、九江、南昌、黄石、鄂州、武汉、荆
州、宜昌、黄冈、咸宁、岳阳、常德、长沙、益阳、重庆、

沪州、攀枝花、成都、万州、涪陵、和宜宾等。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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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1%，占长
江经济带7省2市面积19.79%，人口13053.97
万人(2004年末户籍数)。

      表 1:长江经济带城市竞争力尿始相标体珠

画 相标名称 } 指标含又
压厂 地区生产总住 1 反映城市经济总圣水平
而， 非农产业占GDP比t 反映城市产业结构水平

应刃 人均地区生产总位 1反映城市经济时害积东水平
压刃}工王场加侧规模以上)}}反映城市规袄以上工业发展水平
巨亘口 全社会劳劝生产平 反映社会劳动生产总的效率水平

压污刃 全社会团定资产投资 反映城市经济投入规模和水平

匹口 社会消费品拿德总摘 反映城市市场流通规樱和术平

巨亘口}地方对政收入占G即比玄 反映城市时力与生产的相对关系

压1门 外甘依存度 }}反映城市经济的外向权度
压1互口一旅游外汇收入占‘DF比重 反映城市派沸环跪的开放程度

[三1亘教育亨业资支出占CDP比玄 丘映城布教育狡入水平

巨亘 农村居人民人均此收入 1 反映农村居民害裕程度
压1了 城镶居民人均可支纪收入 反映城镇居民害裕程度

匹1三 等级公路密度 反映城市交通基欢设施水平

区到 A均怀电业务1 反映城市通信基拙设施水手

巨亚 人均褚蓄烦 反映城乡居民害裕程度

巨巧 货存比 反映城布资全胜通能力

巨1可 千人翻有卫生床位盘 反映城市公共设施水平

区〔 每百̂ 拥有电话执吸 反映成市居民生活质全水乎

且的简单取舍，而是对原始变量的重构，因子变量

之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因子变量具有命名解释

性。由于数据处理的复杂性，本研究借助了
sPSS10.0和Excel2000等统计软件平台完成上述

数据预处理和分析输出工作.
    (二)参数设定及计算过程

    1、变盆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求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表及单尾显著性水平
检验矩阵表(限于篇幅，略去)，由相关系数矩阵表
看出，各变且之间的相关系数全部大于。3.显著
性检验矩阵表大多为0，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关系，通过检验，能够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变量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变量的共同

度如表2所示。

                  表2:史1共网度表

    根据《2005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公布的数
据，获得长江经济带沿江41个地级以上城市所需

要的基础指标，并进行相应的加工处理，形成19个

初始指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重庆市是一个省的

架构，本研究中的重庆系指以重庆主城9区这一特

大城市的空间范围，相应的数据来源于《20o5年重
庆统计年鉴》。由是，形成一个4lxlg矩阵，其中
行41— 代表长江经济带41个城市，列19— 代
表影响城市竞争力的19项变量指标.

    二、城市竞争力的建模评估及处理
    《一}模型选择

    由于城市竞争力体系庞大、综合性十分强，所

选取刻画城市竟争力的变量指标之间难免会出现

高度相关和多重共线性，这意味着变量指标之间信

息高度重合，造成变量指标之间对假设解释的杂乱
无章.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以因子分析来
处理这一问题.因子分析的重要特点是能将众多
的原始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变惫，其变量的数量远
少于原有指标变量的数量，因子变量并不是原始变

X 指 标 初始位}}提取值
xll} 地区生产总位 111000{}0.955
xZ} 非农产业占GDP比t }1.000{0.867
X3 人均地区生产总位 }}1.。0010.5了7
x‘11 工业增加位 一}1.000 0.961

xsl}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一}1.000 0 302

X6 全社会团定资产投资 {11.00010 953
X7 社会消资品零售总顶 1·000}}0.906
x8 }}地方时政收入占GoP比玄 1·000}}0，57名
x9 外贾依存度 1 000 0.804

XIO 旅游外汇收入占GDP比玄 1·00010.751
xll一教育辛业费支出占GDP比重 工·0001}0.561
X12 一，不对居人民人均此收入 1}1.000 0.942

X13 城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1.00010.935

x14}} 等故套路密度 }11.000}}0.555
X15 入 均坏电业务1 1.000 0872

X16 人均储蓄筱 1。000 0 962

X17 货存比 }11.0001}0.517
X18 千人翻有卫生床位毅 1·000}}0.53‘
X19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 1。000 0.933

    由变量共同度表可以看出，公共因子反映出

绝大部分基础变量85%以上的信息，说明变量空

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原始信息，

因子分析结果是显著的。

    2、总方差分解

    参数设定输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总方差
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慈方盖分解表

因

于

初始特征位 未旋转提取因于的载衡平方和 旋朴后提取固于浪布平方和

特征位
方蓝贡故

率(%)

双权方差t

鼓率(%)
特征位

方差贡鱿

率(%)

双积方主贡

欲率(写)
特征位

方左贯故

率(%)

双权 方差贡

欲率(环)

口 11。62 61.192 61·192 一}11.627 ‘1.192 一1‘1.192 7.105 37·393 一137.393
冈 1.861 } 9·797 70。989 1.861 ，797 一170.98， 。.5“一125.;9; 一}62557
团 1.407} 7.‘03 }}了吕.392 }}1.;07 7。403 78.392 2.503113.172 一176.05，
因 1.07 5 631 84023 1.07 5.631 1}84.023 1。513 7.964 8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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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一共有4个，4个公 3、因子名命解释

共因子对方差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4.o23%，说明 由提取的4个公共因子建立原始因于载荷矩
这4个公共因子描述了原始变量总方差的84， 阵(限于篇幅，略去)，从因子载荷矩阵和建立的因
023%。一般而言，公共因子对总方差的贡献率大 子模型可以看到，除个别变t外，各因子的典型代
于50%，就能说明提取的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原 表变量并不突出，不能对因子做出很好的解释，因
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由此说明，前面4个公共因 此，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排除噪声的干扰，旋转
子对原变量的信息刻画有显著作用，因子模型提取 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所示.
4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原变量指标绝大部分信息。
1 - 一 表4:旋转后的圈于载铸拒阵

X }原始吏t } 1 一 2 3 }} 4
Xl 一1地区生产总位 一1 0.902 0。305 0.207 一7.07E一02
X2 月卜农产业占GDP比童 0.301 0.492 0.656 0.322

X3 人均地区生产总位 { 0.551 0.68 }} 0.332 一1.97E一02

X落 }工亚增加位 0.914 一} 0283 0。178 一0 117

Xs l}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0.248 0。111 0.469 一}914E一02
X6 全社会团定贵产投贵 一} 0.866 0·383 一1 0.239 11二o6E一03
X7 社会消赞品幸穆总姗 0.915 0。18 0。182 6。07E一02

x8 地方材政收入占GDP比t 0.782 0。3王1 一3.soE一02一} 0.405
X9 外贾依存度 一} 0.62 0 587 0.217 一1 一0.165
X10 1旅游外汇收入占GDP比t l1 0.717 0397 一}一，.lsE一02 0.266

Xll }教育事业费支出占GDP比t l1 0.154 1 一。.24 11 一0.87自 1一8，soE一02
X12 农村居人民人均此收入 0。297 0。898 0.201 一7.80E一02

X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肚收入 }1 o23 1} 0927 0·147 一}3.lgE一02
X14 等级公路密度 一1 0.483 6.咯sE一02 一1 0.546 1 一0。1石2
X15 1人均娜电业务! 0。711 0·543 一} 0·233 0.134
X16 人 均储蓄顶 0.696 1 0.621 0286 9。88E一02
X17 }货存比 一2.41E一02 1一6.o7E一02 0.12右 1 0.893
X18 千人拥有卫生未位扳 0.552 0 3夕7 0.393 0465

X19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 一1 0.屯55 11 0.777 11 0.287 0。19

表5:因千井分系数拒阵

X }原‘史童 } Fl }} FZ }} F3 一} F4
X1 地区生产总值 一} 0.201 1} 一0.116 }1 0.032 11 一0.114
X2 非农产业占GDP比! 一0.075 0 03 0272 0.143

X3 1}人均地区生产总位 一0·016 }} 0149 0.035 一0.08
X4 工亚增加位 一1 0.21毛 1} 一0.124 11 0.023 } 一0.1咯5
X5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一1 0.024 1} 一0118 0.268 0 001

X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 0.165 { 一0073 1} 0027 } 一。.o6
X7 社会消费品零瘩总妞 0233 一0.183 0。03 一 0 016

X8 地方时政收入占GDP比重 0.153 }} 一0.026 1一 一。183 一 0.265
X9 外贾依存度 一1 0.042 11 0.109 1一 一0.006 一0，176

XIO 旅件外汇收入占GDp比重 一1 0.11， 11 0.053 1{ 一0223 一1 0172
xll 一1教育事业费支出占GDP比重 1} 0.155 0.044 一 0 532 0 034

X12 农村居人民人均此收入 一0.144 0.367 一0.088 一0.098
X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今收入 一0·175 11 0.毛13 1一 一0.142 一0.009
X14 }等红公路密度 0，118 1 一0·222 }{ 0.a4， 一0.194
X15 人均娜电业务t 0·069 }1 0.056 1} 一0.02咭 0.038

X15 1人均债蓄顶 11 0.043 0.09 一 0.002 0.006
X17 货存比 11 一0o34 }} 一0.063 一 0 003 0.635

XIS +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0.035 一0.024 0.089 0.267

X19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毅 }} 一。，077 }� �10.Z a61一 一。.o39 }} 0.081

    由此建立旋转后的因子模型，Xl二。.9O2’
FI十0.305’FZ十0.207‘F3+一7.O7E一02“F4

    XZ二0.301’Fl十0.492’FZ十0.656.F3十0.

322.F4

X18二0.552.Fl十0。397.FZ+ 0.393’F3十

0.465件F4

    X19=0.458‘Fl+0.777.FZ十0.287.F3+

0.19.F4

    由表4所示，第1主因子在Xl、X4、X6、X7等
变量上的有比较高的载荷，XI、X4、X6、X7主要反

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因此，Fl可以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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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模竞争力因子;第2主因子在X12、x13、

Xl‘、X19等变t上有比较高的载荷，X12、Xls、
X16、X19主要反映城乡社会居民物质生活人均富
裕程度.因此FZ可以命名为社会富足度竞争力因
子;第3主因子在XZ、XS、Xn、X14等变量上有比
较高的载荷度，XZ、XS、Xll、X14主要反映区域产
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竞争效率、基础设施投人大小

等，因此，F3可以命名为发展效率竞争力因子.第
4主因子主要在XS、X17等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

荷度，XS、X17反映了产业发展所创造的财政贡
献、经济社会发展对本区域资金的占有使用水平

等，其实质是产业发展与政府公共财政、市场金融

的互动活力，因此，F4可以命名为发展互动力因

子 。

    4、因子得分函数及结果

    对公共因子对变量Xl~X19作线性回归，将

公共因子表示成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得到系数的

最小二乘估计，即因子得分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C=AT·R一工

    其中矩阵A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R_，为

相关系数矩阵的逆矩阵.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

5所示 。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观测值可以

计算出各个观测量的因子得分。

    C二万 ，R-二X

    或者 :

    FI=0，201XI一0.116X2十 .‘...·一0。063X18

一0.024X19(1)

    FZ=一0.116XI+0.03X2十·····一 0.024X18

+0.236X19(2)

    F3二0.032XI+0.272X2+ ⋯⋯ 十0.089X18

一0.039X19(3)

    F4 二一0.114XI十0.143X2十⋯⋯十0.267X3

十0.081X19(4)

    而城市综合竞争力F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F二 a1FI+aZFZ+a3F3+a4F4;

    本研究取4个因子变里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

数.于是得到如下城市综合竞争力公式:
    F，0.61192FI十0.09797F2十0.07403F3+0.

05631F4(5)

    由(1)、(2)、(3)、(4)、(5)5个方程，计算得出
Fl、FZ、F3、F4、F等因子得分(限于篇幅，得分结果

略去，只在分析部分统计得分排序)。

    三、模型输出结果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城市竞争力及空间分异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的因子命名分析及因子得分计

  42

算得到如下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及分项排名，如表
6所示。

  表6:长江径济带城市除合竟争力及分吸竟争力排名表

城审
沐合竞争

  力(D

经资挽桩t

争力〔n)

社会宫兀度

竟争力(凡)

发及吐率竞

争力(n)

发展1劝竞

争力(F4)

上 海 一} 1 l 加 2‘ 己}23
苏 月 2 2 1 5 一} ‘1
由 京 3 3 11 11 14 4

翻 月} 4 5 3 一13心 }} 5
成 娜 5 4 2g 3 l，

无 娜 } ‘ } ? 一l 吕 1 ‘ 1}31
丸 汉 7 } ‘ 11 1， } ， 一1 11
宜 庆 l 吕 吕 1 1‘ 1 场 1l 1
宁 渡l ， } 11 一l ‘ 1 肚 一1 21
长 沙1 1。 1 13 11 1‘ 23 一l 3
食 州1 11 1 1， 一l ， . l1 1‘
合 犯 112 ! 1。 一}2. 22 一l 7
舟 山}” } 15 一l 2 41 } 加
由 通 l “ } 12 一} 13 12 一1 3，
充 翔 l 巧 1 1吕 36 15 公

宜 昌1 1‘ 21 4l 2 l2

扬 州1 1了 l7 l5 } 招 } 3?
池 州1 1吕 g } 扣 1 屯。 } 17
雄 江}1， 2吕 lO } 1。 l名

去 庆 2O 14 33 }” 24

南 昌 21 29 l3 1 1， l吕

翻 晓 22 3唱 一l 幻 1 ‘ 一 2

万 州 23 1} 加 11 之‘ 1 35 32

丸 江}2唯 一1 25 一l 舒 !37 一1 13
攀枝花 }25 一1 35 }} 1? 17 }} ，
鑫 畏 26 40 5 即 25

黄 阅}么? l右 3g 1 36 11 35
月 月1幼 }23 37 1 3。 ! 27
1 翔 2， I 监 3日 1 33 2吕

翔 州1 3。 } ” 1l ， } 器 一} 15
乌鞍山131 } 3‘ 11 12 11 一}29
分 石 32 3I 3‘ 1{ ， 1 33

宜 宾 33 一} 舒 {} 31 }32 }}34
尹 州 34 21 3艺 1} ” 1} ”
绍兴1135 11 弓1 ‘ }} 1， 加

务 阳 3临 朴 20 加 盆

称 月 37 1} ” } ‘。 }} 1 3O

分抢1}3吕 }}犯 }}25 }}2， 2O

涪咬}}3， 招 之1 1} 2? 1一 .
盈 阳 1 们 }} 翁 22 38 40

成 宁 ‘1 }1 3。 35 1 28 一3‘
    由表6可以得出，在长江经济带41个城市当

中，综合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苏

州、南京、杭州、成都、无锡、武汉、重庆、宁波、长沙，
这IQ个城市经济投人规模和产出规模均较之其他

城市大得多.这10个城市的相关经济指标分别占

全部狭义长江经济带(41个城市)、广义长江经济

带(7省2市)的比重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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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蛛合竞争力排名贾10往的城市指标占长江姐济带比t(%)

指 标 110市合计[1〕 41个城市总计[2〕}7省2市合计[a〕一1[1/2〕1{[1/3〕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1} ，1o1700 35895400 }}10456‘000 一125.44 8.73

年末总人口(万人) 1} 720，.67 一} 18432·07 4855980 一139.11 14。85

地区生产总位(亿元) 26150.88 ‘102‘.15 1 6365790 63.75一141，08
工业增加位(亿元) 一1 11050.57 15534.36 1} 21305.35 69。98 52.0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抚贵(亿元) 12594.05 19222。85 28314.10 65 52 44.48

地方时砍收入(亿元) 2365.34 3051.37 }} 4了05.5‘ 一17，.52 50.26

社会消费品术售总顺(亿元) }1 5559.19 一} 13256.19 一} 21005.45 64;2}40.75

金触机构存抚(亿元) 一 48557.98 1 64396·18 86978.90 75.41 55.83

金触机构货歌(亿元) 一1 37047·96 48475.56 66324.20 1176·43 55。86

    由表7可以看出，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以占长江经济带(广义口径)8.73%的国
土地面积、14.85%的人口.创造了长江经济带40肠

以上的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

收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也超过了50%，显示出这

些城市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主导地位和作用。

    经济规模竞争力反映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其对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率为61 192%，对城市综
合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
是上海、苏州、南京、成都、杭州、武汉、无锡、重庆、

池州、合肥。从排名可以看出，其排名与城市综合
竞争力有着比较一致的次序。

    反映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物质占有及消费能

力的社会富足度竞争力因子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

率为9.797写，从这一因子得分来看，排名前十位
的城市依次是苏州、舟山、杭州、宁波、嘉兴、绍兴、

常州、无锡、湖州、镇江。

    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产出效率的发展效

率竞争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率为7.403%，从这
因子得分来看，排名前 10位的依次是鄂州、宜昌、

成都、无锡、苏州、铜陵、黄石、常州、武汉、镇江。

    反映产业与公共财政、市场金融协同程度的产

业扩张竞争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率为5.631%，
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是重庆、铜陵、长沙、南京、

杭州、芜湖、合肥、涪陵、攀枝花、舟山。

    将长江经济带按长江上中下游划分为三个区

域，城市综合竞争力及分项竞争力排名前10位，在
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分布情况如表8所示.

    表8: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城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异

项竞争力，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的数量明显要多于

中游和上游地区.

    按照综合竞争力的综合得分高低及集散程度，

取一0.5~一0.2、一0.2~0.1、0.1~1、>1等四个

得分区间，将41个城市划分为长江经济带的一级

中心城市，二级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和一般城

市四个层次，一级中心城市对长江经济带具有巨大

影响带动力，在全国空间发展战略中都具有极为重

要的作用，二级中心城市是长江经济具有显著带动
力的战略增长极，地区中心城市一般在省级行政单

元内部区域空间具有辐射影响力。具体结果如表

9所示 。

            表9:长江经济带城市姑构体系

得分区同 }城市层次 城 审

>1 }}一饭中心城审上海

0.1~1 二盆中心城市
苏州 南京机州成娜无拐大汉

t庆 宁波长沙

一0.2~0.1 地区中心城市
幸州合拓舟山南通芜湘 宜昌

扬州地州协江安庆 南昌们陡

一0.5~一0.乞 一毅城市

万州九江攀枚花杏兴黄冈荆

州泉翻 翻州马按山黄石 宜宾

沪州绍兴丢阳那州常德涪晓

且阳成宁

    长江经济带的一级中心城市只有上海 1个，

二级中心城市有9个，区域性中心城市12个，一般

城市1日个，城市体系呈比较明显的金字塔形分布，
结构比较合理。

    三大区域城市层次空间分异情况如表10所示.
    表10:长江任济带三大区城城市层饭的空阅分异

竟争 力 下浒地 区 中游地区一1上游地区一
蛛合竟争力 F 6 2 2

经济规模竞争力Fl { ? 1} 1 2

社会畜足度竟争力FZ 一} 10 l o 0

发展效率竟争力F3 1l 5 3 2

发展互动竟争力F4 6 1 l} 3

    泣:长江上中下游划分为:河派— 湖北宜离为上井。

尘肠— 江西湖口为中游.潮口以下为下游。木文按经济

地理联系，将宜昌划归上游地区.南昌划归中游地区.

    由表8可以看出，无论是综合竞争力，还是分

城市层次 }下游地区个我}中游地区个数一}上游地区个数
一故中心城市 l 0 O

二饭中心城市一} 5 2 }} 2
地区中心城市一} l 1

一般城市 5 ， 一} s
总计 } 21 } 12 8

    由表10可以看出，一级中心城市、二级城市

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下游沿海地区，这一区域

的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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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中游和上游有2个二级中心城市，但大部

分为一般性城市。

    《二)相关对策建议

    1、长扛经济带城市竞争力空间总体格局是:下

游地区城市群发展日益成熟，呈“多中心— 网络

化”城市圈群发展态势，中游地区城市群正在崛
起，已经形成武汉大都圈、长一株— 潭城市群两

个较有竞争力的区域性大城市圈带，上游地区城市
基本上处于城市化发展初期，重庆大都市圈和成都
大都市圈的首位分布十分明显，区域空间呈现非均

衡发展态势。

    长江下游地区要充分发挥既有综合优势，进一
步完善城市功能和城市体系空间布局，加大城市自
主创新力度，重点发展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高新技
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推进区域

城市一体化，保持我国产业最发达，实力最雄厚、市

场最活跃的经济区域地位.打造世界级城市群。长

江中游和上游地区城市首要任务是加大产业结构

调整力度，努力提升产业层次，壮大城市经济规模，
培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增长极，尽快实现城市经济

增长的结构转型，推进城市由数童扩张型增长模式
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同的多层次集约增长模

式转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与城镇
居民收人有着较为一致的位序关系，经济总量排序

靠前的城市，大体上城乡居民的收人水平也较高.

社会富足度竞争力排名中，前10位的均是发达的

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不难看出，城市经济总童的

扩张有效带动了城乡居民收人水平的整体上升，同
时，城市经济发展也为城市公共服务持续改善提供

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保障。因此首先要促进城市经

济发展，才能为城市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和居民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效提升创造可以预计的物质前提。

    3、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虽然各拥

有2个二级中心城市，但作为接受长江经济带二级

中心城市的承接平台，并向广大农村腹地进行辐射

传递的地区性中心城市仅宜昌、南昌2个，这说明
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内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并不

平衡，城市体系层级结构明显不合理。今后一段时
间，中部和西部地区要着眼于城乡统筹发展，在壮

大中心城市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农村和腹地具有广

泛带动力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培育扶持力度，将若干
具有潜力的城市打造成为地区性次级增长极。

    4、虽然城市综合竞争力、经济规模竞争力及社
会富足度竞争力具有比较好的一致性，但是其发展

效率竞争力、发展互动竟争力确不尽一致，如上海
城市综合竞争力虽排名第1，但其城市效率竞争力
却排在了第24位，又如铜陵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
名第22位，其城市效率竞争力排在了第6位，固然

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张，给城市综合管理增加了复杂

性和不可控因家，降低了城市效率，但也说明，长江

经济城市发展还是非精细化发展模式为主，长江经

济带诸多城市牺性效率为代价的城市扩张方式豁

要进行切实的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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