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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促进区域更加

协调发展，关键在于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市场

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

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对中心城市的倾斜，并采取建立

城市协作机制、促进基础设施联通、推动公共服务共

享等保障措施。

一、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推动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区域

“增长极”以及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根本途

径，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推动中心城市集聚

和辐射能力的提升。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策略在

于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实施同步的市场化改革举

措、发挥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具体而言，一是以中

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区域，以打造统一的市

场环境为主线推进统一市场建设，消除以往地方政

府竞争带来的行政分割现象以及准入限制带来的行

政扭曲现象，着力推动市场准入标准的统一，以及市

场共同监管体系的建设。二是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

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举措的统一，积极交流和总结各

地“放管服”改革的有效举措以及在营商环境优化中

取得的经验，通过经验的复制推广来建立统一的市

场规则，减少要素在不同区域流动过程中的摩擦，推

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三是积极发挥企业、个人等市

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力，通过企业尤其是重点企业

的产业向外转移、科技成果孵化、产业链条布局等手

段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并

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布。加快

市场一体化进程还需要推动政府间市场监督及执法

等举措的协同，包括市场监管机制、信用信息互通、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协同。

二、加快区域协作平台建设

协作平台是要素流动发挥作用的主要载体。协

作平台的作用在于理顺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

发挥各城市的禀赋优势来形成良好的分工，促进生

产资源、科技研发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经济发

展动能转换。加快区域协作平台建设，主要包括积

极探索园区合作模式、加快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以

及区域平台协作保障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具体来

看，一是积极探索园区合作模式，应当以各类经济园

区为主要载体，参照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和上海张江高新区“一区多园”的融合发展模式，

加快园区平台对接，把中心城市的创新优势和科技

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和科技孵化来转移到周边地区；

深化园区发展环境改革，优化园区市场化环境，积极

吸收自贸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经验，为产业转移和科

技孵化提供更多便利，从而发挥出中心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二是加快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在园区

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应当加快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

通过打破行政边界，以项目化合作来促进中心城市

与周边地区在经济、生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全面

合作，并加大制度试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三是加强区域平台协作保障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平

台利益共享机制和成本运营分担机制等，在协作管

理的基础上，以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建设来破

除制度约束对平台合作造成的激励不对等问题，从

而强化经济关联。

三、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力度

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离不

开政策支持。政策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

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往部分“一刀切”

的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这

是由于不同区域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问题也

不尽相同造成的。对于中心城市而言，促进中心城

市发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需要实施政策倾斜、提高

中心城市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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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精准性、加强政策的整合力度。具体来看，一是

实施政策倾斜。中心城市发展往往面临土地短缺、

空间受限等问题，而劳动力等资源却在不断地向中

心城市集聚，因此在促进中心城市发展当中，应当实

施“人地钱”挂钩政策，积极协调落实中心城市发展

的政策需要，不断推动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

重点城市群倾斜。二是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针对

中心城市发展及中心城市如何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进行政策研究，不断细化政策单元和主体功能

区划分，强化分类精准施策，健全产业合作、人口流

动、空间布局、土地指标等各类政策的精准支持措

施，并缩小政策尺度单元，通过编制中心城市及周边

地区融合发展规划来协调发展定位、提高政策的精

准性。三是加强政策的整合力度，推动产业、交通、

人口、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协同，形成政策体系，

例如在吸引人才方面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型人才和

专业型人才引进政策，鼓励人才创业，建设国际化人

才特区，推进国际人才进出便利化，增强对国内外各

类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加大对合作区域内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等。

四、加快中心城市都市圈建设

都市圈是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较多城市群发展规

划、城镇体系规划中均提出都市圈建设的有关内

容。2019年国家发改委专门下发《关于培育发展现

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都市圈建设要“以促

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

从当前的发展实践来看，加快中心城市都市圈建设

应当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规划引领，推动

多规合一，通过制定都市圈发展规划来协调城市发

展关系，以都市圈品牌建设来形成融合发展合力，实

现区域联动发展。二是实现基础设施联通，重点推

动市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服务建设，加快市

郊（域）铁路、跨城（省）通勤班车建设和运营，以高速

铁路、城际铁路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来缩短城市之

间的时空距离，不断扩大中心城市生产生活功能向

外辐射的范围，从而加快资源的跨区域整合，提升中

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三是推动以提升居民福祉

为目的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共享发展为目标，

加快推动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医疗、养

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力度，不断促进中心城市

与周边地区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探索推进都

市圈范围内的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

方面享有同等的服务，实现都市圈整体公共服务水

平的提高。

五、加强区域文化的共同开发和保护

文化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地区认

同感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融合

发展，需要以文化为纽带，共同挖掘、塑造和丰富区

域共有人文精神内涵，共同推动传统文化保护，通过

加强区域间人文交流来增强文化的认同。一是加强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外来文化的融合，创造独特

的文化魅力，提升百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不仅有

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也会增加对国内外人才的

吸引力。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区域独特文化

基因，共同挖掘具有地区特色的人文底蕴，打造地区

特色文化品牌，在区域合作中不断增加文化活动的

类型、丰富文化活动的形式。三是推动中心城市及

周边地区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以“文化+”战略来组

织活动，推动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实现文化融合发

展，以新技术、新应用、新传播渠道来推广地区传统

文化，释放文化新动能，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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