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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群建設是打破現有行政區劃，實現中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式」。談及中
國首度提出「城市群」概念，郁鴻勝如是表述。他指出，中國經濟發展至今，我國

現有行政區劃模式的弊端已顯露無遺，嚴重抑制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到了尋求突
破的關鍵節點，規劃和建設城市群，按市場經濟的規律建設區域經濟的可持續，是一條重
要路徑。

行政區淡化 市域格局劇變
郁鴻勝指出，城市群建設首先要解決的是城市功能的定位問題，在此基礎上，原有的行政

區概念將打破或逐漸淡化。以上海為例，今年由郁鴻勝領銜承擔的上海市重大課題—
上海市域城市群規劃研究，便展示出一幅全新圖景──按照目前想法，上海市域城
市群將由一個中心特大城市，約900萬人；5-6個百萬人以上的大城市；15-20個
中等規模城市約50萬人；以及40-50個10萬人左右的小城市組成，這樣的佈局
構成未來上海這一行政區劃當中的城市群落。

「城市之間按照定位和功能互相聯繫，每個城市圍繞設定的目標規劃發
展，在大區域的整體規劃框架內，體現區域地方特色。比如說上海未來
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名叫『虹橋』的大城市，它的功能就是在長三角區
域，建設國際貿易為主體的交通樞紐城市，今後的崇明和浦東在未來
的發展中一體化，成為長三角重要的生態科技城市等。

功能為紐帶 長珠三角垂範
郁鴻勝表示，構建市域城市群發展將依據地區人口控制總量，包

括中心城區人口控制總量和外環線以外人口控制總量的要求進行。城
市與城市之間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唯一的紐帶是功能，由於
城市功能各不相同，就需要功能互補，互相依存。」由此，各地在
發展過程中既有了清晰的戰略目標，又要考慮城市間的發展需
求，從而形成更緊密的區域經濟聯合體。
「在十二五規劃中，可清晰地看到這種轉變。國家為每個城市群

域制定發展目標，區域內的城市按照自身功能規劃，提出實現規劃的
發展方向。」郁鴻勝特別指出，在目前我國規劃的九大城市群當中，
長三角及珠三角兩個城市群具有範本意義，珠三角為「一國兩制」下的
內外合作探路，長三角規劃則可成為內地其他城市群的發展藍本。他認
為，這一轉變將影響中國未來數個五年規劃的發展。

記者：珠三角城市群的建設，相比內地是否要考慮得更多一些？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合作過程中應

怎樣把握機會？

郁鴻勝：珠三角城市群建立的關鍵點，就是處理好香港與深圳的關係。粵港合作的本質是香港要
利用珠三角擴大自身經濟腹地，而深圳等城市則希望借力與香港的聯動發展，構建世界級的航運中
心、金融中心。這個城市群的總體目標定得很高，希望能成為亞太地區的經濟控制中心和指揮中
心，這一點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群，包括長三角地區都無法勝任的。

河套開發　為兩岸三地合作探路
河套地區的綜合開發，區域經濟中香港與鹽田、深圳等地的聯動發展、深圳航運中心擴大規模、

香港金融中心拓展戰略縱深等問題，是珠三角城市群要解決的當務之急。需要指出的是，珠三角城
市群的規劃與內地有本質區別。粵港合作的形式是要素合作，即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及技
術流，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和規劃，遵循國際慣例來進行，離開這個前提，珠三角區域合
作就無法進行。在「一國兩制」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發揮各城市間的優勢，從而為今後內地與澳
門、台灣等地合作找到合適道路，是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使命。

郁鴻勝 1956年8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化發展研究

中心主任、博士、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

上海市人民政府規劃委員會諮詢專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長三角區域規劃綜合組成員、華東師範大學長江流域

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社科院雙聘教

授、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

歷任上海市計劃委員會研究所室主任、上海市發展計劃

委員會長遠規劃處副處長、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區縣

經濟處處長、農村經濟處處長等職。

記者：您多次提及我國目前正處於行政區經濟向區域

經濟轉型的過程，這兩種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不同在哪

裡？

郁鴻勝：在行政區經濟模式下，同一行政區劃中，城
市之間是按行政級別排列，區縣隸屬於市，市隸屬於
省，其經濟聯繫是一種主機和終端的關係。其宗旨是
「為官一任，守土一方」，在管轄區內極盡所能地開發利
用各類資源，對行政區域外的周邊環境生態則較漠視。
其結果是，因行政壁壘造成的區域性破壞已達到難以容
忍的地步。
以長三角為例，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進程中，區

域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該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
耕地資源被大規模非農佔用，土壤重金屬和有機物污染
日趨嚴重，跨界水污染問題非常突出。以煤為主的能源
消費和大量的機動車尾氣排放，酸雨問題以及長江和錢
塘江等江段均存在明顯的岸邊污染帶，75%以上的區內
湖泊出現富養化現象。此外，因長期超採地下水，引起
了區域性地面沉降，蘇錫常和杭嘉湖範圍近1萬平方公
里，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沉降中心。沿滬寧鐵路帶，已經
形成8,000平方公里的大漏斗形無水區。
上述這些問題，由城市之間的現有關係決定，因此靠

單個城市無力解決。就此，中央才提出了城市群建設的

設想，並將其視為解決區域環境發展的終極手段。規劃
城市群建設，就是要打破行政區劃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
弊端，跨省、市域的城市之間，沒有行政級別的差異約
束，只有城市功能的異同，以及城市網絡的節點與節點
的關係。每個城市都將被視作該區域內的中心樞紐城市
來規劃建設，從而在更高的層面，統籌規劃城市區域經
濟的協調發展。

城市群概念由來已久
記者：城市群這個概念國外很早便提出了，為什麼中

國直到現在才在正式文件當中出現？國家制定有關規劃

的背景如何？

郁鴻勝：城市群這個詞的確是舶來品，但在中國出現
得也很早。早在上世紀60年代，便有學者提出過要建立
中國的城市群，但幾十年來，這個概念沒有化為現實。
這當中原因很多，主要因素是我國經濟發展還處於行政
區經濟的階段，行政區經濟還是一種高效的管理手段，
能夠應用宏觀政策調控經濟發展。但是，行政區經濟是
我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最後一道壁壘，什麼時候衝垮
這道屏障，應當根據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按市場
經濟的發展規律，通過逐步調整行政區經濟與經濟區利
益的關係，使行政區經濟帶來的弊端越來越小。在這個

背景下，2004年10月國務院正式提出編制我國城市群發
展規劃，國家發改委召集長三角、環渤海的專家，㠥手
編制建國以來首個跨區域經濟規劃，意圖就是為轉型發
展尋找方式和方向。

長珠三角特別之處
記者：在中國城市群的建設規劃裡，為什麼長三角與

珠三角是特別的？

郁鴻勝：中國的9大城市群中，有3個最為重要——長
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他們佔整個中國經濟總量的
40%以上，長三角佔近20%，珠三角10%，環渤海
10%。因此，如果抓住了長三角和珠三角，中國經濟發
展的龍頭就抓住了。
從示範意義來看，長三角此前受行政區經濟所累，在

環境生態發展中受到較大制約。如果在長三角地區能以
城市群規劃和建設為核心，打破行政區劃體系，那麼其
他城市群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長三角合作的關鍵動力，是解決制度一體化問題。制

度一體化也是中國從經濟發展為中心轉向民生、生態、
和諧的重要抓手。其實論經濟總量，上海在長三角並不
大，但從區域經濟建設角度出發，上海在制度體系上就
有優勢。因此，處理好經濟發展與制度協同的矛盾，做

到制度合作抱團取暖，長三角城市群的建設才算成功。
國家對長三角城市群的定位，主要有三大目標：亞太

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
造業中心、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按照
國家給出的這三個方向，每個城市需把自身擺在「區域
中樞」的定位上思考功能優勢，究竟是發展產業城、生
態城還是物流城，都需要綜合調研與判定，切忌一提規
劃，便要做行政區內的經濟、社會、文化中心，這樣便
又回到了行政區經濟的老路上。

轉變阻力在哪裡？
記者：區域經濟規劃的核心思想是城市功能定位，區

域內打破行政束縛，不分大小，這樣做的可行性大嗎？

由行政區經濟向區域性經濟轉變的阻力在哪裡？

郁鴻勝：要完全做到這一點，不可能只用一、二個五
年規劃就完成，但從這個五年規劃可以看出，區域經濟
的發展方向已經出現了。區域經濟的核心思想是區域利
益是最高利益，而不是行政利益是最高利益。國家編制
了跨區域規劃，明確提出了行政上的地方利益要服從區
域利益，區域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才是最高利
益。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改變了，不再是一
味的高增長、高效益、高回報，而是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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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由於承擔數十項國家級和省市級

重大區域發展規劃的研究課題，郁鴻勝每年

都要調研50-60個城市。粗算下來，每星期都

在不同的城市中度過。這樣的情況，今年或

許依然如此。郁鴻勝笑稱，作為一個區域經

濟學者，如果不到當地去親身考察，沒有搜

集到第一手的信息和資料，是無法稱職的。

其實，早在當發改委官員時，郁鴻勝扎實的研究作

風就已經遠近聞名。作為上海家喻戶曉的「一城九鎮」

規劃建設，郁鴻勝是主要的政策設計和管理者之一。

為了上海的區縣經濟發展，郁鴻勝每年都數十次的赴

區縣鄉鎮考察調研，用智慧為區縣發展服務。在許多

區縣的領導眼中，郁鴻勝更像一位學者，因此，大家

言必稱「郁老師」，而不叫他的官職。

伯父于光遠耳提面命
作為內地頂尖的區域問題專家，郁鴻勝的學識不僅

來自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鄉間的調研和實踐，亦發源

於童年的書房。他的伯父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

先生。于光遠原名郁鍾正。郁鴻勝在北京的童年和青

年時代，都受到一起生活的伯父的耳提面命，伯父嚴

謹的求實精神和科學的治學態度，對郁鴻勝產生了深

刻的影響。郁鴻勝回憶說，伯父最大的財產就是擁有

成千上萬冊書。在文革中，十來歲的郁鴻勝，便以閱

讀經濟書籍為樂，這個習慣未變。

郁鴻勝擅長生產力經濟學、技術經濟學、系統工

程、宏觀經濟與政策分析、國民經濟計劃與指標體

系、區域中長期規劃編制、城市化發展等方面研究。

研究著作150多萬字
近年，他在國家級和省、直轄市級以上的報紙、雜

誌、出版社公開發表的有關專著、論文、研究報告、

專題文章、重大決策、諮詢報告、發展研究規劃等共

計250餘篇、本、冊，累計150多萬字，獲中國發展研

究獎一等獎1項，國家級二等獎1項，上海市政府重大

決策諮詢成果獎一等獎1項、三等獎5項，省市級優秀

成果獎20餘項。

擁有一線區域開發經驗及有豐富經濟學理論基礎

的郁鴻勝，在區域經濟的研究領域擁有得天獨厚的

優勢。作為權威學者，郁鴻勝為突破行政區經濟，

發展區域經濟呼號奔走，不遺餘力。令他欣慰的

是，許多城市的十二五規劃中，已有了明顯的區域

經濟的色彩。

作風扎實
年調研50城

建立珠三角城市群
關鍵搞好港深關係

■郁鴻勝參與國家發改委長三角規劃，赴浙江考察調研。
香港文匯報上海分社傳真

■郁鴻勝在
國家發改委
召開的區域
規劃會議上
發言。
香港文匯報
上海分社傳
真

「十二五」期間，中國

提出建設大城市群的全新

目標。其中，長三角與珠

三角的建設定位，均是

「世界級」城市群。全程

參與長三角及內地大城市

群規劃編制的內地頂級

區域問題專家、國家發

改委長三角區域規劃智

囊郁鴻勝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表示，「十二

五」意味㠥中國經濟版

圖的歷史性變革已經到

來，中國將進入以功能

城市建設為導向的全新

發展時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鎮慶、周逸

■郁鴻勝接受香港文匯報上海分
社社長葛鎮慶獨家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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