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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0 次报告”： 

 

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建设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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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矢志不渝，十年铸剑。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标

志性十年，也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从开启到发展的十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以中国

城市为对象，持之以恒，艰苦开拓，伴随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而不断成长。值此《中国城市

竞争力报告》连续发表 10周年之际，2012年 5月 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举办“2012 年城市

竞争力蓝皮书发布会。共同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研究员、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

中心主任倪鹏飞博士牵头，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国内著名高校、国家权威统

计部门和地方科研院所近百名专家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中国市长协会常务副会长陶斯亮，国务院

参事、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发展部部长侯永志，南开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郝寿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曙光，CJ 集团中国本社总裁朴根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揣振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利民等出

席会议。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凤凰卫视、香港商报、二十一世纪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众多媒体参加了发布会，中国网进

行现场直播。 

与会领导、专家共同回顾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表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回顾了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艰辛的过程，充分肯定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中国城市发

展所起的引导、激励和决策参考作用，对报告未来改进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围绕第十次报告

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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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根据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和成熟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对 2011年中国两岸

四地 294个城市竞争力指数进行具体比较和格局分析发现： 

2011年前 10 名的城市依次是：香港、台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杭州、

青岛、长沙。分别被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中部和台湾等 5大区域分享，总体行政级别

较高。2011年相比 2010年前十名城市：总体差距有所缩小，位序变化剧烈。 

2011年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50名格局是：东部沿海占据 7成，3成多为地级城市。

佛山、苏州和无锡居地级市前 3 名。2011 年相比 2010 年前 50 名变化情况：中部城市数量

增加，地级城市提升较快。副省级城市中 2011 年相比 2010年提升位次最多是成都，上升了

8位。省会城市中，南昌提升位次最多，为 10位；地级市中，南通提升位次最多，为 7位。 

2011年城市竞争力的总体格局：东部城市整体强，西部城市个别强。东南地区城市整

体竞争力排名较高，多集中在前 100强。2011年相比 2010年总体格局变化情况：城市间差

距进一步缩小。 

 

本次报告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第 10次，报告将“竞争力：筚路十年铸一剑”

作为年度主题，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了回顾。 

报告分析 294 个城市 10年综合竞争力指数发现：过去十年城市竞争力的格局：总体间

差距缩小，局部内差距扩大。东南沿海在保持领先的同时内部差距缩小，内地城市竞争力提

升明显，东北地区成绩斐然，中部地区城市分化严重，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大型城市仍占主

导，中小城市竞争激烈；地级市提升领先于全国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 

报告比较 294 个城市 10年综合竞争力指数变化发现：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前 50个城市

依次是：鄂尔多斯（1）、包头（2）、三亚（3）营口（4）、榆林（5）、东莞（6）、铜川（7）、

天津（8）、重庆（9）、沧州（10）、松原（11）、钦州（12）、呼和浩特（13）、清远（14）、

乌海（15）、合肥（16）、长沙（17）、北京（18）、大连（19）、东营（20）、烟台（21）、沈

阳（22）、防城港（23）、庆阳（24）、新余（25）、唐山（26）、苏州（27）、芜湖（28）、铜

陵（29）、舟山（30）、青岛（31）、四平（32）、佛山（33）、辽源（34）、日照（35）、南通

（36）、扬州（37）、淮安（38）、武汉（39）、常州（40）、延安（41）、成都（42）、无锡（43）、

马鞍山（44）、杭州（45）、广州（46）、玉林（47）、泰州（48）、长春（49）、岳阳（50）。 

报告利用过去十年积累的丰富的城市竞争力数据，采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涉及城

市竞争力若干重要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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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从一般要素区位转向人才核心要素；

从基础设施硬件要素转向政府管理等软件要素；人才竞争力变化率则是城市竞争力综合水平

变化率提升最大的积极因素。但具体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和生态环境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贡献

度仍然较低。 

金融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影响效应较为复杂。相对而言，各地区中地区性金融

中心的发展比全国性金融中心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相对于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产出，城

市科技转换能力对城市效率影响更大。 

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产业结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

提升没有明显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上，城市层面存在明显的环境与收入之间

倒 U型曲线关系。 

商业文化与科技创新存在复杂的关系：从 54个城市总体来看，创新氛围与科技创新的

正相关最多，交往操守与科技创新的负向关最多。体制创新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

对外开放度、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非国有化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

经济管制、税收负担与地方政府干预等与市场经济相悖的体制因素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实证

结果符合预期。 

报告对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行了十年回顾，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是中国城市崛起

的十年。城市作为国家创富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和显著，2010 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市辖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 GDP的比重为 65.81%，比 2001年提高了 15.6个百分点。

社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但是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收效不大。 

报告发现：过去十年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城市人口规模和增速异常迅

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4.5594亿人，占总人口的 36.09%；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人口 6.655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49.68%，比

2000 年提高了 13.59 个百分点，十年城市人口总量增加 2.10963 亿，过去十年增长接近全

部城市人口的 0.5 倍；城市用地规模和增速更为迅猛。2001年地级以上城市市区面积 489421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7605 平方公里；201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628573

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达 3176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增长接近一倍；城市体系和空

间分布急剧变化。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带）逐渐形成、壮大。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

开始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群，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基

地，是 20多年来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增长极。 

报告认为：过去十年城市化的模式不可持续。过去十年城市化模式是以经济发展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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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标，以工业化为中心主线，以外部因素（市场与资金）为牵引力，以地方政府为主导，

以土地为主要内容，以物质资本大量消耗驱动力。城市化问题的主要表现 ：人口不完全城

市化。按照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 50%，城市户籍人口仅仅达到 33% ；土地过度的城市化。

十年城市人口增长 0.5倍，建成区面积增加了接近 1倍；城市体系的偏颇：大量人口向行政

级别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中等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小城镇功能不完善、比较分散。 

过去模式的城市化问题导致：空间结构的失衡，中心与边缘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

大；产业结构的失衡，房地产业过度繁荣；需求结构的失衡，内需不足；要素结构与经济动

力的失衡，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土地等资源推动城市化发展。 

报告认为：一个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是一个知识型城市、生态型城市、个性化的城

市、一体化的城市、和谐型的城市、多样性的城市、人性化的城市。 

报告根据可持续竞争力城市的标准和案例研究，筛选过去十年 10 个较具可持续竞争力

的城市：“世界之城，活力发展”的香港，“亚太枢纽、知识经济”的台北，“商贸之都，

文化之城”的广州，“蓝色创造，绿色发展”的青岛，“制造之都，创意之城”的长沙，“花

园之城，软件之都”的大连，“开放之城，创新之都”的苏州，“城乡一体，从容发展”的

成都，“生态引领，创新驱动”的合肥，“自然之城，和谐之都”的南通。 

报告建议中国城市，选择新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为目

标；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两条主线并进；以政府引导，由市场运作；以人的城市化为主要内容；

以内外需兼备为牵引力；以创新要素（人才、教育、科技和制度）为驱动力。以人为本的城

市化。 

实施新型城市化路径战略：绿色发展的城市化：新型产业的城市化；文化传承的城市化：

平等包容的城市化：知识驱动的城市化：内外需求带动的城市化：制度创新的城市化：倾斜

平坦的城市化：城乡统筹的城市化。 

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实业发达的活力城市，多元包容

的和谐城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自由开放的国际城市，古今交融

的文化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 

 

这份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是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的第 10 次年度报

告，报告主题前瞻、评述客观、内容丰富、数据翔实，报告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门、

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