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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普华永道通过对城市要素的筛选，从中选取十大要素，
对我国 24 座城市的综合和均衡发展进行了持续的调研和观察，
利用公开的权威数据，从定量化角度进行总结和梳理，并加以
评估。

（五）城市的综合和均衡发展评估

一、背景介绍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引世人瞩目。自 2014 年开始，

普华永道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针对中国内地的一些

城市进行了持续的调研和观察，并发布了《机遇之城》系列动态

报告。该报告紧密结合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从重要维度观察城

市发展的综合实力，探索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方向。《机

遇之城 2016》从“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成熟度”、“区域重要

城市”、“健康、安全与治安”、“交通和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与

自然环境”、“文化与居民生活”、“经济影响力”、“成本”和“宜商

环境”10 个维度、55 个变量对 24 座国内城市进行观察。24 座

城市按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排序，分别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

连、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天津、青岛、郑州、南京、武汉、苏州、杭

州、宁波、福州、昆明、南宁。

在本次调研中，通过对公开权威数据的定量化梳理，广州总

积分排名第一，其次为深圳和杭州，位居前列的城市显示出社会

与经济优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但同时也继续面临平衡发展与

成本的巨大挑战。

二、数据分析
针对《机遇之城 2016》研究报告的结果，有以下了几点思考：

1. 广州荣登榜首

广州是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积累了很强大的发

展实力，使其更有能力和动力抓住城市发展的机遇。《机遇之城

2016》的结果显示，广州总积分位列第一，首次超越两届“榜主”

深圳。广州在 3 个维度（智力资本和创新、区域重要城市、交通和

城市规划）中总分第一，其它 7 个维度也位居前列。调研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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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是广州的最大竞争力。广州在各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源，几乎没有明显的发展缺陷。

广州汇集了广东省 2/3 的高校、77% 的科技研发机构和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科学城、

大学城、国际生物岛等一批创新创业基地，科研人才集中，产学研平台载体众多，具有极大的创

新能力释放空间。同时广州积极推动该市人才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以及省“珠

江人才计划”等中央和省的重大人才工程，构建了高层次人才集聚体系，这些高层次的人才是

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广州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在“十三五”期间，北上广将三足鼎立，构筑

中国对外开放交通网络的“金三角”。

2. 东部沿海城市优势明显

《机遇之城 2016》报告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较快。在排名前 12 位的城市中，

有 8 个城市位于沿海地带，尤其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可见，地理位置的优势、交通和

生活的便利、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完善等使得这些城市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在多年的

发展积累中成为了中国经济活跃、吸引外资多、经济总量大、对国家贡献大、对外影响力大的区

域。通过这部分沿海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带动，周边城市也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正以“点、面、

线”的方式进行扩张、整合和融通。

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城市的发展普遍比较落后，排名靠后的城市多位于中部、

前 12 位城市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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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或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的城市相对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

施的落后，以及人才储备和投资环境的不足。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并初见成效，但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在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科

技和通讯等领域仍普遍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3. 部分城市发展潜力巨大

《机遇之城 2016》报告结果显示，部分城市虽然目前总体排名靠后，但是结合国家最新

“十三五”发展规划，可以看出这些城市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如重庆、南宁、乌鲁木齐和兰州。

重庆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16 位，但是在“金融从业人员数”变量上排名第一。这不仅

说明重庆金融市场的规模，而且也反映出重庆持续进行的金融改革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重庆在“商业运营风险”变量上得分也最高，这个变量是依据商业不良贷款的状况来排序的，

说明重庆这两年在金融市场管控上成效凸现，印证了这座城市金融行业发展的进步和巨大潜

力。重庆是“长江一线”和“西南一片”的衔接点，是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H”形发展战

略构架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全国一级综合交通枢纽，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乌鲁木齐和兰州在综合排名中分别位列第 20 和第 22 位，属于比较靠后的，但是乌鲁木

齐在“医护资源”和“有营业牌照的正规出租车”两个变量拔得头筹，突显了这座城市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颇有成效，这也跟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多方面支援的政策倾斜是密

不可分的。兰州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变量中排名榜首，这一结果呈现出该城市在高

等教育方面累积投资的成效。乌鲁木齐和兰州都是发展“一带一路”的战略重镇，在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这两座城市将在全国和国际地区中占有战略性的地位，城市发展必将得

到极大地改善和提高。

南宁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24 位，但是南宁在多个变量中排名第一，如“绿色面积”、“文化

活力”、“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员工管理风险”。南宁是东盟博览会的所在地，在我国南

向经济发展战略中居于核心位置。该城市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邻粤港澳，南临北部湾，

西接中南半岛，处于泛北部湾、泛珠三角和大西南 3 个经济圈的结合部，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

枢纽城市、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沿城市，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

北老工业区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等，也为这些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我们相信，

上述城市必将在今后的发展中崛起。

103



中小城市发展和工商业解决方案案例集 |第二集

104

三、展望
中西部地区城市如何崛起

虽然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竞争力低于东部沿海城市，但是

从侧面也说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中西部地区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我国中西部地区要崛起，要缩短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差

距，可以考虑如下几点：

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自身经

济中的作用，加大投入力度，协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的步伐。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作为物质生产活

动和商品流通的支柱，中西部城市可通过修建跨省际的公路、铁

路，与发达地区连接起来，借助发达地区带动自身的发展。此外，

通信、公共图书馆、医护资源和医疗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

理等项目也能为落后地区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2. 构架人才回流机制：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因此，中西

部地区政府要不断完善本地区的人才回流机制，制定相关优惠政

策，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并加强对当地大学的科研支持力度，提

供一个不断提高的高质量生活标准，吸引考出去的本地学生回到

家乡，为家乡的建设发展出力。

3. 挖掘发展特色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趋势，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每个城市需要进行自我检视和反省，

了解自身的特点，以此培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发挥城市的

优势。在此基础上，把特色经济做大做强，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进而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强城市的综

合竞争力。

四、结语
行政级别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市场化是现

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要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必须从原有

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进行转型，结合城市的特色，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以人为本，加大对信息、科技和创新的投入力度，实现城市的

综合和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