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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都市圈 苏皖共画一个“圈”

    4 ? 16 日，江苏和安徽两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南京都市圈发展

规划》，标志着南京都市圈进入新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南京都市圈连通东部、中部两大

板块，衔接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涉及 9 个设区市 3500 万人，是全国最早启动建设的

“跨省都市圈”。 今年 2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家发改委正式复

函同意的都市圈发展规划。

    “借鉴世界主要都市圈发展

经验， 基于人口通勤流动等大量
数据的分析，尊重区域合作历史，

挖掘都市圈发展潜力， 我们合理
确定了南京都市圈范围。 ”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林康介绍， 此次规划范围拓展
到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

马鞍山、滁州、宣城 8市全域及常
州市金坛区、溧阳市，总面积 6.6

万平方公里，2019年末常住人口
约 3500万。

“南京都市圈最大的亮点在

于探索跨界区域共建、 跨省同城
化机制， 探索以南京为中心城市

带动跨界地区的共同发展。 ”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

主要参与人、中科院副研究员、南
京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孙
伟表示。

“环顾全国的都市圈，跨省级
行政区的现只有成渝都市圈和南

京都市圈。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
是长三角一体化格局的进一步深

化， 即进一步突破省级层次行政
区边界， 以跨省都市圈的空间形

态和运行载体来推进跨省区域一
体化。 国家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的初衷就是打破行政区边界和

‘行政区经济’， 在更大尺度的区

域空间高效配置资源。 ”

———安徽省政府长三角专家
咨询委员会专家、 安徽大学创新
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宋宏表示，建
设跨省级行政区的南京都市圈
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初衷是完全吻
合的。

“都市圈承担着为全国探索

跨省级行政区区域治理新模式、

打造区域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

使命。 ”

———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
市长杨学鹏指出， 将探索建立统
一的规划委员会， 组建南京都市
圈办公室，研究构建决策层、协调
层、执行层三级运作体系，汇聚形
成推动都市圈建设的强大合力。

“南京都市圈定位为长江中
下游一个节点性的都市圈，将成

为辐射中西部的重要门户 ，成

为长三角一体化中跨省合作的

示范。 ”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
所所长周伟林认为。

“在南京都市圈中，南京的中
心性十分突出， 对周边地区的带

动力很强， 与周边的中小城市形

成很好的产业协作。 ”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胡
刚分析。

“南京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产
业关联度较高、 产业链具有较好

的互补性，产业创新链有机衔接、

错位发展。同时，这些城市也在南

京布局布点， 共建科研联合体和
共同举办创新交流活动， 做到资

源双向输出与对向合作。 ”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
治理研究院教授陈杰举例分析，

南京与镇江之间沿着集成电路产
业链、 新能源汽车等形成产业链

合作， 南京与马鞍山之间沿着高
端装备、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港
口运输等形成产业链合作， 南京
优质的教育科创卫生资源、 物流
服务与资本市场辐射也在都市圈
之内共享。

“畅通互联的基础设施网络
对于推进南京都市圈内人、物、资

金、 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有着重
要意义。与以往行政区划为主，强

调竞争关系不同， 都市圈是一种

经济圈，更加强调融合的关系。在
南京都市圈机场群发展方面，要

持续强化南京机场辐射功能，通
过发展放大带动力， 在促进要素

自由流动方面树立新标杆。 ”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丁
宏表示。

“南京亟须多维度扩大和提
升中心城市功能， 全力打造国内

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际大循环

的开放门户， 以国际视野向国家

中心城市迈进，同时引领‘南京都
市圈’ 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的北翼强核心。 ”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
所所长、 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
市研究院研究员吴海瑾表示。

“圈内所有城市都将依托南
京地铁网络与城际轨道交通，实

现同城化交通互联互通。 这对推
动南京都市圈内的要素优化重

组、 资源优化利用、 人口优化分
布，有重大积极功能，最终会产生

南京都市圈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同城化发展，其形态必将形成‘8+

2＞10’的城市发展效应。 ”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胡小武说。

“未来，我们鼓励与南京等地
的高水平医院合作办院、 组建专

科联盟、 远程医疗协作， 加快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金牛湖校区建

设，开通跨省公交线路。 不断推
动优质公共服务一体化、连锁化

供给。 ”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一级
巡视员笪艺武介绍， 都市圈建设
特别注重均衡普惠、民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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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长三角地区正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各地在推进城乡协同协
调融合发展进程中，以乡村环境整治

及住房改善、特色美丽乡村建设、乡村
产业引导为切入点，不断完善乡村振

兴的领导机制、人才支撑体系和金融

支持等，取得较大成效。

乡村对长三角的重要性
逐渐认识

20多年前，在长三角这片开发开
放的投资热土上，开发区圈地、新城建

设、高速公路铁路等设施建设，不断地
逼退乡村空间，农业耕地和村庄的用

地不断被城镇化。当时在上海、苏南地
区有相当多的声音，认为长三角可以

不要乡村，发挥土地比较优势，这里大

干快上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粮食等农
副产品需要依靠区外或海外贸易解

决，这也是促成乡村急剧衰退的一个
思想根源。

可是，建设用地不可能无限扩展，
当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建设用地

比例开始突破 30%、40%?至 50%，区
域的水土气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恶

化。当前，上海的建设用地比例远远高
于香港，也高于深圳，如果还认为上海

还有很多空地没有开发，可以容纳更

多人口，这显然是片面的认识，没有意
识到城里人同样需要氧气和净水。为

此，无限蔓延和扩展不是出路，保有城
市周边开敞空间变得十分重要。

乡村是区域开敞空间的重要载
体，其生态维护重要性首先凸显出来；

乡村旅游发展和文化遗存发展，乡村
成为“乡愁”的承载体，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对农产品新鲜、干净、特色等
需求，郊区乡村生产功能被不断激活。

乡村的主体功能是什么
分类引导

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和
“十三五”规划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从小

康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
五”规划提出乡村建设行动，乡村的生命

力正在复苏，也越来被认同。长三角城市
群地区实施乡村振兴，首先要考虑乡村该

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这是乡村的建设和发

展方向，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考虑的基
本条件。

乡村的功能需要从城乡分工考虑，城
乡作为命运共同体不能对立，而是思考如

何发挥好农业农村不同于城市的地域功
能。一般来说乡村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

城市边缘乡村，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也有可
能被城镇化，可以接受城市扩散出来的居

住和服务功能，这类乡村目前并不多，因
为城镇化用地扩展的速度已经在慢下来；

第二种是旅游门户乡村，临近大型旅游设
施和旅游风景区的乡村，可以配套服务发

展乡村旅游、农家乐或民宿；第三种是依
托资源的远郊乡村，发展依靠土地的农副

产品生产或矿业生产。从目前看，直接接
受城镇辐射和成为城市居民旅游景点的

村庄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乡村仍以农产
品为主，面临农业回报率提升的压力和城

市产销支持的需求。而资源型乡村直接发
展乡村旅游业并不合适。

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知识为上

当前长三角各地政府都在轰轰烈烈
地推动乡村建设行动和振兴计划，大量投

资下乡，对乡村实施环境综合整治，确实
在村容村貌上有了很大改变，感观好了，

内生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矛盾，比较突出
的问题一是农民利益如何兼顾？乡村振兴

目的不在于供人看，是切实让农民有更好

的生产生活条件。政府大规模推动乡村

建设和政策帮扶，一定程度改善乡村发
展条件，但农民和乡村内生动力依然不

足，持续增收路径不清晰。二是生态保护
和发展如何兼顾？生态是乡村振兴的生

命线，是乡村发展的生命力，要把生态资
产转化为经济价值。乡村工业化和农药

化肥过量使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影响

农产品质量。且资本下乡的短期趋利，也
不利于生态保护。

乡村振兴需要创新思维、另辟蹊径。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较高人力资本

和先进技术投入，才能推动传统农业改
造和现代化转型。相较于资本，基于人力

资本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应是我国科学建
设乡村、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态与发展

共生的关键力量。首先，乡村是生态品和
农产品主要产地，因此生态支撑非常重

要，需要研发和推动知识型的生态创新
技术，发展绿色清洁的农副产品生产，推

广绿色化基础设施，建设干净整洁的乡
村，帮助乡村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前

提下实现生态产品的高价值化。其次，农
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应该得到充分扶

持和彰显，需要通过教育培训、信息赋权
等渠道解决村民作为需求方自视弱小，

思想意识较为封闭，难以认识到“三农”
技术及市场价值，接受度不高等问题。提

高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培养知
识农民，是乡村振兴实现“富生态、富百

姓”的根本。
乡村振兴的愿景之一，是所有的旅

行者，去乡村，会想要握着某个农民的

手，感谢他为我们保护了这块土地环境，
让生态、种子、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等珍贵

的东西还能继续存在。

作者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
专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研究员，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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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

群，在长三角地区，乡村该

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有哪些特点？ 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

专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

从三个维度予以探讨。

重乡村重发展 富生态富百姓

视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