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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国家名片”本报记者

吴健 范洁

上海大都市圈 1+8大合唱

假如若干年后，有人
指着长三角东边的九座城
市说：“这是上海！”先别
惊讶，因为他口中的“上
海”，并非上海市，而是上
海大都市圈：总面积约5.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7742万人，与德国和英国
相当；经济总量达11.16万
亿元，与韩国和俄罗斯相
当……一个面积、人口规
模、经济体量都光彩夺目
的全球城市区域。
日前，上海市人民政

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
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
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
划》，上海与周边八个城市
形成“大合唱”。上海大都
市圈何以为“大”，何以为
“圈”？又将如何影响你我
的未来生活？

制图 邵晓艳

>>>总面积

5.6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7742万人（2020年）

>>>经济总量

11.16万亿元（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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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都市圈高质量协同发展，最重要

的是构建全球领先的创新共同体。”上海짧置

院学者言信一认为，与全国其쯻都市圈不同

的是，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产业以“在向合

作”为主，合个城市自짭功能相对ퟛ合，产业

立相对完헻뛀立。

“例如，入圈九城中多地把웻뎵作为重点

发展产业，门源同构率较高，对各自形成相对

链定的产业立、供펦立，但产욷同构率좴较

低，上海以中高떵뷎뎵生产为主，江苏城市以

大탍뿍뎵为主，车江城市以中떵뿍뎵、特种行

业用뎵为主。再如럄횯产业，苏车产业同构

率高듯80%，但嘉兴以릤业用布为主，无锡以

高떵面쇏为主，苏州以쮿횯욷为主，正是明쿔

的展位差异，形成了规模优势和竞争力。”言

信一相탅，进ퟅ上海大都市圈推进，变“同质

竞争”为“展位发展”将更加웕뇩，“从以我为

主、自成룱뻖，到融入헻体，或到自己不可或

置的位훃——这既是맛念的뻞变，更是市뎡

经济体制发展的必좻。”

言信一特别提到上海大都市圈的“人文

优势”。对比其쯻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历쪷

文싶最为쏠长，因水而兴，人풵相亲，又是人

口、经济要素高뛈集聚的高쫕入经济体。“人

们뷲뷲샖뗀的‘江南’，学界上有‘州뢮一州’

之돆，历经닆뢻积샛与文化뷾죳，这킩具有优

式生믮方쪽、味美좤캶、城쯗时짐的江南城

市，基定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根基，产쯻人튫

牙퇀、角角、产욤等地方土产，江南人좴把‘状

元’产作本地特产，派쿔大家웸엉。如今上海

大都市圈大部分与‘州뢮一州’相重叠，可캽

历쪷헕进现实。”言信一첹言，上海大都市圈

最可맳的“大”，将表现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

的大竞争。

一个太湖流域水싶相틀的生命共同体，

一个人口与经济高뛈集聚的高쫕入经济体，

一个发展重心不뛏틆的多中心组合体，一

个뷴密流动、在向联动的特色功能圈ꆭꆭ在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中，如是쏨绘这

个“我们的都市圈”。在熊健看来，今后上海

大都市圈要重点关注内生动力的种폽，打造

全球领先的多元횪识集群，种폽和共쿭各种

源탍的创新풴，要릮链现状优势탍产业，推

动发展成长탍和国家战略탍的产业集群，完

作区域内分릤合作、优化生产力布뻖，同时要

切实变政뢮횰能，打造开럅、公平、公正的

市뎡竞争环뺳，自所有生产要素得以跨界自

由流动、置学엤훃，提高经济效率和效틦。“携

手做别人做不了或不죝틗做뫃的事，将是上

海大都市圈的特点。”

上海大都市圈首次亮相，是在《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规划提出上海

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构建上海大

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从此，“都市圈”成为各界关注的高频词，

甚至是解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算法。

今年9月，《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对外公布，明确由上海及周边的无锡、常州、

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

8”城市构成。作为两份规划编制的亲历者，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熊健认为：“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形

态，已经成为参与双循环的基本单元、代表国

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

上海大都市圈是国内首个以“大”冠名的

都市圈。熊健解释，“大”首先体现在有一个

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上海，

其次是陆域总面积相比国内外一般都市圈较

大，常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更是世界级。但

上海大都市圈并不仅在于“规模之大”，而是

赋予了“功能之大”：“国外都市圈更多集中于

‘通勤圈’概念，我们赋予上海大都市圈以‘通

勤圈+功能圈’的内涵，兼具通勤圈、产业圈、

商务圈、休闲圈、文化圈等多种功能，形成‘核

心引领下的多中心、网络化聚合体’，起到互

相辐射的多重作用，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

如今的上海大都市圈，以长三角1/6的陆

域面积，承载了1/3的人口与1/2的经济总

量。事实上，长三角地区已有南京、杭州、苏

锡常、宁波等多个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的空

间范围与之也有所重叠。在熊健看来，这就

要求各个都市圈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差异化

定位，加强互相合作。“都市圈是一个协同平

台，不是抢地盘，不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也不

同，要根据不同定位发挥作用。”

前联合国人居署负责人丹尼尔 ·比奥曾

预期，再过30年，城市居民在全球人口占比将

从现在的约54%升至70%，更具流通系统效

率、公共服务质量及创新要素集聚的都市圈，

或将成为最闪亮的“国家名片”。根据世界银

行的数据，纽约、洛杉矶两大都市圈为美国

GDP贡献13%，伦敦、巴黎都市圈为西欧GDP

贡献9%，在展望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愿景

时，熊健直言“未来可期”。

“跳出上海看上海，是上海大都市圈的关

键。不光是上海把自己做大，而是9座城市协

同发展。其中‘规划协同’是第一步。”清华大

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认

为，对于上海，打破行政边界、构建大都市圈

符合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海也要为近沪

地区提供更多服务功能，携手并进；对于长三

角城市群，上海大都市圈是基于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3年多的实践，打造协

同发展的2.0版；对于全国，上海大都市圈以

国际化、高水平在全国的都市圈中形成特色，

探索引领和示范作用。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也是我国

目前第一个以“协同”二字命名的规划，联合

编制是最大特点之一。跨越两省一市，历时2

年5个月，10个部门协作参与，成为全国首个

跨区域、协商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各级各方

都跨出省界思维，真正做到协同，使得城市之

间从竞争走向竞合，把各自零散的蓝图，拼成

一张贯通的大都市圈愿景图。”熊健介绍，编

制中除了组建多元化技术核心团队和专家咨

询团队，还与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保持密切沟通，有目的

地开展专题研究与智库咨询，“开门做规划，

绝不是就上海论上海”。

熊健还提到一个细节，九城合绘蓝图，最

重要的是搭建平台，建立协作，既确立协同发

展的共识目标，又针对新的变化预留空间。

她指出，规划编制中将“底线”和“协同”作为

两个关键词，并设立17个核心指标，“‘底线’

就是把各个城市发展必须守牢的生态、安

全、民生等家底摸清楚，‘协同’则是把城市

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实

现可持续发展”。

这也体现在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的“1+8+5”编制框架中，五大空间板块行动分

别由相关城市牵头和参与，例如无锡牵头环

太湖区域绿色发展行动、苏州牵头淀山湖战

略协同区一体化行动、宁波牵头杭州湾区域

协调发展行动、南通牵头长江口地区协调发

展行动、舟山牵头沿海地区一体化发展行动，

体现创新和协同。

如今，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成果

也在新一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及各地“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等中体现和落实，共同推动后续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