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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安徽的 8 个城市正式达成协议成立。

18 年间，组成成员出现过一些变

化，目前最新的成员包括南京、镇

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

滁州、宣城、常州的金坛区及溧阳

市。这是一个跨江苏和安徽两个省、

长江和淮河两个大河流域的都市圈，

总面积约 6.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500 万，是苏皖两省有力推动、市

场化主导形成的跨省都市圈，也是

我国首个跨省都市圈。

随着 2019 年 2 月《南京都市圈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印发，

下一步的发展目标被确定为“建设一

个同城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国家级都市圈”。“国家

级都市圈”的提法，尤其引人瞩目。

这个最新的蓝图里，到 2020 年，都

市圈各城市之间交通、产业、生态、

医疗等融合都将更加紧密。

“神形合一”的挑战

尽管南京都市圈在不少方面已

堪称国内区域协作发展的标杆，不

过，它仍面临一些挑战。曾有学者

提出，在这个都市圈里，南京与江

苏城市有些“貌合神离”，而与安

徽城市则是“神合貌离”。这一点，

在民间的一些调侃中似乎也能得到

印证：在一些人看来，比起江苏省

会的属性，南京更像是“徽京”。

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一段时间以来的现实。陈柳告诉《新

民周刊》记者：这种情况有其历史

成因。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地区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因地理位

置的优势承接了上海的产业转移，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位于南京与苏锡常之间的扬州、镇

江更希望学习苏锡常的模式，接受

上海的辐射，因而与苏锡常、上海

的经济互动比与南京更为活跃。“行

政上听西边的话，经济上跟东边走”，

这是苏南不少城市发展路径的写照。

然而，近年来，上述局面也在

逐渐发生变化。“实际上，宁镇扬

同城化推进的速度并不慢。”陈柳

说。目前，南京通往镇江句容、扬

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共同争取赋予

合作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实现“区

内事务区内办理”。

“宁淮特别合作区”借鉴了深

圳和汕尾设立的深汕特别合作区的

经验。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前身也是

产业转移园区，此后获得地级市一

级管理权限。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不

改变土地行政所有权的基础上，汕

尾让渡管理权，交由深圳一方全权

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合作区发展

面临的法制、体制等障碍，为区域

协调合作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吸取

前人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南京在

都市圈内突破行政区经济，建设“飞

地”，走出了创新的一大步。

以上两个案例，是南京都市圈

内城市彼此融合的缩影。除了交通

网连成一体、跨城跨省产业园区不

断兴建，民生服务的共享共用也在

快速推进：例如，南京外国语学校、

琅琊路小学等优质教育机构分别在

淮安、滁州设立分校；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儿童医院等多家医院采取集团

化运营、设立分院等形式与都市圈

城市开展合作。在生态环境的联合

保护上，各城市以对空气和水污染

的联防联治为突破口，把保护江淮

生态带放在工作的压倒性位置。

“共建、共享、同城化”，当

下的南京都市圈，在民众的直观感

觉中，区域认同感不断提高；政府

和研究机构从各项数据和案例得出

的判断是，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

都市圈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南京

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

柳教授看来，南京都市圈的制度创

新确实可以成为国内跨省都市圈发

展的一个范例。

南京都市圈在 2001 年由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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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高铁列车正驶离

铁路南京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