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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蝉联第一
城市等级差异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 （2020） 表
明，协同发展能力前10强城市依次为上海、杭州、武
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

合肥首次跻身前10；无锡因生态支撑能力欠佳首
次跌出前10；南京则从2019年的第2名降为第5名；
苏州2019年跌出前三甲，今年位居第7名。榜单中将
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分为6个等级：上海是龙头城
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

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
宁波、合肥、无锡10座城市，是能力较强的高级区域
中心城市；

昆明、贵阳、常州、温州、南通等27座城市，是
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的一般区域中心城市；

内江、九江、丽水等26座城市，是区域重要城
市，往往地处较为重要的区位或拥有某方面独特的资
源禀赋；

宣城、广元、宿州等25座城市，是存在提升空间
的地方重要城市；

达州、孝感、黄石、黄冈等21座城市，是存在短
板或外向服务功能薄弱的地方一般城市。

细分指标看，龙头城市上海及前10座高级区域中
心城市，具备较强的对全流域、对所在区域的协同发
展能力。尤其是上海在科技创新（96.43分）、交流服
务（95.63分）两个领域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经
济发展（79.68分）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得分均位列第
一，龙头城市效应明显，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显著。而其他大多数城市协同能力差距相对较
小。

不过，指数研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表示，对标世界一流，长江经
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仍凸显四大问题——

一是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整体偏弱。110座城市平均
得分 10.13 分，仅有龙头城市上海刚达及格线 （66.01
分），杭州、武汉、成都、南京等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得
分都低于50分。

二是生态支撑和科技创新成为两大突出短板。在
生态支撑领域，位居第一的舟山得分17.13分，铜陵以
3.22分位列最后，上海得分仅6.73分，流域内所有城
市在生态支撑领域表现整体欠佳。

三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动能的形成迫在眉
睫。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及各城市需要更加自觉、更加
创造性地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四是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
空间格局尚未得到显著改观。

长江经济带城市
协同发展能力指数发布
上海第一 宁波第九
记者 史旻

12月 12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
（2020）在沪发布。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协同发展能
力中，上海连续第6年位居榜首。杭州、武汉、成都、
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分列第2位至第
10位。

自2015年起，“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
数”每年对外发布，今年已是第6次。该指数从经济发
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支撑等四个方面综合考
察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通过综合GDP水平、财政科技
支出额、新基建发展水平、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比重等具体指标对各个要素层的内涵进行精准刻画。

查阅历年榜单可以发现，宁波一直稳定位列前
10。可见，在全国城市协同转型发展的大潮中，
宁波持续发挥着地区“粘合剂”的作用。这个重要
的“角色”首先是自身的经济实力所决定的。

从各城市发布的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看，宁波
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顶住了产业结构的压力，实现
经济上的“V 型”反转。今年前三季度，以
8762.34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12位。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榜单中将全国制造业
500强总部数作为考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
标。今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
布的榜单显示，宁波有17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
造业500强，这批“领头羊”持续带领“宁波制
造”走向世界，也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多元人才在宁
波聚集。

当然，除了“硬肌肉”，互联互通的“传输经
络”也是城市协作走向高效的基础。进入2020年
以来，在疫情防控的考验之下，宁波逆风前行，一
体化发展建设更是按下了加速度。去年12月31
日，甬金铁路奉化段位于尚田街道九龙村的鲍村隧
道口正式开工建设，踏着迎新的节奏，打响了宁波
2020“交通一体化”征程的第一枪。这条铁路承
载着串起宁波舟山港与义乌陆港的重任，建成后，
将为周边地区勾勒出一条凝聚物流、人流的通道，
对拉动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陆路交通规划展现
新气象，涉水工程也是一派热火朝天。今年10月
底，宁波海事局透露了今年以来宁波在涉水工程方
面的新进展——

甬舟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已完成地质勘探，预计
明年下半年开工；通苏嘉甬铁路桥和六横大桥（宁
波段）地质勘探均已顺利开工；杭甬高速复线已全
线开工，17条海底重要管线的跨越已完成；梅山
6-7#泊位已顺利投入使用，8#泊位已完成水工主
体结构建设，穿山1#集装箱码头已完成首艘船舶
靠泊，北仑通用泊位改造项目顺利交工……

一张“跨山越水”的交通网，让宁波与周边城
市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过，虽然从整体排名上看，宁波在全国城市
中的表现突出。但在一些细分指标上，与前几名的
城市仍有明显差距。如在科技创新维度的考量中，
宁波虽然也位列第10名，但得分仅为23.42分，对
比第一名上海的96.43分，距离明显。

可见，城市协同创新不但需要城市硬件建设的
“牵线搭桥”，未来，夯实城市创新基础、精准创新
投入、提高创新产出等方面的“软实力”打造，将
是宁波持续发挥城市影响力的主要着力点。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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