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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原城市群战略与规划》，本书内容包括：中原城市群的历史使命、中原城市群存在的问题、中原
城市群发展的战略目标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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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福垣，1944年9月生，辽宁金县人。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农经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术秘书、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工农业收入差异》、《农村改革新方略》、《明租、正税、除费》、《新发展观宣言》
、《社会保障主义宣言》。

周海春，研究员，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先后主持和参加上百项课题和宁波、金华、日照、中原城市群、武汉等十多个地区五年规划的研究咨
询工作。
这些课题先后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技
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10项。
代表作有《农业资金运动与农业发展》(《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
经济潜在增长率》(《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十一五”规划的科学内涵》(《经济学家》2006年
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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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中原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是中原城市群加快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
当前，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心城市首位度低，辐射带动力不强，城市间要素
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集群化水平低，城市群间缺乏产业联系，没有形成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小城镇数
量多，规模小，中心地位不明显，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等。
应通过空间结构优化，使其资源共享、生态共建、合作多赢、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协调发展。
　　第一节 空间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原城市群空间结构调整的目标虽然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相距很近，但城镇体系明显不合理，内聚力比较差。
由于受体制分割和经济利益机制的激发，各市、县、区作为具有决策权的利益主体，往往更注重短期
的利益，追求自我平衡、自成体系的生产力布局。
自成体系的布局倾向和产业同构趋势，往往限制生产要素的区域内流动，妨碍区域内共同市场的形成
，影响或削弱区域竞争力，因此应采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整合力度，尽快实现中
原城市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区域内各个城市、各家企业
及各个市场主体的共同需求。
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首先是化分力为合力，由过去自成系统各自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化为一个大系统
，无论是中原城市群的9个城市，还是9个城市周边的县市都应成为中原城市群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
优势、强化优势、突出优势。
在内部进行资源和要素重新合理配置，消除城市同构和产业同构现象，使中原城市群的各个部分各具
特色，各具优势。
其次是实现基础设施共享，降低建设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
从原来各自为中心的“全”功能转变为优势互补的特性化功能分工，从而达到功能互补、相互协作的
空间格局，构成完善的城市体系，继而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竞争力。
二、提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使之成为中部崛起的动力源随着现代交通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发展以及经
济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空间阻碍已大为缩小，传统观念上的地域概念将逐渐被新的区位
观所取代。
区位是决定劳动地域分工的基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或制约一个区域和城镇的发展。
从国内外大环境看，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由大西洋沿岸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产业转移北上趋势
也日益明显。
在区位空间上，郑州位于中国承接南北贯穿东西的枢纽，中原城市群的东西发展轴则是东部沿海长江
三角洲经济向西部延伸的必经之路，南北发展轴则是南部沿海珠江三角洲经济向北方地区推进的通道
。
　　中原城市群应立足中原，接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放眼国际，带动腹地，从更大的空间范
围、更宽的视野和更高的起点来考虑中原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与机遇，必须利用
整体优势，不能再用一市一县面对汹涌蓬勃的区域经济发展大潮。
尽快使中原城市群进入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第一集团军之后的第二集团军中，成
为中部经济崛起的动力源。
形成实力雄厚优势互补的中原城市群是中原城市群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原人民的共同愿望，历史
也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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