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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走向城市带“3 小时都市圈”呼之欲出

周放 黄庭钧 潘海平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如今出现急剧变化，城市间快速交通网络呈现出全面接轨态势，农

民向城市迁移，经济一体化措施纷纷启动，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社会发展进程开始转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的新阶段。

“3小时都市圈”呼之欲出

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掀起规模浩大的“路桥运动”。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快速交通网络体系，在建设、管理

和技术上取得一连串突破。浦东磁浮铁路交通示范线开通，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长江口跨江大桥相继开建，沪崇（崇明岛）苏（南

通）大通道启动。

“长三角”公路大动脉沪宁高速公路开始扩建 8车道，宁杭高速以及连接苏（州）沪杭的高速公路全面兴建，将使“长三

角”高速公路形成内外两个大环网。

5月 21 日，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二合一，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上第一次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成

为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

5月 25 日，11 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浮出水面。未来 5年内，从长江口北岸南通市，到杭州湾以南

的宁波，西至南京的 10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一个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现代化快速交通网，将把“长三角”15 座中心城市、55

座中等城市、1446 个小城镇全部纳入“3小时都市圈”。

区域经济专家认为，长江三角洲“3小时都市圈”的交通计划，将极大推进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带来生产力发展格局的重

大变化。

“长三角”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行“一体化”

今年以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先后带领两省高层党政代表团，在江浙沪进行穿梭考察访问，首次

就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形成融入“长三角”的战略共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表示，把

联动发展推向一个新台阶。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许多方面迅速迈出实质性脚步。

4月 10 日，江浙沪三省市的工商部门在杭州签署了一份合作会议纪要，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行“一

体化”。内容包括：三省市之间企业异地办厂实行市场准入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跨地区投资；在省际间开通著名商标保护“直

通车”；共建三地工商管理部门办案协作机制；以及共建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等。

“长三角”地区集装箱运输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最近开始启动，通过组建“长三角”跨省市的运输集团，拓展陆上货运交易

中心功能，实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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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上海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向江苏浙江的一些大企业直接发放贷款。据统计，目前在上海市的内地投资中，来

自江浙的投资占 50%。

如今，环杭州湾 5万多家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已在或即将在上海设点和建立总部。

“长三角”20 多个城市今年开始实施各地人员资格证书的互认和衔接，从而实现“长三角”内各地教育、培训、考试的资

源互通、共享。

无锡、上海两地的公交公司去年在全国率先推出“一卡两地刷”，两地市民可以持本地公交 IC 卡在对方城市的公交、出租

车、以及上海的轮渡、轻轨、地铁等交通设施上使用，目前沪锡两地异地刷卡已经达到了每月 1万次以上。

从城市群走向城市带

近年来，席卷整个长三角的城市化浪潮使连接各城市间的乡村地带急剧缩小，城市边界纷纷汇合，第一次出现与纽约、东

京、伦敦等世界城市群相似的城市连绵带。

去年以来，在 10 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各板块，城市规划大调整、大改造和大开发全面启动。上海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今

年在整个 60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全面铺开。

苏南板块各大中心城市改造拆迁面积均超过百万平方米，城市建设投资均以百亿计。2001 年，南京市城市规划面积从 2753

平方公里扩张到 4700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逾千万。

城市规划面积首次超过农村地域，城乡发展格局出现历史性转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区连续 10 年以全球领先的经济增长速度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现代化进程。曾经以“鱼米

之乡”著称于世的苏南地区，1975 年工业创造的国民财富首次超过农业，如今传统农业在苏南已经消失，产业化、工厂化已经

成为第一产业的主体，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2002 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长三角 15 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达到 5.9∶51.8∶42.3。

根据江浙两省的社会发展预测，到 2005 年，长三角苏南板块和浙江北部杭嘉湖以及宁绍地区将基本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的转变，从而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过程。

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告别世代居住的乡村家园，向城市迁移。统计资料表明，1997 年至 2000 年，江苏省总人口增加 218 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增加 1099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881 万人，人口增长首次全部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加。目前长三角苏南板块按

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60%。（完）

世界都市圈

新华网南京 7月 13 日电（记者周放黄庭钧潘海平）世界都市圈,也称大城市连绵带或城市群。一般是指呈带状分布、规模

很大的城镇集聚区。世界都市圈是经济活动的集聚地。



3

世界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最高发展形态，其资源集聚功能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1961 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

man）首先用此名说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高度城市化地带，并列出世界 6个城市群，长三角为其中之一。

1、纽约都市圈。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共有 40 个城市。面积 13.8 万平方公里，人口 6500 万人，

城市化水平达到 90%以上。

2、北美五大湖都市圈。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3、东京都市圈。主要包括东京、名古屋、大阪。区域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 7000 万人。

4、巴黎大都市圈。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布鲁塞尔、科隆等。这个城市带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40 座，

总面积 14.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600 万人。

5、伦敦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以及众多

小城镇。面积为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650 万人。

6、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南通、镇江、泰州、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

湖州。面积近 10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724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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