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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下泰州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研究 

蔡成浩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泰州分院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实施

后，泰州如何立足Ⅱ型大城市规模定位，把中心城市能级提升放到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中进行研判，在更大范围内优

化资源配置，在更高层次上集聚优质资源，本文综合分析泰州中心城市与其他长三角城市的优劣，探究长三角一体

化背景下泰州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的对策思路。 

一、城市能级内涵及重点指标 

城市能级是城市综合实力及其对该城市以外地区辐射的影响程度，是城市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集中体现。城市能级

提升过程，也是城市综合功能完善和空间的重构过程，包括城市经济实力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创新能力增强、城市

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根据城市能级核心内涵，结合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所起功能及城市能级区分度问题，笔者从经济能级、

社会能级、发展能级三方面指标对城市能级进行研究。 

二、泰州中心城市能级综合分析 

建市之始，泰州就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遇，主动接轨上海、融入苏南，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先后获

批全国首家国家级医药高新区、长江经济带大健康产业集聚发展试点城市、江苏省唯一国家级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

试验区，成为江苏省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中心城市核心功能进一步增强。 

（一）经济能级：主要从经济水平、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经济活力四方面来分析 

1.经济水平 

地区 GDP:2019 年泰州 GDP 为 5133.36 亿元，为苏州的 26.6%、无锡的 43.3%，低于邻近的南通、常州、盐城、扬州及绍兴

等城市，排在长三角城市第 16位。 

人均 GDP：泰州 2019年人均 GDP11.07万元，排在长三角城市中心区第 17 位，低于邻近镇江、常州、南通、扬州，与绍兴

接近，无锡、苏州约为泰州 1.62倍。 

收入消费：以泰州对标城市绍兴为例，2019年泰州、绍兴两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7773元、53839元，绍兴是泰州 1.42

倍。在消费支出上，两市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1348.9亿元、2207亿元，泰州仅占绍兴 61.1%。 

2.经济基础 

地方财政收入：2019 年泰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74.58 亿元，同比增长 2.2%。同为长三角核心区中轴部位的常州，同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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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预算收入 590亿元，增长 5.3%。 

年末常住人口：影响城市能级因素很多，但无论是资源集聚还是产业的发展，最终都将体现为人口聚集。比较泰州与绍

兴,2019年泰州户籍常住人口流出 36.96万人，排在长三角户籍常住人口流出城市第 4位，而绍兴外来常住人口 57.83万人，差

距明显。 

固定资产投资：2019年泰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稳，投资额、增长率与扬州基本持平；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85.9%，

高于扬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增长，占比 36.1%，高于常州。 

3.经济外向度 

泰州 2019年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常州的 42.82%、56.50%；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仅分别为常州、扬州的 16.97%、

25.20%。经济外向度在省内排位靠后，与南京、苏锡常等苏南城市差距较大。 

4.经济活力 

GDP增速：GDP增长率是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2019年泰州实际增速为 6.5%，排在长三角城市中心区第 18位，低

于邻近的常州、扬州及浙江、安徽大多数城市。 

年货运总量及客运总量：2019年泰州货运总量同比增长 4.1%，货物周转量增长 5.2%，增幅与扬州持平，好于常州。客运总

量则同比下降 1.3%，总体平稳。 

（二）社会能级：主要从交通基础、社会保障、信息网络、环境基础等四方面来分析 

1.交通基础： 

泰州 2019年公路总里程为 1.0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320.64公里，高于扬州、常州，但高铁、城市轨道交通明显滞

后于苏南及浙江部分城市。 

2.社会保障： 

2019年泰州万人拥有床位数与全省持平，好于常州、扬州；城乡低保月平均保障标准与扬州、南通一致，低于苏南城市。 

3.信息网络： 

泰州 2019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为 197.43万户，高于扬州，低于常州；移动电话用户数为 496.27万户，用户数、普及

率均低于扬州、常州。 

4.环境基础： 

2019年泰州空气质量优良率与全省持平，好于常州、扬州；全市Ⅲ类水质以上比例高于全省近 10个百分点，低于扬州。 

（三）发展能级：主要从创新能力、科研投入、知识潜力等三方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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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能力： 

泰州 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数 974家，仅分别为常州的 55.3%、扬州的 76.7%；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为常州的 52.3%、62.6%，

比扬州少 8765件、3181件。 

2.科研投入： 

2019 年泰州科技支出 16.7 亿元、同比增长 12.1%，与扬州基本持平；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2.6%，比扬州高

0.08个百分点。 

3.知识潜力： 

泰州 2019 年普通高校在校人数为 7.73 万人，仅为常州的 60.1%、扬州的 79.8%;2018 年泰州教育支出 74.33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14.0%，比全省、常州、扬州分别低 3.6%、3.4%、2.4%。 

综上所述，泰州位于长三角区域核心区南北中轴、江苏地理中心，南与苏州、无锡、常州、镇江隔江相望，东西接南通、

扬州，北与淮安、盐城相连，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承南启北、左右逢源的节点城市。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泰州在长三角城市中

心区能级相对偏弱，无法完全匹配区域发展应有地位，尤其是中心城市核心区对全市辐射力、带动力仍然不强。主要表现在： 

1.集聚辐射功能较弱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GDP总量、人均 GDP、人口数量等反映城市经济水平、基础及活力指标都排在长三角城市中心区中位，

离承担具有集聚辐射带动功能区域中心城市还有相当的差距。同处长三角南北中轴线的常州，2019年经济规模是泰州的 1.44倍；

虽然户籍人口比泰州少 100多万，但常住人口却比泰州多 10万。从长三角城市群来看，泰州中心城市品质不高，对周边城市示

范、引领、辐射作用不够。 

2.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泰州传统产业比重大、层次低，劳动密集型、加工代工企业多，产品附加值不高，“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现象普遍存在，

基地型、龙头型、引领型项目数量偏少。同时，缺少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产业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力不

足。2019 年泰州高新技术企业 974 家，远低于南通（1706 家）、宁波（2149 家）等城市，且单体规模也较小。另外，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比重为 45.1%，未达预期目标，高端化发展不充分，金融业、物流业与周边城市差距较大。 

3.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全市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仅为 0.95%；高层次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

仍较缺乏，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的能力不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平台建有率仅为 39%。科创资源相对匮乏，高校专利申请量位居江

苏省末位，产学研合作能力不强，创新人才严重短缺。同时，尚未形成完整科技创新体系，亟需加速突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关键核心技术。 

4.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实际注册利用外资少，一般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持续下降，境外上市公司数量相对较少。泰州港货物吞吐量虽已达到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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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与南通港不相上下，但外贸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却不到南通港的 1/3。园区 GDP和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市比重也明显低于

南通，开发区在全省排名靠后，港口和开发园区能级均需进一步提升。另外，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泰州旅游业收入特别是

国际旅游收入及入境过夜旅游人数等指标与南通、扬州、常州等城市相差较大。 

5.城市建设短板明显 

高铁、过江通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城市间快速路网占比较低且未成环，城市轨道交通仍是空白。中心城市核

心区首位度不高，辐射带动力不强。自来水供水能力、污水处理能力、污水管网覆盖率等均低于周边城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市政公共管廊等方面建设相对滞后，城市整体开发和高效利用城市资源不够充分，交通出行不便等问题仍较突出。 

三、提升泰州中心城市能级战略的思考 

比较泰州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优势与不足，笔者以为，泰州在发展中须坚持国际化城市提升、高质量经济增长、高水平对外

开放、高效率服务共享、高素质人才发展等五大战略，推进要素集聚特别是创新要素集聚，发展创新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加强创新创业，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地人才，应成为泰州中心城市能级提升

的主攻方向。 

1.实施国际化城市提升战略，打造长三角现代化发展节点城市 

一是完善城市功能区规划，以高铁枢纽片区、医药高新区、高港区融合发展为着力点，加快市区融合发展和一体化步伐，

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提高中心城市集聚度和能级，让自身空间焕发新活力。二是积极推进城市南延，向江而建，

依托江、桥优势，使泰州从单纯地理中心到建成拥江达海、承南启北的节点城市。三是在跨江融合上做文章，重点推进高速铁

路、过江通道规划建设，深度对接上海、南京两大都市圈，强化与无锡、常州等城市合作交流，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

承接溢出资源，深度参与分工合作，重塑经济地理新格局。 

2.实施高质量经济增长战略，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业名城 

一是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依托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和扬子江药业等创新型领军企业，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培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创新型企业。继续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服务平台、科技大市场等载体建设，

努力在争创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质量标准实验室上实现重大突破，积极争取国家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中心落

户泰州。二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化工及新材料等为重点，按照“产

业图谱”，抓住关键、强壮“筋骨”，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特色产业。围绕产业链配置各类资源，量身定制生产性服务业，

鼓励发展服务型制造，大力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扩大智能装备以及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范围，稳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三是分类引导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将国家级医药高新区、新技术船舶基地、

新能源产业园打造成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特色产业基地；规划建设一批物流园区、微型 CBD、软件与服务外包基地等服务业集聚区，

促进现代服务业“块状”集聚，发展城市服务经济；充分发挥泰州粮食主产区综合优势，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建设长

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3.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打造长三角国际化发展示范窗口 

一是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创新外资利用方式，以船舶制造、粮油加工、医药化工、港口物流等大型临港重工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链招商引资为重点，细化和落实产业链招商环节和重点，推动与世界 500 强、行业领军企业开展资本重构、高端嫁接。

二是加快“走出去”步伐，引导企业利用境内外各类展会，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支持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企业，积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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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或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重点开发园区加强与国外产业园区合作，全力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三是学习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重点复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新片区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开放、人

才流动、运输管理、风险管控等方面改革试点经验，争取将泰州医药高新区、泰州综合保税区等重点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纳入上海自贸区协作区，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4.实施高效率服务共享战略，打造长三角高品质发展最优环境 

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效能。要建立板块、园区、企业和群众对机关部门履职服务评价机制，推动机关部门进一步转变作风、

提升能力。建立企业“首席服务员”工作机制，搭建“政商面对面”等政企研讨会商平台，让政商关系“清”上加“亲”。二

是深化以“不见面审批”为重点的“放管服”改革，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和“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提升“一

网通办”效能。通过“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帮代办、快递送”等方式，共享共用长三角政务数据资源，实现办

事者与审批者全程“不见面”。三是加快大通关一体化，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推动实现物流和监

管等信息全流程采集，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5.实施高素质人才发展战略，打造长三角人才发展友好型城市 

一是实施紧缺人才引进培育工程。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和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大力招引拥有全球领先技术的世界一流顶尖

人才，同时通过人才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盘活现有人才存量，实现人才队伍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二是实施人才服务工程。

健全人才服务“直通车”，切实解决居住、出入境、医疗、购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实际问题，努力营造各类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创新创业的发展环境。三是实施人才开放共享工程，推进更多泰州企业在上海建立研发机构，同时吸引更多上海企业

在泰州设立产业化基地、研究机构、工作室，推动人才资源互认共享，完善户口不迁、关系不转、身份不变、双向选择、能进

能出的人才柔性流动机制，促进人力资源优化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