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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名称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太原

呼和浩特

沈阳

大连

长春

哈尔滨

南京

无锡

常州

苏州

杭州

宁波

合肥

福州

厦门

南昌

市辖区面积

（平方公里）
7418
456
1230
1460
2054
3495
3495
3583
4275
4723
1623
1864
1650
3068
3068
839
1043
1569
617

城市人口

（万人）
568
226
197
281
130
458
329
251
415
431
232
155
329
272
250
193
222
172
220

城市生产总

值（亿元）
4693
947
1351
1115
767
2875
2259
1544
1757
3016
2163
1420
2295
3258
1927
1024
957
1388
969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名称

济南

青岛

烟台

郑州

武汉

长沙

珠海

汕头

佛山

东莞

南宁

海口

重庆

成都

贵阳

昆明

西安

兰州

乌鲁木齐

合计

市辖区面积

（平方公里）
3257
1411
2726
1010
1615
556
1688
1956
3838
2465
6479
2305
26041
2176
2404
4104
3582
1632
6639

123414

城市人口

（万人）
339
271
125
261
493
221
125
234
210
1182
190
88
833
390
258
323
376
207
202

11659

城市生产

总值（亿元）
1954
2139
1190
1025
2709
1299
896
844
3605
3152
769
394
2941
2092
546
1049
1330
634
810

65100

表 1 二线城市基本情况（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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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线城市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区域经济和城市体系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文章以数据分

析为基础，客观评价了二线城市的发展阶段及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经济总量与发

展速度、人均产值和经济效率、财政收入、吸引外资规模、城市人口增量等五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具体

分析。 文章认为，二线城市处于发展启动阶段，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套发动机”，其发展前景广

阔，将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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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二线城市的总体发展态势分析

0 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和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

较大变化，其中，二线城市的快速发展成为亮点。 作为一个群

体， 二线城市的崛起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城市已经拥有了庞大的人口规模、 经济总量和控制腹

地，成为引领我国城市体系演化的主导性力量。 正确认识二

线城市在国民经济体制和城市体系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发展

态势和发展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二线城市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时期所指有很大的不

同。 出于研究的需要和数据获得方面的考虑，本文对二线城

市界定为：二线城市指除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外，具有较大规模的省域中心城市。 对这个概念进一步细化

为：①城市为城市辖区概念，面积为市辖区统

计土地面积，而非广义的行政区（含市管 县）
或建成区概念； ②“省域中心城市”是指在省

一 级 地 域 单 元 中 具 有 较 强 影 响 力 的 中 心 城

市， 包括省会城市和省域中具有突出地位的

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城市；③“较大规模”是 人

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综合平衡的结果； 人口规

模定义为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以统计

的“城市人口”计算；经济规模以市辖区 地 区

生产总值计算。
根据上述界定，本研究选择 38 个城市为

研究对象，这些城市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1 二线城市总体发展态势评估

1.1 二线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 在沿海开放城市的带动

下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 的 成 就，其

中，以珠江三角洲的港、深、穗都市圈，长江三角洲的上海都

市圈以及京、津、唐都市圈尤为突出。 在这“三驾马车”中，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并由此成为目前

一致认可的“一线城市”。 综合功能完善，国际化水平高，经济

规模大，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强，区域带动作用明显是这些城

市的共同特征。 一线城市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综

观国民经济总体结构和这些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一线城市

仍有向纵深发展的较大空间，主要表现在国际化水平需要进

一步提高、 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尚须完善、对

各种资源的吸纳仍将继续，技术扩散效应有待加强等等。 国

民经济发展整体上仍需要一线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为具有

全国意义的“发动机”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被替代。 因

此，以一线城市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的“引擎”作用不仅不会

丧失，相反将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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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不仅需要发展极的带动， 也需要区域协调发

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始，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区域不

平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和城乡差异日益

扩大，这种不平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达到第一个顶峰。 为

此，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平衡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战略，并于近期将

其中的一些城市列入新一轮改革试点，成为二线城市顺势启

动的政策推手。 从总体上看，二线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启

动期，城市成长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潜力巨大。
1.2 二线城市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近年来，二线城市发展势头迅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

比重逐年提高。 2007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24.66 万亿元，其

中 二 线 城 市 占 26.4%， 比 2006 年 提 高 了 0.2 个 百 分 点 ，比

2000 年提高了 5.7 个百分点，7 年来每年上升约 0.8 个 百 分

点。这样，二线城市以占全国 1.29%的国土面积和 8.87%的人

口，完成了全国 26.4%的国内生产总值。 如以一、二线 42 个

城市合计计算， 则以全国 1.53%的国土面积和 12.63%的人

口，完成了占全国 40.5%的国内生产总值（表 2）。 这说明大城

市和特大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其中，二线城市的发展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平

均速度，而且高于一线城市，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套发

动机”。

2 二线城市发展态势的数据对比分析

2.1 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

从经济总量上看，二线城市发展迅速，经济规模跃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2007 年在全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城

市生产总值 （市辖区生产总值） 超过 1000 亿元的城市已达

36 座，包括 4 座一线城市，27 座二线城市以及包头、大庆、淄

博、东营、中山等 5 座地级市。 与 2000 年城市产值超过 1000
亿元的 6 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相比，
增加了 30 座。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沈阳、大

连、南 京、无 锡、苏 州、杭 州、武 汉、青 岛、佛 山、东 莞、成 都 等

17 座城市已经超过 2000 亿元，而在 2000 年全国仅有北京、
上海、广州 3 座城市的产值超过 2000 亿元。 在这 6 年间，共

有 25 座二线城市跻身千亿元城市行列，有 13 座二线城市成

为两千亿元城市俱乐部的成员。
2007 年二线城市生产总值达到 65100 亿元，与 2000 年

的 18503 亿元相比增长了 2.51 倍，年增长率达到 19.8%。 同

期 一 线 城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34646 亿 元 ， 与 2000 年 的

10261 亿元相比增加了 2.37 倍，年增长率为 19.2%。 二线城

市的整体规模和发展速度高于一线城市，已经成为国民经济

增量的主体。 结合总量梯次分布的情况看，可以肯定，二线城

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更为迅速的城市群体。 部分二线城市在

经济总量上已经接近一线城市，如天津、重庆、沈阳、南京、杭

州、武汉、佛山、东莞等，这些城市已经成为一线城市候选人，
其发展将整体优化国家城市体系和地域空间格局。
2.2 人均生产总值和经济效率

二线城市的迅速发展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

规模的扩张，而且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 许多二线城市人

均产值达到了较高水平。 2007 年二线城市的人均生产总值

为 55837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99 倍，为同期一线城市平

均水平的 80.2%。 总体看来，远超过全国平均值，已经接近于

一线城市。 在全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人均生产总值

超过 50000 元的有 43 个， 比 2006 年的 27 个增加了 16 个，
这是个惊人的增长，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国民经济的

真正中坚，其中包括全部一线城市、18 个二线城市；其中，天

津、常州、厦门、青岛、烟台、杭州、苏州、无锡、宁 波、佛 山 10
个二线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已高于一线城市，在非资源型城市

中这些城市名列前茅。
城市人均生产总值不仅与人口素质、人力资本、产业结

构层次、平均劳动生产率、产品市场占有率、技术水平等直接

相联系，而且关系着资本投入能力、城市建设水平和产业结

构升级潜力。 从数值上看，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差距不大，表

明二线城市在产业结构水平、行业盈利水平和平均劳动生产

率方面和一线城市同处全国的前列。 从发展的全局和可持续

能力来看，人均生产总值所包含的经济效率含义是比经济总

量更重要、更有指示意义的指标，它标示着一个城市的发展

能力和潜力。 从这点上看，二线城市同一线城市基本处在同

一水平线上，未来的发展前景广阔。
2.3 财政收入

二线城市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快速

增长，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科教文卫等事业以

及社会建设等提供了财政保障。 2007 年 38 个二线城市市辖

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合计为 5592 亿元， 为 2000 年

（1356 亿元）的 4.12 倍，年增长率为 21.8%；同年四个一线城

市市辖区地方财政收入合计 4686 亿元，为 2000 年（1055 亿

元）的 4.44 倍，年增长率 22.5%。 从增长速度上看，二线城市

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一线城市持平。 从量比来看，2000 年

二 线 城 市 财 政 收 入 同 一 线 城 市 之 比 为 1：1.29，2006 年 二 者

之比为 1.20，略有下降。 二线城市财政收入整体上与一线城

市保持同步增长，且增速高达 20%以上，对于基础相对薄弱

的二线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二线城市财政收入的增长为全国财政收入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 2007 年二线城市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14065 亿

元）贡献了 39.75%的市本级财政收入，并占到全国财政收入

（51321 亿元） 的 10.9%。 在城市财政收入中， 一线城市占

32.89%， 与二线城市合计占全部地级以上城市财政收入的

72.7%。 这个比例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作为中国城市龙头的

一、二线所占城市财政份额巨大，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

明显； 二是其他地级城市的财政能力相对偏弱，245 个城市

财政收入仅占 28.3%的份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城市同

一、二线城市相比存在的明显落差。
2.4 吸引外资规模

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中

国的经济发展受到资金不足的严重制约，各级、各地政府部

全国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面积

(平方公里)
9600000
23138
123414

所占比重

(%)
100
0.24
1.29

人口

（万人）
132129
4979
11659

所占比

重（%）
100
3.77
8.87

国内（地区）生

产总值（亿元）
246619
34646
65100

所占比重

（%）
100
14.1
26.4

表 2 一、二线城市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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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是头等大事来

抓。有限资金总要流向资本增殖迅速、稳定的区域。改革开放

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外资的主要流入地和出口加工贸

易基地。 随着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工作环境、能源供应等方

面的优势显露，二线城市逐渐成为外资青睐区域，成为吸引

外资和出口贸易的新热点。
2007 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

863 亿美元，其中二线城市总额为 469 亿美元，占 54.3%；一

线城市为 197 亿美元， 占 22.8%； 其他地级城市合计为 198
亿美元，占 22.9%。2000~2007 年一线城市实际利用外资年增

长率为 9.6%， 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

例从 31.88%下降到 22.8%， 表明外资流入一线城市增速减

缓，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下降，投资热点发生转移；二线城市年

增长率高达 17.5%，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部地级以上城市

的比例由 47.6%上升到 54.3%， 由于其他城市所占比例变动

幅度不大（由 20.5%上升到 22.9%），说明外商投资增量主要

投向了二线城市（表 3）。

对外资流向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天津和沈阳在吸引外资

方面走在二线城市的前列， 分别达到 51.3 亿美元和 48.9 亿

美元。 且与其他城市的绝对数额差巨大，国家的区域振兴政

策在这两个城市上得到的很强的体现。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排

名靠前的除武汉外全部为沿海地区城市，说明当前沿海地区

的投资环境对外资仍具更大吸引力。 长江三角洲二线城市群

在吸引外资数额上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苏州、无锡、杭州、宁

波、南京均有较强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吸

引外资能力有所弱化。 2000~2007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幅最

大的二线城市除杭州外，均为中西部城市。 尽管如此高的增

长幅度有基数较低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地说明，中西部二线

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在急剧上升，中西部二线城市有可能成

为下一轮外资投资的热点地区。
分析外资的区域流向结构是个复杂的工作，需要大量数

据支撑，尤其需要外资流入的产业结构数据。 目前所掌握的

情况还不足以全面、准确地加以说明。 但根据上面的数据分

析，可以得出如下确定性结论：①二线城市是外商直接投资

增速最快的地区，在总额和增速上全面超过一线城市。 二线

城市利用外资总量超过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半数，成为吸

纳和承接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②目前东部沿海二线城市对

外资仍有较强的吸引力，其中天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尤为

突出。 ③中西部二线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出现巨大的提升，
很有可能成为外资注入的下一个热点地区。
2.5 城市人口增量

2007 年 38 个 二 线 城 市 市 辖 区 人 口 为 11659 万 人 ，比

2000 年的 8829 万人增加了 2830 万人，增幅达 32.1%。 按照

200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0.45%计算，
7 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为 2.73%， 那么二线城市市辖区的人

口机械增长幅度为 28.9%。 这个数据远高于一线城市（估算

为 13.5%）和其他地级城市（估算为 20.5%），说明二线城市是

对人口吸引力最大的城市群体类型，也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

的城市。
表 4 说明了另一个现象，即二线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已

经超出其行政区域本身。 2007 年二线城市全市人口总计为

22994 万 人，比 2000 年 的 21268 万 人 增 加 1726 万 人，增 加

了 8.1%，，二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加总量比市域人口的增加

量多出 1104 万人， 此数据显示有相当规模的二线城市市辖

区人口总量增长来源于市域之外。 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率，
二线城市每年约有来自于市域之外的 150 万人进入。

不考虑撤县设区对城市辖区人口规模变动和人口自然

增长率的影响， 说明我国近年来城市人口增量存在以下现

象：①区域中心城市（地级及以上建制市辖区）的人口增长幅

度远高于市域人口增长幅度，市区高出市域 24 个百分点，说

明我国处在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区迅速聚集的阶段。②一线城

市 市 辖 区 人 口 增 长 幅 度 与 市 域 人 口 增 长 幅 度 之 差 最 小，为

9.44 个百分点，一方面说明该地区城市化率已经很高，城市

中心区人口大规模扩张的余地已经不大；另一方面也与一线

城市的人口进入门槛较高相关联，人口直接进入此类城市存

在的较多障碍。③二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长幅度与市域人口

增长幅度之差最大，分别相当于一线城市和其他地级城市的

两倍半和两倍，表明二线城市目前最具吸引力和人口聚集能

力，也说明了二线城市不仅能够发挥省域中心城市的人口聚

集作用，同时对域外的人口和劳动力也具有很大吸引力。 城

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和容纳能力是其聚集效应强弱的标志，
也是城市成长性高低的标志之一。 从上述数据分析看，二线

城市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对人口吸引力大，吸纳能力强，吸

引范围广。 二线城市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坚

群体， 对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质量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具有全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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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其他城市

全部地级以上城市

市域人口

增量

212
1726
8289
10227

市域人口

增长幅度

6.40
8.1
9.83
9.38

市辖区人口

增量

444
2830
3966
7240

市辖区人口

增长幅度

15.84
32.10
23.40
25.33

表 5 2000~2007 全国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人口增量情况 （万人，%）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其他城市

全部地级以上城市

2000 年

3312
21268
84349
108929

2007 年

3524
22994
92638
119156

2000 年

2803
8829
16951
28583

2007 年

3247
11659
20917
35823

全部地级以上建制市域

人口（万人）

表 4 2000~200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人口规模变动情况

地级建制市辖区人口

（万人）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其他城市

全部地级以上城市

总额

101
151
65
317

比例

31.9
47.6
20.5
100

总额

197
469
198
863

比例

22.8
54.3
22.9
100

9.6
17.5
15.8
14.8

年增长率2000 年 2007 年

表 3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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