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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3/2021_2022__E6_B2_BF_

E6_B7_AE_E5_9F_8E_E5_c67_493284.htm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

措施，《沿淮城市群规划》将流于形式。”在日前召开的《

沿淮城市群规划》专家评审会上，亳州市副市长李伟显得非

常焦急。他说，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

的6个市都是难兄难弟，没有一个能够带动其它城市起飞，因

此需要省委省政府协调各市来共同发展。 先天不足 所谓城市

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

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

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

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

，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而在沿淮城市群中，具有核心

作用的城市如“两淮一蚌”，其自身的发展就比较缓慢，集

聚度很弱，竞争力也不强。虽然比亳州、阜阳和宿州的带动

力稍强，但与整个沿淮城市群发展的需要相比仍显得相当单

薄。由于规模偏小，其辐射能力更是不强，尚难以带动整个

沿淮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城市自身发展中，“两淮一

蚌”也明显感受到发育不足，第三产业仍以零售批发餐饮等

传统服务业为主，信息、金融、要素市场等尚处于起步阶段

。而且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与周边的地市以及县城经济联系

不够紧密，分工互补关系尚没有建立起来，横向联系薄弱，

经济效率较低。 专家争论 在专家评审会上，好几位专家就指

出，皖北地区虽然面积占了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占了近一



半，但是该地区经济不发达，城镇化水平低，还没有建立城

市群的内在需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

就认为，未来10年内都没有沿淮城市群，因为城市群是城镇

化水平发展到50%~60%后才可能出现的。而现在6个市的人

均GDP只有5000多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个规划

实际上是皖北区域规划，不可能取代6个市的发展总体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也认为，城市群规划不能脱离

这个地区发展的实际，沿淮城市仍处于城镇群孕育雏形阶段

，还不具备紧密联系的分工合作阶段，而且区域内部差别很

大，城镇化水平不一。城镇群内部没有完全的市场体系，相

互之间竞争可能还多于合作。 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爽说，中国的城市群规划与国外有区别。国外是城市发展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形成的，是从下而上的，我国则是从

国家发展战略自上而下做城市群规划，我省正试图通过城市

群建设大力促进皖北经济“洼地”崛起。 思路未定 省社科院

院长韦伟指出，近几年来，马芜铜和省城的建设思路比较明

晰，发展速度也很快。但沿淮城市没有清晰的发展思路，严

重制约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明晰的发展

思路给大家指明方向。城市群中的每个市都必须认识到与其

它市的合作与分工，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错位发

展，实现共生共赢，避免盲目竞争。在目前的情况下，皖北

城市单个发展已经不现实，只有适应新型的生产力布局形势

，建立在网络协作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更快的发展。 省建

筑工业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储金龙认为，城市群发展是动态

的，不能局限于城市内部，对周边地区也有带动。在北有徐

州都市圈，南有省会经济圈的情况下，沿淮城市群如何定位



值得考虑。 在《沿淮城市群规划》中，由于所处环境不同，

各个城市所怀心态也是不同的。因为距离省城很近，六安市

更倾向于接受省城的辐射。六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庆和就认

为，六安的霍邱和寿县既是沿淮城市群，也是省会经济圈，

他希望两个县的定位在两个规划中应做好衔接。 与他有同样

想法的还有淮南市。淮南市政府副秘书长成祖德就呼吁，建

立合淮同城化，融入省会经济圈，将淮南建成沿淮城市群与

安徽中部交流的“桥头堡”；同时，通过打破区域限制，发

展合淮蚌经济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

化，促进三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