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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19840.htm 一个人口超过３００

０万、地区生产总值近２．５万亿元的超级城市体正在珠三

角诞生。 日前在广州举行的“珠三角地理经济结构变化研讨

会”上，不少区域经济学专家认为，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

在发生重大变化，多年累积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正在推动

该区域进入“超级城市体”时代。 经济爆炸性增长 “超级城

市体”显现 具有超级经济能量的工业镇迅速膨胀，将各大城

市粘连在一起，成为突破珠三角行政区划藩篱的动力 把城市

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广州东部的新塘在３０年前还只是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改革开放之初，这里诞生了国内第一

条牛仔裤。３０年后，这里聚集了几十万外来工，成为中国

乃至世界最大的牛仔布生产基地和华南摩托车、汽配产业重

要地标。每天，这里有２５０万件牛仔服被生产出来销往世

界各地。数据显示，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２００８

年新塘仍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９７亿元。 “民工潮”数以千万

计的年度“钟摆型”人口的迁徙为珠三角提供了经济持续增

长的动力。从改革开放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人群陆续

涌入珠三角乡镇，这一群体年复一年倍增式膨胀，与国际、

国内市场需求结合，与全球生产性资本结合，最终汇聚成蔚

为壮观的经济动能，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的爆炸性增长。 据统

计，在珠三角的４００余个建制镇中，已经有近百个类似于

广州新塘这样的“超级镇”。赫赫有名的如东莞的长安、虎

门、厚街，顺德的容桂、龙江，南海的大沥、西樵等，其经



济和城市体量已超越内地不少地级市。 “珠三角地理经济结

构变化研讨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毗邻港澳，

珠三角经济一开始就打上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烙印。这些具

有超级经济能量的工业镇迅速膨胀，将各大城市粘连在一起

，成为突破珠三角行政区划藩篱的动力，奠定了珠三角城市

群向‘超级城市体’发展的基础。”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

收藏夹 “同城化”趋向明显 “城市边界”日渐消融 与长三角

相比较，珠三角的城市连绵现象更为突出 现代城市经济学认

为，城市群是城市在地理层面的聚集，而“超级城市体”不

仅具有这一特征，还在经济、文化、科技、生活等方面全面

互补、融合，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 目前，珠三角的穗佛深

莞“城市边界”日渐消融。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三

大经济圈中的广佛、深莞区域发育比较成熟，经济圈层间的

融合比较明显。可以认为，穗佛深莞四大城市已经率先出现

了同城化趋势。 产业链的跨区域发展是同城化的基石和主要

表现方式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特别是超级镇经济

间的相互渗透，穗、佛、深、莞四大城市的一些支柱产业已

经出现了跨区域集群的态势。如深圳、东莞的电子产业集群

。目前，深圳、东莞聚集了几十万手机产销从业人员，相关

企业的主营业务涉及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模具制作、主板

配件供应、装配加工、印刷包装以及营销推广、物流配送、

售后服务等十余个专业化环节。 类似的情况还有广州番禺、

花都、增城、佛山一线的汽车生产及配套集群等。“这种产

业链的跨行政区域延伸，不仅推动了穗佛深莞城市间‘产业

边界’的消融，也在有效推动着‘行政边界’的消融。而更

进一层的意义是，它通过形成城市化的连续带，造就了穗佛



深莞‘城市边界’的消融。”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

瑞说。 在广深、广佛、莞深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沿线，城

镇挨着城镇的现象早已出现。广州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所长杨再高认为，与长三角相比较，珠三角的城市连绵现象

更为突出。 “功能分区”初露端倪 城市间空间聚合 随着珠三

角交通体系的成熟和一体化的推进，这种在市场竞合状态下

的主动错位发展将成为穗佛深莞“超级城市体”的一大特征 

跨城市“功能分区”出现，城市间的空间聚合走向有机是穗

佛深莞“超级城市体”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东莞沙浦工

作的刘杰前不久把家安在广州增城市新塘镇。他在当地一个

名为翡翠绿洲的楼盘买了一套３室１厅的住房。“这里离我

工作地点开车不到半小时。”刘杰说。 随着“超级城市体”

逐渐形成，各地都在新格局上抢占新经济制高点。增城市委

书记朱泽君说，根据增城不久前提出的“全区域公园化”战

略，尽管新塘是当地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市里仍旧要求

新塘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拒绝污染企业落户，实现产业升级

转型。“我们就是要做到‘工作在公园，生活在景区’，将

这个镇打造成广州东部工商并举的生态卫星城。” 增城市自

愿“大搞生活”，主动将自己定位为穗佛深莞“超级城市体

”的生态区、居住区；佛山南海希望成为广州南沙临港工业

的支撑地；广州从化希望自己成为周边城市的“后花园”⋯

⋯随着珠三角交通体系的成熟和一体化的推进，这种在市场

竞合状态下的主动错位发展将成为穗佛深莞“超级城市体”

的一大特征。 保持“体”内平衡 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珠三角

“超级城市体”正在寻求内部实现工业与环保、生产与生活

的平衡 经济学专家认为，“超级城市体”是城市群的升级状



态，城市群向“超级城市体”的转化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

配置，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从未来趋势看，

由于珠三角区域靠山面海又有珠江横贯其中，珠江口西岸以

珠海为核心的都市圈最终将成为整个珠三角“超级城市体”

的一部分。 但记者调研发现，如果在整个珠海经济圈层实行

雷同于广佛、深莞的复制式发展，整个珠三角“超级城市体

”将成为铁板一块的“水泥森林”，对于区域的科学发展并

非好事。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认为，中国

工业化、城市化与国际先进经验最大的差距就在于环境，“

珠海圈层可以被现有的珠三角‘超级城市体’纳入，但不应

被完全同化。” 珠海经济圈层在珠三角属于相对欠发达区域

，保留有大片的绿地、农田。城市化、工业化必须与生态环

境保护实现平衡，珠海经济圈层的发展不能再走广佛、深莞

老路，而是应当走工业化的“生态路线”。 这意味着，珠海

经济圈层应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为整个

珠三角“超级城市体”保留可供“新陈代谢”的绿肺，提供

一块拥有完善服务业配套的宜居场所。 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保

障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珠

三角“超级城市体”正在寻求内部实现工业与环保、生产与

生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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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