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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省会城市发展新论*

程 必 定

摘 要：中国27个省区都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对推进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从省会城市承担的区域功能看，以提升城市能级为导向实施强省会

战略，强省会才能强都市圈，省会城市应以提升能级为导向，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展望以提升城市能级为导向实

施强省会战略，要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迈向共同富裕的

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迈向国际化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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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空间主体形态

的城市化发展新阶段，而都市圈的空间布局更为紧

凑，是广布于全国的区域增长极，对推进人口规模

巨大而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具有广布性、网络状的战略支撑作用。中国27个

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城市（以下统称“省会城

市”）都是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能级决定

了都市圈的强弱程度，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视角

看省会城市的战略作用，省会城市应以提升能级为

导向，科学推进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故称为

“省会城市发展新论”。

一、27个省会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的

比较分析

省会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的集聚能力，直接决定

其能级程度。为便于量化研究，本文设定，以省会

城市常住人口占所在省区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人

口集聚能力，以省会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占所

在省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济集聚能力；由

于经济发展是省会城市能级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某

个省会城市的经济集聚能力高于人口集聚能力，说

明该省会城市的能级较强，反之较弱。以下根据27
个省区及其省会城市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的数据，从总体、城市和地区三个层面，对

27个省区省会城市的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进行比

较分析，再得出结论与启示。

1.总体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2022 年 27 个省会城市常住人

口 22871.5 万人，占省区常住人口的 17.06％，地区

生 产 总 值 256024.6 亿 元 ，占 省 区 经 济 总 量 的

23.74％，比常住人口占比高 6.68个百分点，省会城

市的经济集聚度平均水平高于人口集聚能力平均

水平6.68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省会城市的经济集聚

度已超过人口集聚度，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极的功

能普遍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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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沈阳

长春

哈尔滨

南京

杭州

合肥

福州

南昌

济南

郑州

武汉

长沙

广州

南宁

海口

成都

贵阳

昆明

拉萨

西安

兰州

西宁

银川

乌鲁木齐

合计

常住人口

总数（万人）

1123.4
543.5
355.1
914.7
909.0
961.4
949.1
1237.6
963.4
845.0
653.8
933.6
1283.6
1373.9
1042.1
1873.4
889.2
394.9
2126.8
622.0
860.0
88.0

1299.6
441.5
248

289.7
410

22871.5

占本省区（％）

15.14
15.61
14.79
21.79
38.72
31.02
11.07
18.82
15.72
20.18
14.44
9.19
12.99
23.51
15.78
14.80
17.62
38.36
25.70
16.13
18.32
24.18
32.85
17.72
41.68
39.79
15.85
17.06

GDP
总额（亿元）

7100.6
5571.1
3229.1
7695.8
6800.0
5490.1
16907
18753
12013
12308
7203.4
12027
12934
18866
13966
28839
5218.3
2134.8
20817
4921.2
7541.4
786.8

11486.5
3342.1
1644

2535.6
3893

256024.6

占本省区（％）

16.76
21.74
13.94
26.56
52.63
34.52
13.76
24.12
26.67
23.17
23.79
9.31
21.08
35.11
28.70
22.34
19.84
32.26
36.68
24.41
26.05
36.89
35.03
29.84
45.54
50.06
21.94
23.74

GDP占比高于常住人口占比
程度（%）

高1.62
高6.13
低0.85
高4.77
高13.91
高3.5
高2.69
高5.3

高10.95
高2.99
高9.35
高0.12
高8.09
高11.6
高12.92
高7.54
高2.22
低6.11
高10.78
高8.28
高7.73
高12.71
高2.18
高12.12
高5.75
高10.27
高6.09
高6.68

数据来源：2023年27个省区及省会、首府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1 2022年各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及GDP占所在省区的比重

2.城市分析

从各省会城市看，2022 年除呼和浩特和海口

外，其他 25 个省会城市的 GDP 占各省区之比都高

于常住人口之比，其中 13 个省会城市 GDP 占比高

于常住人口占比的程度，超过27个省会城市6.68个

百分点的平均值（见表 1）。由于各省区的自然、地

理、历史及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较大，省会城市人口

与经济集聚度的差异普遍较大。按2022年省会城市

辖区常住人口规模划分，大体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城市辖区常住人口超 1000万人

的超大规模省会城市。这类城市共有 8个，按常住

人口规模排序，分别是成都、广州、武汉、西安、郑

州、杭州、石家庄、长沙，经济聚集度与人口集聚度

相比，除西安、杭州、石家庄三市低于27个省会城市

6.68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外，其他五市都高这个平

均水平。其中，广东、浙江是“双核”省，但省会广

州、杭州的经济集聚度分别达 22.34％、24.12％，分

别高于人口集聚度 7.54%和 5.3%，说明广州、杭州

的经济集聚度仍然很强。

第二种类型是城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500 万—

1000万人的特大规模省会城市。这类城市共有 12
个，按常住人口规模排序，分别是合肥、哈尔滨、南

京、济南、沈阳、长春、南宁、昆明、福州、南昌、贵阳、

太原。经济集聚度与人口集聚度相比，合肥、长春、

昆明、南昌、贵阳五市高于 27个省会城市 6.68个百

分点的平均水平，哈尔滨、南京、济南、沈阳、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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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太原七市低于这个平均水平，而江苏、山东、

辽宁、福建是“双核”省份，其省会城市南京、济南、

沈阳、福州的经济集聚度分别达 13.76％、9.31％、

26.56％、23.17％，分别高于人口聚集度 2.69、0.12、
4.77、2.99个百分点，说明“双核”省的省会城市也有

很强的经济集聚能力。

第三种类型是城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300 万—

500万人的Ｉ型大城市的省会城市。这类省会城市

共有 4个，按常住人口规模排序，分别是兰州、乌鲁

木齐、海口、呼和浩特。其中，兰州、乌鲁木齐两市

的经济集聚度大于人口集聚度分别达 12.12 个和

6.09个百分点，说明两市在甘肃、新疆的经济增长

极功能较强；海口、呼和浩特两市的经济集聚度低

于人口集聚度分别为 6.11%和 0.85%，说明两市在

海南、内蒙古的经济增长极功能较弱。

第四种类型是城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300 万人

以下的Ⅱ型大城市的省会城市。这类省会城市共

有三个，按常住人口规模排序，分别是银川、西宁、

拉萨，其中银川、西宁两市是Ⅱ型大城市，拉萨是

中等城市，但在各省区的经济集聚度都高于人口

集聚度。其中拉萨高出 12.71个百分点，仅次于长

春、长沙而居第三位，银川、西宁也分别高出

10.27%和 5.75%，说明欠发达地区省会城市担当着

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功能。

3.地区分析

从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的情况看，除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外，省会城市的地

区分布是：东部地区七个，中部地区六个，西部地区

十一个，东北地区三个。四大地区省会城市经济集

聚度的平均水平都高于人口集聚度的平均水平，但

呈高、低两极分化状态：即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

经济集聚度比人口集聚度更高，分别高出11.72%和

9.16%，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会城市的经济集聚

度稍高于人口集聚度，分别只高出 4.34%和 3.89%
（见表2），都低于27个省会城市6.68个百分点的平

均值。这是由于东部地区七个省会城市所在的省，

除海南外都是“双核”省，东北地区的辽宁也是“双

核”省。其中广东的深圳、江苏的苏州、山东的青岛

经济总量早已超过省会城市广州、南京、济南，所以

省会的经济首位度大多不高。但是，省会城市的人

均 GDP 水平呈东中部高、西部和东北地区低的状

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相一致。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常住人口

总数（万人）

7356.1
5869.5
6860.8
2785.1

占本区（％）

14.55
16.07
19.55
28.88

GDP
总额（亿元）

98069.4
73554.3
65462.4
18985.9

占本区（％）

18.89
27.79
28.71
32.77

GDP占比高于人口占比（%）

高4.34
高11.72
高9.16
高3.89

人均GDP（万元）

13.33
12.53
9.54
6.82

表2 2022年四大地区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及GDP占所在地区比重

数据来源：2023年27个省区及省会、首府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上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中国省会城市的

经济集聚度超过人口集聚度；从分城市看，四种类

型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度与经济集聚度相比差异较

大；从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会城市的

经济集聚度偏小，东中部地区省会城市提升集聚度

还有很大潜力。省会城市作为所在省区都市圈的

中心城市，应从省会都市圈带动全省区发展的高

度，审视省会城市的发展。

都市圈广布于 27个省区，是各省区的增长极。

从全国范围看都市圈空间布局协调，从省区空间看

都市圈布局紧凑，从都市圈内部看城乡发展融合，

是化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空间抓手，

做强都市圈，对推进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迈向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省会城市是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只有建强省会

城市，才能建强都市圈。可以说，中国已进入强省

会时代。

近年来，不少省区都提出强省会战略，仅 2021
年就有七个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如

湖南在2021年11月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实

施强省会战略，河北和石家庄2021年7月出台相关

文件提出要大幅提升省会城市石家庄的首位度，福

建在 2021年 10月颁发《关于支持福州实施强省会

战略的若干意见》，广西 2021年 11月印发的《广西

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要“深

入实施强首府战略”，江西有关负责人2021年11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省会城市发展新论

7



区域经济评论 2024年第1期

初表示省会强则全省强，贵州、山西也在 2021年提

出强省会战略①。

但是，强省会并不是通过撤县（市）设区扩展省

会城市的规模，而是要在提升人口与经济集聚度的

基础上，在更深层次上提升省会城市的能级。在新

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为带动都市圈和省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省会城市应以提升能级为导

向，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省会新篇章。

二、以提升城市能级为导向实施“强省会”战略

对一般城市而言，城市能级既是对人口与要素

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又是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力和带

动力；对省会城市而言，城市能级更加体现在后一

方面，那就是，省会城市能级不仅是有较高的人口

与经济集聚度，更体现为在科技、产业、文化等方面

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能，带动省区高质

量发展。从省会城市承担的区域功能看，以提升城

市能级为导向实施强省会战略，应着重从以下四个

方面提升省会城市能级。

1.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价值链的

能级量级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是产业，实施强省会战略的首要任务，应以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价值链的能级量级。

价值链是产业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及企业内

部各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

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产业和企业最

终实现的价值造成影响，决定着产业和企业的竞争

优势。中国各省会城市尽管人口与经济集聚度有

差异，但都已积蓄起一定的产业基础，应坚定地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产业价值链的能级量级。各

省会城市提升产业价值链能级量级的具体路径可

能不同，但都应紧扣三个共同点。

第一，从源头上做强技术链。产业链的背后是

价值链，而价值链的源头是技术链，省会城市从源

头上做强技术链，关键是培育和发挥科技教育优

势，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的领军型团

队，在前瞻性基础研究“从0到1”突破的同时，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前沿科创成果的转化、应

用，在产业链上形成“从1到多”的创新性转化应用，

特别是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从源头上提升价值链

的能级量级。

第二，从根本上做强人才链。价值链的源头是

技术链，而技术链的根本是人才链。省会城市从根

本上做强人才链，关键是加快培养关键技术人才，

改变关键技术岗位主要依赖境外人才的局面。既

要更多地引进境外人才，又要加快培育和使用本地

人才，提高关键技术岗位人才的本地化程度。省会城

市要发挥省区人才中心的独特优势，把抢人战略转化

为留人战略，成为人才向往的创新天地。

第三，从环境上优化产业生态。从源头上做强

技术链、从根本上做强人才链，都取决于有良好的

产业生态。省会城市应围绕提升价值链的能级量

级，以科技孵化、科技产业、科技金融为重点，开阔

视野，深化改革，从环境上优化产业生态，在创新的

“平地”上构建“产创投”一体发展、价值链环环递增

的“高楼”，成为本省区的科创策源地和新兴科技产

业聚集地，发达省会城市更要提升标杆，努力建成

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策源地和新兴科技产业聚

集地。

2.推动从“大城”向“强城”升级，提升省会城市

发展质量

中国省会城市除拉萨为中等城市外，其他都是

大城市、特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中国省会城市早

就进入大城时代，如今，省会城市要推动从大城向

强城升级。强城与大城的本质区别不是城市规模

大，而是城市发展质量高。各省会城市提升发展质

量的重点可能不同，但都应突出三个重点。

第一，提升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质量。人们对

省会城市宜居宜业宜学宜游性的需求是不断增长

的，无论省会城市的发达程度如何，都应从“居、业、

学、游”四方面提升质量。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

方面提升宜居性，“硬件”主要是改善市政基础设

施，为提升宜居性提供必要条件，“软件”主要是完

善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

务，为提升宜居性提供充分条件。二是从就业和创

业两个方面提升宜业性，“就业”主要是支持企业发

展，依靠企业稳就业。“创业”主要是鼓励大众创新，

通过创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三是从学校和社会

两个方面提升宜学性，学校提升宜学性主要是改善

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高等学校要在专业设置和教

育质量上吸引学生，社会提升宜学性主要是通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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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化事业等，以建设“学习型城市”提升全社会的

宜学性。四是从生态环境和城市文化两个方面提

升宜游性，既要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发展城市与郊区

旅游，特别是把城郊乡村建设成“城市的大花园”

“居民的大公园”“研学的大校园”，又要挖掘城市历

史文化及科教资源发展工业旅游、科普旅游，提升

全域宜游性。

第二，提升枢纽城市的功能。枢纽城市是处于

各种运输方式的交汇处，担负物流、人流和信息流

中转功能的城市，省会城市都是不同层级的枢纽城

市，要进一步提升枢纽城市的功能。不同省会城市

提升枢纽城市的功能任务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新任

务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并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三统筹：一是统筹谋划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顶层设计，加强两者之间的有

机衔接；二是统筹协调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建设时

序与重点，合理配置建设力量；三是统筹推动新基

建与传统基建的融合创新发展，推进资源共享、空

间共用。显然，三统筹以新基建提升传统基建的功

能，以传统基建为“新基建”提供基础性支撑，会显

著增强省会城市的枢纽功能。

第三，城市生命线安全保障。随着省会城市规

模的扩大，对交通、供电、供水、供汽、地下管网等城

市生命线安全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

迫，各省会城市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对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安全运行

进行系统监测、提前预警、及时治理，确保城市和居

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安全发展保障省会城市的发

展质量。在这方面，安徽省合肥在2016年与清华大

学合作，共同开展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

统的研发和应用，把城市安全治理由“经验治理”上

升为“科学治理”，提前消除了大量观察不到的安全

隐患，受到国家住建部的肯定，值得其他省会城市

借鉴②。

3.突出文化建设，提升省会城市软实力

城市软实力的内涵是以价值观、文化、制度等

软要素的感召引领而产生的无形力量。省会城市

尤其应该突出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习近

平总书记 2013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深刻指

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中国历史悠久，许多城市

本来就各有特色、多姿多彩。但是，近年来，不少城

市为了一年一变样、几年大变样，由几个大房地产

开发商搞建设，就像计算机复制功能键一样，拿一

张图纸在各个城市搞粘贴，哪都一样。”这种对城市

文化的破坏性拆建问题，在省会城市也很普遍，亟

须突出文化建设加以治理。不同省会城市突出文

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的路径会有不同，但共同的要点

应是要提炼省会城市的地域文化标识，弘扬省会城

市的精神品格。

所谓城市的地域文化标识，是各类文化从形态

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共同表达，反映城市及周边

地区人民历史形成的精神品格，成为响亮的地域名

片，对内可形成共识而增强凝聚力，对外可凸显特

色而提升影响力。每个省会城市的地域文化标识

虽然不冋，但提炼地域文化标识，都应符合地域文

化标识的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精神层面的先进性。省会城市的地域文

化标识来源于各具形态的所有文化，又高于形态层

面的具体文化，在精神层面能反映这些文化共同具

有的先进性，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既满足人们的

精神需求，又激励人们的精神斗志，增强人们的文

化自觉，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二，历史层面的传承性。因为不同形态的地

域文化都是当地人民在世世代代的劳动和生活中

创造的，在发展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长此以

往，各种具体形态的文化所反映的精神品质就会汇

集起来，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对内可以提升地域

文化的软实力，对外会扩大地域文化的传播力。

第三，发展层面的时代性。文化作为软实力，

反映文化在发展层面具有时代性的特征，省会城市

的地域文化也是一样。因为地域文化在精神层面

具有的先进性，吸收时代发展的新理念、新营养而

不断丰富，成为具有不竭活力的精神力量；因为地

域文化在历史层面具有的传承性，承载着历史汇集

的精神品质，在本质上开阔人们的思想境界，增强

人们的文化自强，激励人们奋发向前、与时俱进。

第四，空间层面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统一性”是中华

文明五个突出特征之一，省会城市的地域文化在空

间层面也具有统一性。一方面，每个省会城市的地

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全国空间尺度

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每个省会城市的地域文化

又由所在省区的若干亚地域文化组成，在省区空间

尺度具有统一性。省会城市地域文化在上下两个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省会城市发展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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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层面的统一性，是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反映。

4.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提升省会都市圈的“城乡

等值”程度

省会都市圈是次于城市群的城镇化空间形

态，与城市群的区别，前者是推进一体化，后者是

推进同城化。所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关

于促进都市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都市

圈的发展方向是同城化。由于省会都市圈空间范

围小，周边乡村受省会城市的近程辐射，经济文化

比较发达，具有城乡融合的地域特征，省会城市应

发挥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都市

圈的“城乡等值”程度，以“城乡等值”提升省会城

市的能级。

所谓“城乡等值”，是指城乡居民的收入、公共

服务、社会保障、生产生活便利程度等方面趋向等

值的空间发展现象，也是都市圈同城化的基本特

征。特别是农村居民，不仅能分享与城市居民同等

的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还能就地享受城市居民所

少有的天然生态环境。西欧、北美、日韩等已完成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市圈内大体实现了“城

乡等值”。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省会都市圈更要提

升“城乡等值”程度，推进城乡居民迈向共同富裕。

都市圈“城乡等值”是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

作用下，城乡空间布局的优化和乡村空间价值的提

升，在空间上是逐渐拓展的，在程度上是逐渐提升

的。省会都市圈尽管成熟程度不同，但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即在行政管理上有两个空间层次，第一

个层次是省会城市直辖的区域，第二个层次是与省

会城市辖区毗邻但属其他地级市所辖的区域。这

样，发挥省会城市辐射的带动作用，也应分两个空

间层次梯度推进都市圈的“城乡等值”进程：先在第

一个层次空间层次推进“城乡等值”，发展到一定程

度，再向第二个空间层次推进“城乡等值”。各省会

城市应以同城化为导向，以城乡居民收入、公共服

务、社会保障、生产生活便利程度的等值为目标，打

破城乡界限，在环境、产业、人居、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的空间布局上城乡统筹，充分发挥主城区的带动

作用，多维度挖掘乡村空间价值，在农村构建与城

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更加符合发展需求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这样，人们在农村生产生活，并不意味

降低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而能与城市居民迈向共

同富裕之路。

三、提升省会城市能级在中国式现代化

省区实践的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展望以提升城市能级为导向实施强省会战略，会全

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区的实践。

1.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

式现代化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省区人口规模也很大。除

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外，2022 年 27 个省区常住人

口 总 规 模 达 134065.1 万 人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94.96％，其中，11个省人口超过 5000万人，已相当

于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广东、山东、河南的人口超过

1亿人，可排在世界人口大国第14位之后。推进人

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各省区的共同使

命，以提升城市能级为导向实施强省会战略，既会

提升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又会吸引劳动力和人才集

聚，发挥省区的劳动力和人才优势，为各省区的现

代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人才要素支撑，推进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人口红利已

从单纯的数量型红利转变为以数量为基础的质量

型红利，会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和人才优势，增强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底力与后劲。提升省会城市的

能级，会从三个方面发挥劳动力和人才优势：一是

在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升

对人口的承载力、吸引力，从改善硬件方面为发挥

劳动力和人才优势创造条件；二是在教育、科技、产

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提升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从

改善软件方面为发挥劳动力和人才优势创造条件；

三是进一步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吸引和留住各种人

才，从更深层次为发挥劳动力和人才优势创造更好

的条件。

2.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

式现代化

提升省会城市能级，可以从强省会和强都市圈

两个方面推进省区人民迈向共同富裕，为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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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省区基础。

从强省会视角看，因为富裕水平是由收入水平

决定的，而收入是由就业决定的。提升省会城市能

级首要的是提升产业链价值链的能级量级，不仅增

强产业的就业吸纳力，稳定就业者的收入来源，更

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营效益，提高劳动者的

工资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产业链价

值链的能级量级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更有

能力兴办公共服务事业、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

平，推进居民迈向共同富裕。

从强都市圈视角看，因为共同富裕的条件是共

同发展，而强都市圈最直接的效应是推进省会都市

圈“城乡等值”进程。“城乡等值”的突出特征是以共

同发展提升城乡同城化水平，推进城乡居民迈向共

同富裕。随着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城乡等值”程

度也会提升，加快推进都市圈城乡居民迈向共同富

裕，进而会辐射带动全省区发展，从省区层面为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广泛而深厚

的基础。

3.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会城市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方面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省会城市能

级的提升，主要会在以下方面更好地推进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第一，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物质会更加富足，

会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塑造忠于职责、诚实守信、奉献社会、关心他人的社

会风尚，人们的精神会更加富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相协调，推进物的

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会推进各省区优

秀地域文化的创新型传承和创造型转化，提升省会

城市的软实力，既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提

供软实力支撑，又以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进而带动各省区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三，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会为公共文化事

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各省会城市公共文化事

业尽管有很大发展，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仍不

相适应，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会增加政府的财力，

有能力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投资，更会推进省

会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对各省区既是

先行示范，又会提供强大支撑。

4.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会城市认真践行习近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有效推进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主要会在以下

三个方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一，近年来，各省会城市的生态环境修复和

保护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历史负债较多，

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亚

健康”问题，长期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政府

持续投资。随着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政府有财力

持续投资于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性工程的建设与完

善，根治生态环境的“亚健康”的病态，持续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产业发展的要求是

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主要是

运用绿色理念和先进技术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新的

生产要素的产业，产业生态化是按照“绿色、循环、

低碳”要求推进产业的生态化升级，都需要引入先

进技术和市场机制。随着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政

府、企业都有条件和能力运用先进技术、引入市场

机制，广泛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产业领

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三，2021年 3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把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随着省会城市

能级的提升，政府、企业、居民都会自觉地把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共同的社会责任，政府有条件把“减碳”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企业有能力优化能源

生产和使用结构，居民也会越来越自觉地实行生活

方式的绿色转型，使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上升为良

心循环，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5.提升省会城市能级推进迈向国际化的中国式

现代化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展现

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为省会

城市迈向国际化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但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省会城市发展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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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国际化程度都较低，省会城市

能级的提升，主要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快迈向国际化

的步伐。

第一，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是，国家或地

区间的对外开放，已从商品、要素的对外开放，转向

规则、标准、制度的对外开放，省会城市能级的提

升，政府、企业对规则、标准、制度开放的适应能力

不断增强，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省会城市

迈向国际化。

第二，当今经济全球化还具有合作与竞争的双

重特征，省会城市能级的提升，会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把更多的

国际优质资源、优质企业“引进来”，又会有更多的

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融入经济全球

化、多极化中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一些具有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优势的省会城市会

更多地参与大国竞争，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进而

提升国际化水平。

第三，中国各省会城市都有悠久的历史和多彩

的文化，已普遍与许多国家的城市缔结为友好城

市，国际友好交流各有特色。省会城市能级的提

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会广泛扩展，文明互鉴

会向深度延伸，既会加深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又会提升省会城市的国际影

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做出省会城市的新贡献。

注释

①见长沙、石家庄、福州、南宁、南昌、贵阳、太原市政府网

站。②引自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合肥市发展经验总结报告》

（内部版），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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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Capital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eng Biding
Abstract：All 27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China have formed a metropolitan area centered around provincial capital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support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functions undertaken by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mplementing the“strong provincial capital”strategy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the level of cities requires enhancing the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an we strengthe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should be guided by improving their level of competence an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guided by improving the city’s energy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nergy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to improve the energy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to improve the energy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a coordinate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energy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Capital City; Metropolitan Area; C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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