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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 梅新育

正值各地纷纷制订本
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各大
中心城市尤其一马当先之
际，这些中心城市需要充分
认识清楚：国家崛起对自己
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只有
在此基础上，才能既不踏空
错失机遇，又不误入歧途反
受其乱，并对机遇带来的副
作用具备充分的前瞻性认
识，以利应对。

为什么？因为中心城
市的发展及其规划，尤其是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等凝聚起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
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国家的
发展实绩举足轻重；而中心
城市的发展实绩，又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发
展大势的带动。如果国家
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
洼地，那么这个国家的中心
城市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
体系中也不过是边缘之地；
如果国家崛起成为世界政
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和高地，
那么即便这个国家内部的
边缘之地，也会成为外部众
人仰望的发展极。

看中国城市写意新格局看中国城市写意新格局大国崛起大国崛起

国势方兴，洪波涌起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这个全球

化的世界，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看准国家在

全球地位变动的走势，从而准确定位本地在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实现本地最大

程度的发展；而当前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综合实力加速崛起。

在“十三五”圆满结束、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之后，这种崛起在“十四五”期间会更

加全方位地体现。

中国加速崛起，首先体现在经济规模赶

超美国的进程提速，领先于美国之外其他国

家的优势加快拉大。“十二五”之末的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88858.2亿

元；到2019年，中国GDP已经扩张至986515

亿元，与美国并列人类历史迄今仅有的两个

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其他主要经

济体。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

元大关达到1015986亿元，成为全球当年唯

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大国，美国等经济体GDP

则无一例外全部显著萎缩。

“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

首次超越日本；现在，日本经济规模虽然仍保

持着世界第三的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缩

至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

西等世界十大经济体的GDP规模更是只相

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至迟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规模何时

赶超美国”的话题在国内外学界、政界、舆论

界和商界从无到有，日渐升温。而今，由于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

增长率可望达到8%，经济体量与美国的差距

也将进一步缩小。

中国官方在制定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时并未明确将超越美国定为目标，舆

论也不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反而不时对此

降温，这种表现其实是一种基于自信的沉

着，国内外各界对此话题讨论热烈，认

为中国GDP能在 2035 年之前超越

美国者不乏其人。英国智库经济

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

近日预测，中国

GDP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比之前预估的

提早5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例。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更在创

造历史。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主

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

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能力继续扩

充、升级的基础上，消费和国内市场扩张在

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

只有做大做强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既为中国

产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需求支撑，令中国制造

业得以发掘、实现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效益，又为贸易伙伴提供日益增多

的市场机会。强大生产能力与巨大消费市

场两者结合，才能奠定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

的基础。

正因如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才赫然提出了第五节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笔者整理并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

多年的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

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贸易封锁，

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

年出口总额的9～14倍。1972年时任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

解除，中国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

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到

2007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

比例跌到81%的低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暴发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

体呈上升态势：

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

亿元）的 213%。与此对应，从 1999 年至

2015 年，中国实际 GDP 占全世界比重从

11.2%提升到了17.1%。

2019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1649.0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72342.3

亿元）的239%。同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

界比重为17.4%。

自本世纪初起，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件消

费品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的日用

消费品汽车市场上，2019年，中国国内汽车

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

万辆）的1.5倍。今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

模（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可望超越美

国，跃居世界最大国内市场；在“十四五”期

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还

将持续显著拉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

“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消费市场相对规模

的这一变局，则意味着未来我们将见证越来

越多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

国势决定中国城市国际地位

国势决定着中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

的地位。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技术、文

化发展从领行世界转向全面落后，即便是受

益于五口通商、太平军兴，从松江府下县治脱

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

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当低下，

在不少方面甚至低于周边原为中国藩属国、

后为欧洲殖民地的一些城市。从鸦片战争后

开埠至1870年后数十年，就在上海城市快速

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从茶叶、生丝、桐油、猪鬃

等原产于中国的传统优势出口商品，到大米、

小麦、棉花等国内大量消费的日用大宗必需

品，这些货品无论是出口、进口，还是国内贸

易近海航运，都日益集中于上海，国内市场定

价权相应逐步从其他生产和交易中心城镇转

移到上海，而上海产商品的行情则取决于海

外，与中国农民、手工工人的生产成本无关：

茶价决定于伦敦；丝价决定于里昂；桐油、猪

鬃价格决定于纽约；小麦、棉花价格决定于美

国小麦、棉花……

最令人惊骇的是上海和长三角居民当时

一日三餐食用的大米，米价也是决定于法属

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

缅甸首府仰光，内地对应商品收购价格再在

上海口岸价格基础上逐级压低。由是观之，

当时上海在国内

地位虽然持续上升，但在这些大宗商品定价

权方面甚至逐步沦落成为“欧洲殖民地的殖

民地”。这样日益沉沦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地位，给当时的中国城市发展设定了相当低

的天花板。

今天，中国国势持续上扬，正在给中国城

市创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机遇以在世界

经济政治体系中大放光芒。上海、北京、广

州、深圳等公认的一线城市自不待言，成都、

武汉这类新一线城市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

机会。武汉、杭州、成都、重庆是最普遍认可

的4座“新一线城市”。剖析其中离海岸线最

远、又不濒临长江航道的成都，可以最充分地

看到这一点。

整理对比“十三五”期间人口（城镇人

口）、GDP、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4

项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2015～

2019年间，成都在人口（城镇人口）、GDP、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3项上跑赢了全国平均水

平，2019年成都人均GDP指标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60%之多。

从国内视角看，发展速度持续跑赢全国

平均水平，推动成都在全国城市排行榜地位

上升。论GDP体量，2015年成都排行全国城

市第八，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

庆、武汉；到2019年，成都GDP排行上升至

全国城市第六，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重庆。

见多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更

需要关注的是发展的抗冲击能力，2020年横

扫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一个检验

各国、各地区、各城市增长基础扎实成色的机

会。应该说，内陆“新一线城市”在这场“大

考”中交出了一份优良的答卷：

整理对比2020年1～11月和全年GDP、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

润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

等九项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及其细分项

目，可见成都在所有项目上都继续跑赢全国，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贸易出口增幅相当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利润总额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近

10倍。

就GDP而言，全国GDP增长2.3%，成都

市增长4.0%，比全国增幅高出1.7个百分点；

四川省增长3.8%，比全国增幅高出1.5个百

分点。

由于是疫情“震中”，武汉的情况不可比，

但也从三季度起全面强劲复苏。

随着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长

江经济带优势日益凸显、潜力日益发挥，预计

成都、武汉等内陆“新一线城市”能够在“十四

五”至2035年间保持充沛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

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成都攀上了迄

今其在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唐

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美誉。特别是在南宋时

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

的财政收入。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之所

以诞生于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

的四川，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实体经济部门

位居全国、全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今天，随

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回归历史常态，随着“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日益落实

成为现实，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印发和

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成渝双城

经济圈发展正在掀开新的篇章。对内，发挥

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功能，成为驱动

整个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对外，依托“一带

一路”成为扩大开放新支点；成渝双城经济圈

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定位前所未有，前

景可期。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进

展已经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城市，2019

年成都GDP与芬兰相当，而芬兰在全世界约

200个国家和地区中GDP排名第42位。随

着成都持续发展，相信在全球各国GDP排行

榜上，成都能够比肩的国家位次在“十四五”

至2035年间还会显著上升。

时运变迁，中心转移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显著改变产业和消

费的中心。在今天国人心目中，

意

大利品

牌、意大利制

造是服装奢侈品牌的

标志，米兰是时尚的中心；但在

历史上，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经济发展长

期滞后，从1861年统一至1976年，出洋谋生

的意大利人合计约 2600 万，相当于该国

2019年人口（6024万）的43%。2020年 12

月29日，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溘然

长逝，引得无数消费者为之哀挽。但这位法

国时装大师本是意大利人，若非上世纪四五

十年代移居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而是呆在家

乡威尼斯，即便他才华横溢，恐也不能在世界

时装界扬名立万。

随着意大利经济的发展，米兰逐步成长

为堪与巴黎比肩的世界时装之都。那么，随

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从一度的边缘

洼地回归中心高地，发展跑赢全国平均速度

的中国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如何演

变？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

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

国及其邻国均须与欧美接轨对标，即使是毗

邻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也常常要通过欧美中心

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巴蜀之地虽然能搭

上长江经济带之尾，却是中国开放经济发展

的“（口）袋底”。

而在中国日渐回归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

心高地而引人仰望的进程中，周边国家越来

越多地无须接轨对标欧美，而是可以直接与

中国市场接轨对标，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都

也好，重庆也好，正日渐成为面对东南亚方

向开放经济发展的“袋口”；继上海、北京之

后，中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正是

深居内陆的“新一线城市”成都，既让人看到

了成都力图跻身国家门户城市、泛欧泛亚门

户枢纽的雄心，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国际经济

政治地位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地理学巨变开

端。

如果成渝双城做好协作，它们在国际化

竞争中还会实现携手共赢。从“十三五”之前

的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到“十三五”的国家中

心城市，再到“十四五”及其后的世界级中心

城市，中国城市发展定位正在步步上升。

在围绕“一带一路”的讨论中，成都的声

音目前更多地集中于取道西北线路的中欧班

列等。实际上，无论是地缘、人缘、对华经济

政治联系还是经济增长态势，东南亚也具有

巨大的潜力。

本世纪初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贸

协定，在中国的同心圆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战

略中，东盟与日韩并处于最内核、最紧密圈

层。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国际班列开行

2991 列，增长 45.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

1632列，增长55.9%；成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贸易额增长

39.7%、36.9%、26.3%；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未来长久可持续的增长前景

在望。

西南边境汉语文全面通行。中老泰铁路

正式动工之前十年，云南勐腊县就在本县中

学开班，培养对面邻国老挝的汉语人才，到铁

路正式动工之时，对面勐腊县培养的通晓汉

语的人才已经数以万计，为该县收获铁路红

利打下了广泛、稳固的基础……

国势上升，必然还会推动一国消费的

时尚、品味走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会自

觉不自觉地对强势国家的流行品味追趋逐

耆。牛仔裤、格子衬衫等等出自美国体力

劳动者阶层，流入巴黎这类世界时装之都

后，曾长期被当地时尚男女嗤之以鼻，视为

粗俗的下里巴人；一战之后，随着美国崛

起，这些昔日被斥为“粗俗”的商品被巴黎

时髦男女竞相争购，一度将其价格炒到了

天价，流行程度至今不衰。随着中国国势

崛起，哪怕是汉服这种最中国的文化符号

也必然会在海外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粉

丝。对于已经将一年一度汉服文化节打造

成民间盛典的浙江嘉善西塘古镇而言，对

于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全产业链街区成都

“池上锦”汉服产业文化街区而言，这意味

着什么？对于正力图打造文化名片的成

都、嘉善等城市而言，这张文化名片的含金

量会怎样凸显？

巴蜀魅力，始自地道回锅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城市在满怀鸿

鹄之志展望、发掘“十四五”和国势上升带来

的发展机遇时，须时时牢记，再宏伟的工程也

要从最基础的一砖一瓦做起，再美好的生活

也要从日常一粥一饭的烟火气开始。像成都

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她令人流连的

魅力，就是从一盘地道的回锅肉开始。我们

建设美丽城市，是要给人看的，更是要给人住

的。保障猪肉供应平稳这类最基础的工作，

是所有中国城市永远必须直面的基本民生问

题；而要解决这样的基本民生问题，又需要不

断与时俱进探索改革创新。

在近年的“猪周期”波动中，坐落东南沿

海的广州、厦门与位居西南内陆的成都等城

市做得不错。从中长期来看，要可持续地稳

定猪肉生产和供应，需要优化其产能布局，有

秩序推动养猪业产能从中心地区向国家边缘

地广人稀区域适度转移。在这方面，这三座

城市都做了一些探索，地域狭小的厦门打造

了“本埠基地+外埠基地+合作基地”的猪肉

供应体系，成都市政府和周边的市州建立了

区域生猪生产合作机制。

从更大背景上考察，长久维系国家统一

的强大力量在于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熔铸的

认同，在于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紧密的人缘、经

济等各方面联系。通过养猪业生产在国内的

适度转移，通过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地区分

工发展，回锅肉、排骨汤、糖醋排、猪脑花……

将潜移默化把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各地的人民

联系得更加紧密。

直面城市发展新挑战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国势崛起

同样不例外，它会带来一系列与此前截然相

反的挑战，有些当下成功的操作，也有可能给

未来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努力发掘利用国势

崛起机遇的中国城市对此要有冷峻的认识。

如制造业基础的长久维护。制造业是现

代经济的基础，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

国尤其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单纯依靠

服务业生存发展。但从曾带领人类跨入工业

革命时代的英国，到二战后的霸主美国，我们

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依靠制造业起家的发达国

家相继走向产业空心化之路，一系列经济社

会重症随之而来，目前已经沉疴难返。

中国国势崛起，国民收入相对于竞争对

手上升，国民面临更多更大貌似可以轻松赚

大钱赚快钱的诱惑，社会上又存在强大力量

可能推动环保等政策法规走向过度苛刻而扼

杀制造业企业活力……在这样类似发达国家

产业空心化前夕的环境中，如何避免走上与

他们一样的致命歧途？“十四五”期间，我们必

须就此开展足够深入广泛的探索。

又如近年一批城市的“抢人”大战，即对

本科以上学历者开放落户。这在当前毫无疑

问是正确的，但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在

“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需要抓住当前青壮

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形势较好的时间

窗口，争取在全国率先落实一些人力资源和

社保改革措施，对退出这些城市者提供便利，

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成全相关个人实

现其生活质量和自由选择追求，这些城市收

获长期的居民人口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长久。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不妨

前瞻一步，趁现在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

支等情况较好的时候，率先改革，允许外来劳

动力返乡或流动时带走其在本地的社保缴

费，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但是有利于保

证本地人口结构长期活力。

面对新挑战，哪些城市会秉承前瞻眼光、

发乎长期责任感而先行一步开展探索？让我

们拭目以待。（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