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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中心城市都有
各自的特点，承担着引领区
域发展的责任。当日下午，
结合郑州特有的区位优势和
发展态势，10多位来自不同
领域的专家从宏观与微观、
现实与未来、战略与政策等
多个维度，分别发表主题演
讲，并就如何实现城市差异
化发展、如何做大做强国家
中心城市等问题，亮出观点，
给出建议。

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陆大道：郑州在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引进人
力、资金等，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培育中高端产业和产业
链，特别要重视高端服务业
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郑州研究院院长蔡昉：郑州的经
济状况、产业结构可以说是中国
经济的代表和缩影，在郑州的任
何实践、创新都极具代表性，有
复制、推广的意义。郑州发展很
快，是中国从沿海发展向中西部
赶超趋势的代表性城市，今后是
中西部崛起的时代，郑州将是
这一时代的赶超先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

保研究中心主任、郑州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郑秉文：郑州
的市政基础设施很好，但医
疗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还需
要进一步提升，以国家中心
城市的标准来提升城市承载
力与群众幸福感。

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土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科
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郑州
产业结构要升级，应提高现
代服务业的比重。另外，还
需注意国家中心城市与城
市群内其他城市分工协调
的问题。

清华大学交通科研所所
长陆化普：未来城市将由两张
网组成，即基于信息流的物联
网、构成实体流的交通网。交
通问题在以后大城市的发展
中将愈发凸显。建议郑州应
建设合理路网、改进路权、打
造绿色交通出行，同时抓住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契机，破解

“现代城市病”。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

院院长李国平：郑州城市空间
布局上应发展成多核心模式，
具体表现有城市郊区化、城市
多中心化、城市区域化、中心
城区的复兴等。

2018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秋季论坛在郑举行
全国百名专家学者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言献策

合作共建“超级智库”
助力郑州高质量发展

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要发展什么？有哪
些问题需要解决？11
月3日，首届“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国家中
心 城 市 建 设 ——
2018中国城市百人
论坛秋季论坛在郑州
举行。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郑州研究院院长蔡昉，
著名地理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陆大道，
以及来自北大、清华
等全国重点高校的知
名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为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建言献策。
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李冰冰
唐广辉 文/图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
人民政府、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
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
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郑州市发
改委承办。

开幕式上，蔡昉表示，中央
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这意味着郑州要在高质

量发展上主动作为，发挥好龙头
作用。郑州研究院将开拓创新，
积极融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乃至中原城市群发展，努力开
创新时代国家智库与地方实际
工作部门合作的新局面。

据了解，2017年 9月 1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郑州市人民
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成立郑州研究院。作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和郑州市人民政府
共同建设的研究机构，郑州研究
院结合郑州发展实际，全面对接
中国社科院战略资源，与各大院
校加强合作，相继设立了一系列
院地合作工作站，围绕城市建
设、文化旅游、交通枢纽、跨境贸
易、国际交流、招才引智、社保民
生、互联网经济等诸多方面，开
展深层次的研究工作。

上午，郑州研究院发布了 4
项课题研究成果，分别为“国家中
心城市指数视角下的郑州方位”
“E贸易时代跨境电子贸易规则
研究”“郑州与美洲合作前景”“郑
州文化传播与城市软实力”。

在“国家中心城市指数视角
下的郑州方位”发布中，课题研究

小组选取了25个样本城市，在文
献基础上结合大数据，按政治、金
融、科技、交通、教育、医疗、文化、
信息、贸易（物流）、国际交往等十
大城市功能，创新性地提出了与
众不同的评价视角和评价指标，
将其分为国家综合中心城市、国
家重要中心城市、潜在国家重要

中心城市和非国家中心城市（与
国家中心城市集聚和联系全国的
定位差距较远）4个层级。研究
结果显示，北京为国家综合中心
城市，上海和广州为国家重要中
心城市，潜在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有深圳、武汉、天津、成都、重庆、
西安、南京、杭州、郑州。

【亮点】
院地合作共建“超级智库”助力郑州高质量发展

【发布】
郑州位列“潜在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城市，
文化都是其重要的软实力，在其
兴衰进程中发挥着魂髓作用。
“郑州文化传播与城市软实力”
课题研究小组认为，郑州在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上，需要积极探
索文化发展的本土路径。

打造文化郑州——充分发
挥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科技、

资本、教育科研等综合优势，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营构活力
充沛的城市文化空间，特别是引
领中原城市群发挥本土文化资
源优势，打造中原文化特色风貌
之城和中原文化特色区域。

打造数字郑州——瞄准数
字文化科技，建设中原文化和华
夏文明基因库，引领中原城市群

完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中原
突围”。

建构功能平台——通过文
化会展、出版翻译、艺术品与文
化版权交易、文化科技公共服
务、文化基因大数据、文化传播
公平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推动郑
州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原
文化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中心。

提升城市软实力，郑州须发挥本土优势

【建言】
郑州应发挥区位优势
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协调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