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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用了不小的篇幅反
映郑州市的发展情况。在成
长性指数方面，2020年位于
第二梯队的成都和重庆分
别排在首位和次席，原来处
于第一梯队的广州排名第
三，上年处于第三梯队的郑
州排名第四，天津、上海、西
安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和第
七；北京和武汉成长性指数
均为负数，分别排在第八和

第九位，这与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和武汉疫情防控密
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还有，郑州
科技创新功能成长性指数大
幅提升，建设指数排名提
前。近年来，郑州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取得较为显著成
效。皮书显示，郑州科技创
新功能在国家中心城市队
伍中处于靠后位置，但排名

在逐步提升，2019年和 2020
年两年均越过谷底，提升进
位。在科技创新功能成长
性上，2020年，郑州科技创
新功能成长性居国家中心
城市第二位，其中，科研要
素投入和创新资源的增加
有力促进了郑州科创功能
提升，以科技创新引领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后发优
势逐步显现。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21）》发布

郑州城市吸引力不断释放
科技创新成长指数大幅提升

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21）》昨日发布，该系列皮书由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牵头，与国内30多所高校和科
研机构联袂创研，每年结合一个主题开展。今年的皮书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理论和实践前沿，以“双循环格局下的特大型城市建设”为
主题，集中反映了全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内其他特大型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最新进展。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文 马健/图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报告（2021）》通过客观评
估 2020年 9个国家中心城
市和其他 7个超大特大型
城市建设的现状水平和成
长性态势，全面深入地反
映了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广州、成都、武汉、郑
州、西安，以及部分典型中
心城市在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中的探索与实践，
前瞻性探讨了这些城市在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路
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
指导意义。

超大、特大型城市作
为区域中心城市，在扩大

内需、优化和稳定产业链
供应链、构建以国内循环
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今年的皮
书在对 9个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指数和成长性指数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新增加
了对深圳、沈阳、杭州、深
圳、南京、青岛、济南和东
莞的建设现状分析，同时在
案例篇和探索篇增加了对
北京、重庆、西安、郑州等国
家中心城市和杭州、合肥等
代表性特大型城市中有特
点、特色的创新举措，以及
特大城市在新发展阶段面
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进行
了专题研究和探索。

以更多的精力和笔墨
研究、探讨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问题，是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蓝皮书创研以
来持续彰显的一个重要特
色，也是今年蓝皮书的突
出亮点。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报告（2021）》从经济高质
量发展成绩显著、数字城
市建设强力推进、城市枢
纽功能稳步提升、创新要
素集聚功能持续强化、城
市吸引力不断释放、区域
协同发展纵深推进等 6个
方面，对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成效作了较系统的
呈现。在此基础上，皮书

对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发展
态势作了系统研判分析，
揭示了 2020年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的特点，并对
郑州当好“国家队”、提升
国际化、在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中提质进位，加快推
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
化建设，作了较深入的思
考，提出了对策建议。此
外，皮书还在案例篇和探
索篇中，分别就郑州建设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推进郑州
“四路协同”以及郑州后发
赶超等问题作了专题研
究，并提出了诸多可资参
考的咨询建议。

皮书指出，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9个国家
中心城市总人口达到1.7亿，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8%，
较六普、五普分别提升了 1.4
和 2.7个百分点。从城市总
体经济实力看，2020年 9个
国家中心城市的 GDP总量
超过 19.4 万亿，约占全国
GDP总量的 19.12%（较 2019
年提高 0.04%），其中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7.86万

亿，占全国的 20.04%，较
2019年提高 1.7个百分点。
这些都表明国家中心城市保
持较高的人口吸引力和经济
实力。

对比分析 2020年 9个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现状，从层
次上看，北京、上海、广州仍
处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第
一梯队，是双循环发展格局
的排头兵；重庆、成都、西安
位列第二梯队，分别在文化

建设、绿色发展、科技驱动、
对外开放等城市功能提升方
面取得了亮眼成绩；郑州、天
津、武汉处于第三梯队，多数
指标与前两个梯队城市相比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与2019
年建设指数相比，北京与上
海指数略有下降，武汉之外
的其他 6个国家中心城市之
间的差距趋于收敛，说明处
于第二和第三梯队城市发展
步伐在逐步加快。

2020年，在国内外形势
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明显增多
的大背景下，各城市经济增长
速度放缓，郑州经济依然保持
了相对较快增长，GDP增长速
率达到 3.0%，高于全国 2.3%
的增长率，高于武汉(-4.7%)、
北京(1.2%)、天津(1.5%)、上海
(1.7%)、广州(2.7%)，排国家中
心城市第四位，且人均生产总
值高于西安、重庆、成都。此
外，郑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

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较2019
年增长 7.0%、12.1%，这表明
郑州正利用更多外地资金服
务郑州经济的建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郑州常住人口排全国
城市第十位、中部城市第一
位，较六普人口增加 397.4万
人，仅低于深圳、成都、广州、西
安，居全国城市第五位。常住
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
例由六普的 18.95%提升到

28.99%，分别较全国和河南高
出 13.52 个和 17.52 个百分
点。百度地图发布的《2020年
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显
示，全国300个参评城市中，郑
州市人口吸引力指数排国家中
心城市第六位，其中对青年人
口吸引力指数排国家中心城
市第五位。郑州常住人口的
快速增加和人口文化程度的
快速提升，充分说明城市超强
的人口吸纳能力和城市活力。

聚焦特大型城市建设 关注郑州创新举措

深入研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郑州位列第三梯队国家中心城市 发展步伐逐步加快

郑州科技创新功能成长性居国家中心城市第二位

郑州市人口吸引力指数排国家中心城市第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