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七大城市群融合发展报告
从公路货运大数据看中国七大城市群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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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跨过百万亿元的门槛，人均 GDP 也超过 7

万元人民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当前的发展仍是不平

衡不充分的。在双循环战略布局深入推进的同时，城市群发展战

略成为中国打造增长极、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促进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未来将以京

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

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

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

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20 年，

中国七大城市群覆盖人口超过 7.7 亿，GDP 总额超过 63.6 万亿元，

占全国 GDP 总量的 63%。中国七大城市群的发展情况，决定了

中国整体的发展前途。

FT 中文网与 G7 共同基于 G7 物联网平台丰富的公路货运大数据，

结合对区域经济的调研与分析，对中国 7 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

和区域内经济融合互动水平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各城市群的融合现状，阐明了城市群发展策略的意义和对未来

的影响，并试图一窥各城市群的发展方向，为之提供有效的发展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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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城市群公路货运与经济水平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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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七大城市群发展状况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经济发展成绩，二是区域内经济融合互

动的水平。长期以来，区域经济的融合互动水平是较难测量的，而连接量超过 180 万辆卡车

的 G7 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可以全面获取车辆轨迹、驾驶行为、能源消费、园区管理、货物

运输等公路货运大数据。分析发现，各城市群 GDP 与其区域内货运量的相关系数达到 0.9，

货运量数据是观察经济发展情况较为有效的指标。基于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货运量数据一

窥中国七大城市群的经济融合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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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城市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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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本研究中珠三角仅包括广东省九市，并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对于研究中所用数据仅精确到地级市。

图 2



七大城市群 GDP 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中心城市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南部的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和宁

波 5 个都市圈，共 26 个城市，覆盖人口 1.5 亿。2020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 GDP 总量超过

20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的 20%，与印度的 GDP 总量相当，是七大城市群中经济规模

最大的。

本文中研究的珠三角城市群不包括香港和澳门，仅包括广东省的“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

“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个都市区的 9 个城市。

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总量近 6500 万，2020 年 GDP 总量超过 8.9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

的 9%。

作为横跨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 29 市，覆盖人口超过 1.2 亿的大型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 GDP 总额超过 8.9 万亿元，略高于珠三角城市群，也高于京津冀城市群。以河南为主

体的中原城市群，人口规模超过 1.6 亿，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群，其 GDP 总量也达到了 8.1

万亿元，仅次于京津冀城市群。覆盖重庆、成都及周边 14 个城市的成渝城市群的 GDP 规模

达到了 6.8 万亿元。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不到 4000 万，GDP 仅 2.25 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 2%，不及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重庆等 5 个城市的城市 GDP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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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群人均和单位国土面积 GDP 概况

GDP 总量是对各城市群体量的测量，而人均 GDP 和单位国土面积 GDP 则是衡量区域经济

发达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均 GDP 达到 13.9 万元，每平方公里国土

面积创造的 GDP 达到 1.59 亿元。长三角地区的人均 GDP 为 13.1 万元，与珠三角城市群差

异不大，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 GDP 产出也达到 9657 万元。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

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最高的，且区域内各城市的发展落差较小。

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接近。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均 GDP 为 7.6 万元，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人均 GDP 为 7.2 万元，接近全国人均 GDP 水平，但是，北京和河北两地

的发展差距很大，北京的人均 GDP 为 16.8 万元，而河北省的人均 GDP 仅为 4.8 万元。中原

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发展水平是最低的，人均 GDP 均在 5 万元左右，低于 2020 年全

国人均 GDP 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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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的货运量占到全国的 16%，珠三角地区的货运量占到了全国货运量的 10%，是

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规模虽然接

近，但货运量占比明显低于珠三角，这与各城市群的产业分布特点以及与外部区域的联系度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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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群公路货运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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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是城市群发展的题中之意，也是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 G7 覆盖超过 180 万辆卡车

的公路货运大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区域内不同省市间的经济融合互动水平。对于一个城市群，

区域内部货运物流量在其全部货运量中的占比越高，说明城市群内的经济融合互动水平越高。

珠三角城市群同处广东一省，文化相近，且区域面积较小，各城市间距离近且交通便利，

产业协同度高。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度是最高的。此外，长江中游城

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内城市处于较高的水平。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城市群横

跨三省一市，除上海外，尚有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和宁波 5 大都市圈，它们之间的

融合互动面临更大挑战。目前，京津冀三地因为区域经济发展落差、体制和机制障碍等原因，

中原城市群因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不足以及整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差等原因，内部经济联系

度是最低的。

七大城市群融合水平整体分析

珠三角城市群内部融合水平最高，京津冀、中原城市群因机制障碍或中心
城市辐射不足等原因内部融合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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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三年的第一季度数据来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 2020 年和 2021 年

的经济联系度是持续快速提升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部经济联系度在 2020 年也有所提升。

长江中游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近三年内部融合度提升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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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的货运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以工业品和机械设备运量

占比最高，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快递整车运量占比最高。中原城市群的运量中，41% 为矿石金属，

而关中平原以农产品运量占比最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商品汽车运量占比达到了 14%，远

高于其他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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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1- 快递整车：33%
2- 日用百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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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1- 工业品及机械设备：33%
2- 快递整车：23%
3- 食品饮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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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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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担整车：12%

中原 
1- 矿石金属：41%
2- 食品饮料：24%
3- 煤炭：12%

长江中游
1- 食品饮料：27%
2- 快递整车：15%
3- 商品汽车：14%

数据来源：G7

各城市群内运输货物特点

图 8：各城市群内主要货运商品类型



珠三角城市群内货运商品以工业品及机械设备占比最高，达到 31%，生产协同度较高。

广州、东莞和佛山是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融合互动的中心城市，尤其是东莞和佛山，得益于制

造业的发达，在区域经济联系度方面的贡献要高于其 GDP 占比。深圳的 GDP 最高，但在区

域经济联系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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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融合度

各城市群内部融合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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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商品汽车的货运占比达到 14%，远高于其他城市群，这与该地区汽车

制造业较为发达有关，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协同。此外，工业品及机械设备和矿石金属的货运

占比也分别达到 13% 和 11%，工业生产协同水平较高。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产协同

有望进一步加强。

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GDP 最高，在城市群内起到了引领发展的作用。此外，

得益于区位和产业优势，湖北的孝感和荆门发挥了更多的区域经济联系的作用。长沙和南昌

同样是省会城市，长沙的 GDP 和区域经济联系作用相对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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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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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内货运商品以食品饮料占比最高，达到 23%。此外，工业品及机械设备货运占

比达到 17%，仅次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化工产品的货运占比达到 9%，在所有城市群中是最

高的。成渝城市群在化工及工业方面的生产协同水平较高。

对于成渝城市群，重庆的 GDP 占到了区域内的 37%，高于成都，但重庆与区域内其他城市

的经济联系度与其 GDP 规模不匹配，成都才是成渝城市群中融合互动的核心城市。成渝城

市群进一步的协同发展，需促进重庆与四川其他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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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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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的货运商品中，工业品及机械设备类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一。长三角城市群的生

产协同度较高。

长三角地区，上海市的 GDP 区域占比达到 19%，但货运占比仅为 13%，这与其工业经济在

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低有关。在区域经济的协同方面，苏州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14%）。

杭州和嘉兴的经济协同作用也超过了其 GDP 地位。南京目前在区域经济协同方面的作用仍

低于其 GDP 地位，源于其距离长三角以上海市为中心的核心地区相对更远，联系相对不便。

17     七大城市群内部融合发展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融合度

上海市

南京 镇江

常州

苏州

扬州

淮安 盐城

泰州

南通

宿迁

徐州 连云港

无锡

杭州

衢州

湖州
嘉兴

舟山

宁波

绍兴

金华

丽水

温州

台州

宣城

黄山

池州
安庆

铜陵
芜湖

马鞍山巢湖

六安
合肥

滁州

阜阳
蚌埠

宿州

淮北亳州

淮南

工业品及机械

设备 33%

快递整车 23%

食品饮料 18%

日用百货 13%

矿石金属 4%
化工 2%
零担整车 2% 农产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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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在关中平原城市群内部跨省货运比例非常高，达到了 28%，远高于其他城市群。但

与工业生产相关的货运量较低，这与该城市群的工业生产中心主要集中在西安和咸阳地区有

关，其他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弱。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七大城市群中发展较为落后的一个，人口规模小，人均 GDP 低。西安在

城市群中的首位度非常高，GDP 在城市群内占比高达 44%。咸阳紧挨西安，与西安同为区

域内的中心城市之一，货运量在区域内的占比高达 22%，仅次于西安的 26%。此外，运城

市在区域经济融合互动中发挥的作用也较为突出。

18     七大城市群内部融合发展分析

关中平原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经济融合度

陇南地区

天水市

酒泉市

嘉峪关市

兰州市

张掖市 金昌市

白银市

临夏回族自治州

甘南藏族族自治州

定西地区

平凉市

庆阳市

武威市

大同市

塑州市

忻州市

阳泉市

太原市

吕梁地区 晋中市

长治市

临汾市

晋城市

运城市

西安市

咸阳市
渭南市

商洛市

榆林市

延安市

铜川川

宝鸡市

汉中市 安康市

农产品, 28%

食品饮料 22%
零担整车 12%

矿石金属 9%

快递整车 8%

日用百货 8%

煤炭 3%
商品汽车 3%

工业品及机械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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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之间的货运以生活协同为主，三分之一为快递整车，其次是日用百货和食品饮料，分

别占 16%。矿石金属、工业品及机械设备等与生产协同相关的货物运输量仅为 14% 和 8%，

三地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协同度较低。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需要中心城市的带动来逐渐实现。京津冀来看，北京的 GDP 总量占到

区域的 42%，但是，在经济协作方面，北京发挥的作用与其 GDP 水平不太匹配，这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有关。《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要以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

模式。京津冀的区域协同中心城市是北京、天津和廊坊，三地的货运量在区域内的占比分别

19     七大城市群内部融合发展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京津冀城市群区域经济融合度

邯郸

邢台

衡水

石家庄 沧州

保定 廊坊

张家口

唐山

秦皇岛

承德

天津市

北京市

为 23%、22% 和

17%。 相 对 于 经

济 规 模 更 大 的 唐

山和石家庄，廊坊

基于地理优势，在

京 津 冀 融 合 互 动

方 面 发 挥 了 更 大

作用。

快递整车 33%

日用百货 16%
食品饮料 16%

矿石金属 14%

工业品及机

械设备 8%

农产品 5%
零担整车 1% 化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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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的矿石金属货运占比高达 41%，煤炭货运量占比达到 12%，体现了该城市群在

重工业领域的协同度相对更高。

中原城市群以河南为主体，河南省内城市间的区域内经济联系也是更强的。河南省会城市郑

州的区位经济较为突出，占到区域内 GDP 总量的 15%，但其货运量在区域内的占比达到了

21%。而区域内其他城市的 GDP 占比和货运量占比均未超过 10%。因而，郑州在中原城市

群的首位度是非常高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需要注意培育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

20     七大城市群内部融合发展分析

中原城市群货物运输特点

中原城市群区域经济融合度

宣城

黄山

池州安庆

铜陵
芜湖

马鞍山
巢湖

六安

合肥

滁州

阜阳

蚌埠

宿州淮北亳州

淮南

郑州三门峡 洛阳

信阳

许昌

焦作 新乡

商丘

安阳
濮阳

周口

驻马店
南阳

平顶山
漯河

鹤壁

开封

济源

大同市

塑州市

忻州市

阳泉市
太原市

吕梁地区

晋中市

长治市临汾市

晋城市

运城市

邯郸

邢台

衡水

石家庄 沧州

保定
廊坊

张家口

唐山

秦皇岛

承德

临沂
枣庄

菏泽

泰安

淄博

青岛

威海
滨州

聊城

烟台

潍坊

日照

东营
德州

济宁

莱芜

济南

矿石金属 41%

食品饮料 24%

煤炭 12%

快递整车 10%

日用百货 6%

工业品及机械设备 4%
商品汽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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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城市群发展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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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城市群中，因为定位和产业特点的差

异，各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

的作用也不同。就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意

义、城市群区域内经济协同融合以及未来城

市群的发展对个人工作生活的影响等问题，

FT 中文网与 G7 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曾刚进行了采访。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而城市化的发展并不

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而是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之后，或者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像亚洲的东京、美国的洛杉矶 -

旧金山地区，以及纽约等美国东北部地区等城市群均是如此。

从国内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的不同地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在形成城市群。通过城市群

的建设，区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并带动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也能形成

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目前，城市群战略越来越细致，确实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城市群建设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城市群发展战略将为个人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多选择

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可能逐渐实现均等化，区域发

展水平的差异会相对缩小。同时，公共交通会非常便捷，我们不仅不必强求居住在城市中心，

跨城通勤也会非常便捷。这样，我们未来对生活居住地的选择空间会更大。

同时，城市群是多中心的，每一个中心城市有它的各自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整

个区域的发展也会更加的平衡和可持续。在进行工作选择时，我们可以不必局限于某一中心

城市，可以根据个人的职业技能，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更灵活地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

集聚区域。

22    各城市群发展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



目前，七大城市群中，4 个南方城市群的 GDP 全国占比达到 44%，人均 GDP 达到 10 万元

人民币，北方 3 个城市群创造的 GDP 仅占全国的 19%，人均 GDP 仅有 5.9 万元，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同时，从 G7 货运大数据来看，2020 年一季度以来，南方货运量全国占比继

续上升，从 57% 增长到 2021 年一季度的 60%。

七分之三城市群位于北方，有利于缓解南北发展差距

从历史角度来讲，南北经济历来就是不太对称的。从自然地理和人口分布来讲，人口和水资

源等还是比较集聚于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人口等生产要素密集必然会带动经济

的活跃度。

新中国成立后，南北经济差异在一定时期内是缩小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

的布局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主导的。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工业原料的分布等原因，很多工

业基地布局在了北方。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只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比较短

暂的、特殊的现象。

七大城市群的布局中，有三个城市群布局在北方。如果政策能够到位，激发其自身活力，尤

其是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释放活力，这些城市群有望获得很好的发展。在其现有的资源基

础上，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南北经济的差异可能会缩小。

城市群发展策略有利于缓解南北经济差异

23    各城市群发展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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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市群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共同构成了的中国十四五期间

乃至于 2035 年发展规划中的新动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以及西部

地区等每一个城市群都有不同的内涵。国家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不同的

城市群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和定位，核心是通过城市群的布局去实现新的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在国家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中，每个区域的经济情况不一样，经济结构不同，

整个市场环境的基础也有所不同。其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会存在很大的差

异。基于此，每个城市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定位，来制

定支持自身发展的战略。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体量比较大，经济

开放度高，所以这两个城市群更侧重于开放和创新方面的引领，更好地落

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产业结构一体化，发挥底层市场活力
从产业角度来讲，城市群如何形成更好的分工和协作以增强产业一体化，

对于促进区域融合发展是最核心的。如果没有产业的一体化，那么区域的

一体化就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底层的市场需求作支撑。珠三角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都有产业

一体化的内容在里面。

城市群顶层设计有效协同
提升区域经济的联系度和一体化，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有效协同。尤其

是对于横跨不同省市的大型城市群，比如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

长三角城市群等，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行政规划的对接等非常重要，此外，

需要打破阻碍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建设便捷的交通互联体系，形成更好的产业协同，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产业结构一体化、顶层设计有效协同
推动城市群融合发展

制定特色发展战略，激发城市群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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