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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共有 41 个城市，面积超过

3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 2.3亿人，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群。纵览长三角地区，城

市发展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苏锡常、南京、宁波和合肥

为重点的“雁阵”空间形态，城市间发展并不平衡。通过对长三角 41 个地级市经济、人

口、产业、交通、教育和医疗六大维度的研究分析，对 41个城市进行量化评分排名，以

便于我们深入了解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格局。 

一、 经济、人口和产业发展分析 

1、 经济发展分析 

2021年，全国 GDP达 114.4 万亿元，长三角三省一市 41个城市 GDP总量为 27.7万

亿，占全国 GDP的 24.2%。全国 GDP破万亿元的城市共计 24个，长三角地区有 8个（上

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南通），占比 33%，41城 GDP均值 6751亿

元，其中上海 GDP 以 43215 亿元远高于其他城市，江苏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

州、徐州 6城高于平均值，浙江有杭州、宁波、温州、绍兴 4城高于平均值，安徽只有

合肥高于平均值。三省中江苏 13 城 GDP 均值达 9010 亿元，经济实力较强；浙江省 11

城 GDP 均值为 6683 亿元；安徽省 16 城 GDP 均值为 2684 亿元，与江苏省、浙江省差距

较大。目前长三角 41 城 GDP 总量除了南京、杭州和合肥三个省会城市外，整体呈现以

上海为中心，向外部圈层递减局面，其中徐州因为处于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交

汇枢纽和内部资源优势，在苏北区域中发展较为强盛。 

 
*备注：1、数据来源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公报。  

 

根据 2020年数据，长三角城市群 41城市市区 GDP 首位度占比均值为 50%，其中上

海主城 8区 GDP首位度达 66%（浦东新区远郊 GDP 难以拆分，GDP全部算作主城区）；

江苏 13城市区 GDP 首位度均值最高，达 53%，安徽 16城均值为 51%，浙江 11 城均值

为 46%，各城市下属县级市/县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县域经济强盛。 

单城市来看，江苏省中常州、淮安、扬州、连云港、南京、无锡、南通和徐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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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 GDP首位度高于 50%，苏州因下属县级市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临近上海和

长江水运枢纽，经济发展水平较强，分散主城首位度，宿迁因市区人口较少，城镇化

水平较低，市区 GDP首位度只有 37%；浙江省中杭州、舟山、宁波、绍兴、湖州 5城

GDP首位度高于 50%，金华因下属义乌、东阳、永康等乡镇经济发展较好，市区 GDP首

位度低为 19%；安徽 16城中铜陵、芜湖、合肥、黄山、淮南、马鞍山、淮北、池州、

蚌埠 9城 GDP首位度高于 50%。安徽省市区 GDP首位度高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分

散。 

 

 
*备注：1、数据来源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公报；2、因 2021 年市区 GDP 缺

失较多，市区经济首位度以 2020 年市区 GDP/全市 GDP 数据，上海市区 GDP 采用静安、徐汇、黄浦、

杨浦、普陀、长宁、虹口、浦东新区 8 区；南京市区 GDP 采用玄武、秦淮、建邺、鼓楼、栖霞、雨花台

6 区； 

2、 人口发展水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长三角城市群 41个城市常住人口共计 2.35 亿人，占全

全国 16.7%，分省份来看，江苏省 13城常住人口均值为 652万人/城，浙江 11城均值为

526 万人/城，安徽均值为 344 万人/城。第七次人口普查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新

增 1961万人，其中浙江增加 1014万人，江苏增加 609万人，上海新增 185万人，安徽

流入增长 153万人。 

单城市来看，七普常住人口中，上海达 2487 万人，为 41城中人口最多。江苏省苏

州、南京人口破千万；苏州、南京、无锡常住新增人口比六普多 229、185、131 万人，

人口吸引力强盛；浙江只有杭州人口破千万，温州和宁波人口分别为 957万人和 940万

人，接近千万人大关；七普相比六普人口，杭州、宁波、金华人口净增长分别为 324、

180、169 万人，全省无人口净流出减少城市。安徽省合肥人口达 937 万人，合肥和芜湖

人口净增长分别为 367、138 万人，六安和安庆人口净流出达 122 和 115 万人，主要受

合肥虹吸效应，常住人口流失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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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长三角城市群 41城市市区人口首位度占比均值为

47%，其中上海主城 8 区人口首位度为 50%（浦东新区远郊人口难以拆分，全部作为主

城区）；江苏 13城市区人口首位度均值最高，达 53%，浙江 11城均值为 44%，安徽 16

城均值为 41%。 

单城市来看，江苏省中常州、镇江、淮安、南通、无锡、扬州、苏州 7城市区常

住人口首位度高于 50%，常州因下辖只有一个溧阳县级市，人口首位度高达 85%；南京

主城采用核心 6区数据，因远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人口较多，分散主城人口首

位度占比，因此首位度为 47%；宿迁因下属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人口较多，市区人

口首位度只有 33%。浙江省中杭州、舟山、绍兴、宁波 4城人口首位度高于 50%，金华

因下辖义乌、东阳、永康乡镇经济发展较好，嘉兴因桐乡、海宁等下辖县级市/县人口

聚集较多，市区人口首位度分别只有 21%和 27%；安徽 16城中芜湖、铜陵、合肥、淮

南 4 城人口首位度高于 50%，安庆和滁州因市区产业较为薄弱，人口吸引力较弱，市区

人口首位度分别只有 19%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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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数据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上海市区 GDP 采用静安、徐汇、黄浦、杨浦、普陀、长

宁、虹口、浦东新区 8 区；南京市区 GDP 采用玄武、秦淮、建邺、鼓楼、栖霞、雨花台 6 区； 

 

3、 产业格局现状 

长三角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2020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三大产业增

加值分别为 1.02万亿元,11.20万亿元、15.24万亿元，合计比例为 3.7%：40.8%：55.5%。

全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7.7%：37.8%：54.8%。相对全国三大产业，长三角城市

群第二大产业区域内占比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分省份来看，上海三大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0.2%：26.5%：73.3%，江苏省为 4.4%∶

43.1%∶52.5%，浙江省为 3.3%∶40.9%∶55.8%，安徽省为 8.2%：40.5%：51.3%，其中第

二产业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高到低依

次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从第二产业来看，上海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制造业整体向其他城市转移，工业主要

依靠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石油

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六大重点工业行业。江苏省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

第二产业主要依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化、金属冶炼、食品加工及医药制造业六个

产业，目前产业承接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如仪器仪表制造、医药制造等产业，同时

也承接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印刷行业等，对外

产业转移主要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皮毛制品制造等。浙江省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

在装备制造、石化、金属冶炼、纺织服装以及汽车制造业五大产业的规模较大，但劳动

密集型产业外迁也较为明显，如专用设备制造、农副食品加工、酒和茶饮制造等近些年

外迁较为明显。安徽省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

本密集型产业，个别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在安徽布局，如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主

要在合肥）、医药制造（主要在合肥、亳州）等，目前仅食品加工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与

浙江沪差距较小，其他产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单城市来看，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常州 4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 50%，

泰州、镇江、南通、无锡、扬州、苏州、常州 7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45%。南京

和苏州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南京的汽车、钢铁、石化新材料、电子信息为四大支柱产业，

苏州目前支柱产业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冶金、纺织和化工。 

浙江省中杭州、丽水、金华、温州、衢州、台州 6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 50%，

嘉兴、湖州、宁波、绍兴 4 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45%；杭州因数字经济、文化创

意、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健康、高端装备、时尚产业为该市“1+6”产业，所以第三产

业占比较高，嘉兴因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发展规模较大，因此第二产业占比较多。 

安徽省中合肥、黄山、蚌埠、亳州、淮北 5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 50%，铜陵、

马鞍山、滁州、宣城、芜湖、池州 6 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45%；合肥作为安徽产

业水平发展最好的城市，目前以新型平板显示、新能源、家用电器、汽车、装备制造、

食品农产品加工为六大主导产业，不断提高生物、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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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数据来源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公报；2、因 2021 年各城市三大

产业增加值缺失较多，因此采用 2020 年数据；3、连云港、泰州、马鞍山、阜阳因 2020 年三大产业增加

值未公布，故采用 2019 年数据； 

 

长三角城市群 41城市 2020 年 R&D经费支出占比 GDP比重均值为 3.0%，全国的占

比为 2.4%，长三角整体在科研创新投入上要高于全国水平。其中上海主城 8区人口首

位度为 4.1%；江苏省为 2.9%，浙江省为 2.8%，安徽省为 2.3%。 

上海 R&D经费支出中，按活动类型来看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超 8成，从经费来

源来看，企业资金超 6成，市场研发创新活力较强。 

江苏省在科技创新研发上整体呈现南北分化，其中苏南区域的苏州、南京、常

州、无锡 R&D经费支出占比 GDP超 3%，苏北连云港、盐城、宿迁、徐州、淮安 5城

R&D经费支出占比 GDP都低于全国 2.4%的平均水平。 

浙江省在科技创新研发上呈现南北分化，整体为浙北高、浙南低的局面，其中杭

州、嘉兴和湖州 R&D 经费支出占比 GDP 超 3%，并且三城处于 G60科创走廊上，丽水、

衢州、舟山因产业多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R&D 经费支出较少。 

安徽省围绕合肥和长江水运枢纽，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较大，其余城市因处于工业

发展中期，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较少。其中合

肥、芜湖、铜陵、马鞍山 R&D经费支出占比 GDP超 3%，16城中宿州、亳州、阜阳等 10

个城市低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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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公报； 

二、 交通发展水平分析 

1、 城市对外交通 

2020年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达 16.1万公里，长三角城市群总里程为 1.57万公里，占

比 9.7%。其中上海为 845 公里，江苏为 4926 公里，浙江为 5097 公里，安徽为 4799公

里，高速公路总里程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从密度来看，上海为 13.3公里/百平方

公里，江苏为 4.6 公里/百平方公里，浙江为 4.8 公里/百平方公里，安徽为 3.4 公里/

百平方公里，密度排序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单城市来看，江苏省 13 城开通高速公路里程均值 378 公里/城，其中苏州、南京、

南通分别达到 614 公里、538公里和 487公里； 

浙江省 11城开通高速公路里程均值 463公里/城，其中杭州达到 801 公里，与上海

接近，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里程在 500-600公里之间，舟山因城市陆地面积较小且

多山地，高速建设只开通了 70公里。 

安徽省 16城开通高速公里里程均值 300公里/城，高速公里规模相对较少，主要沿

着南京-合肥-武汉和南京-郑州两个方向带的城市建设的高速公里较多，其中滁州因处

于南京和合肥都市圈衔接带，全域面积较大，山地较少，开通的高速公里较多，对外通

达度高，其他较多的为安庆、六安、宿州、亳州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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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2、因 2021 年数

据缺失较多，故统一采用 2020 年数据，其中金华 2020 年数据缺失，采用 2019 年数据； 

2、 城市内部交通 

2020年长三角已开通轨道交通的城市有 12个，全国有 44个城市，占比 27%；长

三角开通运营轨道交通 2168公里，在建 1635 公里，全国运营里程 7597公里，在建

5094公里，长三角运营和在建轨道交通里程全国占比分别为 29%和 32%。其中上海市开

通 719公里，在建 172公里，目前在建主要为外环郊区线路；江苏省开通 829公里，

其中南京、苏州、无锡、徐州、连云港、常州和淮安 7座城市已经有轨道交通在运

营，南京以 394公里占据 4成以上；在建轨交 746公里，南京和苏州在建轨交为 200

公里左右，南通为未来新增的有轨交城市； 

浙江省已开通运营 508公里轨交，主要有杭州、宁波和温州 3城，其中杭州已经

运营 305公里，目前在建 211公里；目前在建轨交 608 公里，还未运营轨交的城市较

多，有金华、绍兴、台州、湖州、嘉兴 5个城市；还未有轨道交通建设的只有衢州、

丽水和舟山三个人口较少的城市。 

安徽省只有合肥已开通运营 112公里轨交，目前在建 280 公里，为合肥、芜湖和

滁州，滁州和马鞍山主要因南京都市圈发展的一体化交通网络。其他城市目前还未有

在建轨交，并且其他城市主城人口都少于 300万人，未来暂无申报轨交建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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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2、因 2021 年数

据缺失较多，故统一采用 2020 年数据，与 2021 年 1 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有少许差异； 

 

3、 长三角十四五规划交通 

2021 年 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计划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形成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多层次、优衔接、高品质的轨道交通系统，长三角地区成为多层次轨

道交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有效支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轨道

交通总里程达到 2.2 万公里以上（包含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新增里程超过 8000公里，高速铁路通达地级以上城市，铁路联通全部城区常

住人口 20万以上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服务覆盖 80%的城区常住人口 5 万以上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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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 

 

长三角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十四五”规划建设项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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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配套分析 

1、 基础教育资源 

长三角城市群小学共计 15597所，全国 157979所，占全国的 10%。其中上海有

684所，江苏有 4144 所，浙江有 3305所，安徽有 7464 所，数量对比为安徽＞江苏＞

浙江＞上海。从小学人均配比来看(人均配比采用 0-14 岁人群，因适龄小学人口多集

中在此年龄段)，上海有 2.8所/万人，江苏有 3.2 所/千人，浙江有 3.8所/千人，安

徽有 6.4所/千人，人均数量对比为安徽＞浙江＞江苏＞上海，而全国为 6.2 所/千

人。 

小学适龄人口中，全国 0-14岁人口占比 18.0%，上海地区为 9.8%，江苏为

15.2%，浙江为 13.5%，安徽为 19.2%，0-14 岁人口占比整体呈现安徽＞江苏＞浙江＞

上海，主要因为经济越发达地区，近 10年生育率不断下降，另外经济相对落后的安徽

地区，0-14 岁留守人口更多所致。 

分省份来看，江苏省小学数量较多的前三城为徐州、连云港、苏州，学校人均配

比较多的为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常州。 

浙江省小学数量较多的前三城为温州、杭州、宁波，学校人均配比较多的为衢

州、绍兴、丽水、舟山、温州。 

安徽省小学数量较多的前三城为阜阳、亳州、宿州，学校人均配比较多的为铜

陵、安庆、亳州、池州、蚌埠。 

综合分析发现，在小学数量上人口规模整体呈现正相关，安徽区域并没有因为经

济相对江苏、浙江落后，而出现小学建设明显不足的局面。 

 

 

*备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 

 

长三角城市群中学数量（因较多学校是初中与高中一体化教学，因此此处将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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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中合计计算）共计 9590 所，全国 67366 所，占全国的 14.2%。其中上海有 850

所，江苏有 2843所，浙江有 2390所，安徽有 3507 所，数量对比为安徽＞江苏＞浙江

＞上海。 

分省份来看，江苏省中学数量较多的前三城为徐州、苏州、盐城；浙江省中学数

量较多的前三城为温州、杭州、宁波；安徽省中学数量较多的前三城为阜阳、六安、

合肥。 

综合分析发现，长三角地区中学资源数量整体与人口发展呈现正相关，人口规模

发展相对较强的城市中学数量整体较多。 

 

 

*备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公报； 

 

2、 医疗配套资源 

长三角城市群医院数量共计 5218家，全国 35394家医院，占全国的 14.7%。其中上

海有 405 个，江苏有 1996 个，浙江有 1429 个，安徽有 1388 个，数量对比为江苏＞浙

江＞安徽＞上海。从医院数量人均配比来看，上海每十万人拥有 1.63 个医院，江苏人

均配比 2.36个/十万人，浙江有 2.21个/十万人，安徽有 2.27个/十万人，人均医院数

量对比为江苏＞安徽＞浙江＞上海，而全国为 2.51 个/十万人。 

从医院床位数来看，长三角医院床位数共计 129.1万张，全国拥有 713.1万张床位，

占全国 18.1%。其中上海有 14.4 万张，江苏有 42.2 万张，浙江有 31.8 万张，安徽有

40.8万张，数量对比为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从医院床位数人均配比来看，上海每

一万人拥有 58个床位数，江苏人均配比 50张/万人，浙江有 49张/万人，安徽有 67张

/万人，人均医院数量对比为安徽＞上海＞江苏＞浙江，而全国为 51 张/万人。 

从医院和床位数量对比看来，长三角因为人口密度较大，医院人均数量要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人均床位数量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近十年常住人口快速流入

的影响，很多城市在新区建设中最先建设的是道路交通、产业园和住房，医疗资源明显

滞后，老城区因为用地紧张，新建医院速度相对较慢，为了缓解医院数量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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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原有医院增加床位个数，因此长三角与全国会呈现出经济与医疗医院数量不匹配

的局面，但床位数量增速更快，更为集中，所以就医便捷度不够，每家医院接待量就更

为紧张。 

分省份来看，上海人均医院数量相对紧缺，但人均床位数相对较好，因上海在 2000-

2010 年间，人口流入速度明显快于医院建设速度，虽然近十年医院建设速度明显加快，

但人口流入依旧较多，因此人均配比依旧偏低。 

江苏省南京、宿迁、苏州医院数量位列全省前三，人均配比最高的为宿迁、南通、

南京，医院数量与经济发展未呈现正相关，从人均床位数来看宿迁、南京、无锡、南通、

苏州位列前五，因江苏省近十年人口流入量最大，城市建设扩容块，医院建设速度滞后，

但经济强市已经在床位数上逐渐弥补医院数量不足的局面。 

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医院数量位列全省前三，人均配比最高的为衢州、舟山、

杭州、丽水、湖州，可见浙江省与江苏发展路径相似，明显呈现出人口高流入城市，医

院建设速度滞后的局面，从床位数来看杭州、衢州、舟山、丽水、湖州人均配比居于前

列，可以看出杭州因为是省会城市，医疗配套发展速度与人口聚集速度匹配，目前处于

中游的乡镇经济人口强市医疗资源相对紧缺，如金华、绍兴、温州，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带动人口大量流入，但医疗配套相对较为紧缺。 

安徽省合肥、阜阳、宿州医院数量位列全省前三，医院数量人均配比高的为淮北、

蚌埠、马鞍山、池州、淮南，人均床位配比较高的城市为蚌埠、铜陵、黄山、芜湖、合

肥，安徽省整体发展落后于江苏和浙江，近十年省内合肥、芜湖在快速发展经济人口的

同时相对可兼顾医疗配套的发展，其他城市，一些因人口净流出，还有因医疗配套滞后

于经济发展，所以人均医院数量和人均床位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未形成规律性相关性。 

 

 
 

*备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及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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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及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 

四、 发展水平综合评分 

通过对经济、人口、产业、交通、教育和医疗六大维度 14个指标的综合分析，将长

三角三省一市 41个城市进行了综合排名，从评分结果看，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

肥位居长三角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前五名，以上 5个城市全为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中各都

市圈核心城市。排名前 20 名城市中除上海外，江苏有 8 个城市，浙江有 8 个，安徽有

3 个。江苏城市整体经济、人口优势显著，浙江城市除了人口流入显著之外，交通建设

突出，安徽整体落后于江苏、浙江，但在合肥都市圈和地处长江城市沿岸的城市在经济

和人口上也有发展亮点。 

 

长三角三省一市 41 城综合发展水平排名 

排名 城市 省份 评分 排名 城市 省份 评分 

1 上海 上海市 95.0 22 马鞍山 安徽省 68.3 

2 杭州 浙江省 91.2  23 镇江 江苏省 68.0  

3 苏州 江苏省 85.8  24 阜阳 安徽省 67.4  

4 南京 江苏省 84.0  25 淮安 江苏省 67.1  

5 合肥 安徽省 83.6  26 连云港 江苏省 67.0  

6 宁波 浙江省 81.6  27 淮南 安徽省 66.3  

7 无锡 江苏省 78.0  28 滁州 安徽省 66.2  

8 常州 江苏省 77.9  29 安庆 安徽省 65.0  

9 温州 浙江省 75.8  30 蚌埠 安徽省 64.8  

10 南通 江苏省 75.6  31 六安 安徽省 64.3  

11 徐州 江苏省 74.0  32 宿州 安徽省 63.8  

12 金华 浙江省 73.8  33 衢州 浙江省 63.7  

13 芜湖 安徽省 73.1  34 亳州 安徽省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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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台州 浙江省 72.5  35 丽水 浙江省 62.6  

15 绍兴 浙江省 72.2  36 宿迁 江苏省 62.5 

16 嘉兴 浙江省 71.1  37 黄山 安徽省 62.1  

17 扬州 江苏省 69.5  38 舟山 浙江省 62.0 

18 盐城 江苏省 68.9  39 淮北 安徽省 61.4  

19 湖州 浙江省 68.8  40 宣城 安徽省 61.1  

20 铜陵 安徽省 68.5  41 池州 安徽省 60.0  

21 泰州 江苏省 68.4  /分 

*备注：以上评分结合了全市 GDP、市区 GDP 首位度、全市常住人口、市区常住人口首位度、全市 7 普

常住人口增量、第二三产业占比、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高速公路里程、轨交运营里程、轨交在建

里程、小学数量、中学数量、医院数量和医院床位数量，共计 14 个指标，根据不同权重系数综合评分。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大型城市群的主要代表之一，以上海为龙头，发挥南京、

杭州、苏锡常、宁波、合肥都市圈，依托于现在 41 城的综合发展格局，协同合作，错

位竞争，打破区域、城乡界限，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

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

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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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时效性的限制，报告中所述的资料、观点及推测仅反映本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意见，任

何机构或个人援引或基于上述数据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以及引发的争议皆由行

为人自行承担。本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担保或保证责任。 

报告中的任何表述，均应从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并不含有任何道德、政治偏见或其他偏见，

用户也不应该从这些角度加以解读，本公司对任何基于这些偏见角度理解所可能引起的后果不承

担任何责任，并保留采取行动保护自身权益的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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