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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布局 联动式发展

都市圈塑造区域增长极

权威发布

国家数据局：

“东数西算”工程

取得积极进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7 月 22 日举行“推动

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

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司长杜巍在会

上表示，2022 年 2 月，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

8 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并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正式启动“东数西

算”工程。 两年来，在相关部门和各枢纽节点的

共同努力下，“东数西算”工程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今年 3 月底，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算力总规模超过 146 万标准机架， 整体上架

率为 62.72%， 较 2022 年提升 4 个百分点；东

西部枢纽节点间网络时延已基本满足 20 毫

秒（ms）要求；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 部分先进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达到

80%左右， 新建数据中心 PUE （电能利用效

率）最低降至 1.10。“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带

动了 IT 设备制造、信息通信、基础软件、绿

色能源等产业链发展，提升了国家整体算

力水平。 （罗知之）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上半年跨境资金流动

总体保持合理有序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4 年上半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

保持合理有序。

数据显示，2024 年 1 至 6 月，银行累计结

汇 75571 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 83655 亿元人

民币； 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 242200 亿元人

民币，累计对外付款 246380 亿元人民币。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上

半年，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具有稳定运行的积

极因素。 一是货物贸易保持较高顺差，我国外

贸延续回升向好， 上半年货物贸易跨境资金

净流入位于历史同期高位。 二是服务贸易有

序恢复，其中，跨境旅行支出回升的同时，旅

行收入也明显增加， 体现了我国优化外籍来

华人员服务的积极成效。 三是外资配置人民

币债券规模持续较高， 上半年外资净增持境

内债券接近 800 亿美元，为历史同期次高值。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内部看，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同时，我

国外汇市场具有较强韧性， 企业汇率风险管

理能力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占比稳步提高，

有助于外汇交易保持理性有序。 从外部看，全

球经济恢复将继续提振外需， 有利于我国外

贸保持增长态势。 （张千千 刘开雄）

国家能源局：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8.1%

������� �国家能源局 7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657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8.1% ；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44354 亿千瓦时。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6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8%；第二产业用电

量 3067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第三产业

用电量 85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7%；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 67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0%。

今年 6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820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8%。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

量 1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第二产业用

电量 53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第三产

业用电量 160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6%；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16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2%。 （据新华社）

新闻·视点

“扩容式”抱团共进

目前， 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上海

大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 杭州都市

圈、合肥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和苏锡

常都市圈等六大都市圈。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曾经历多次

扩容。 2018 年 1 月，上海发布《上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7—2035

年）》，构建包括苏州、无锡 、南通、

宁波、嘉兴、舟山 6 市在内的“1+6”

上海大都市圈。 2022 年 9 月， 新增

江苏常州和浙江湖州， 形成“1+8”

的整体空间格局。今年 6 月，上海大

都市圈再次扩容，新增浙江杭州、绍

兴，江苏泰州、盐城及安徽宣城共 5

座城市。

如今，这 14 城共同组成的上海

大都市圈 ，GDP 总量达 18.28 万亿

元，以全国 1.2%的面积贡献了全国

14.5%的经济体量。

除了长三角地区， 多地都市圈

也在不断“扩容”。 湖北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作出大力发展武汉都市圈、

襄阳都市圈、 宜荆荆都市圈的战略

部署， 目前三大都市圈建设已进入

全面推进阶段。

去年底，广东发布广州、深圳、

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

圈发展规划， 提出培育发展五大都

市圈。今年以来，广东按照规划加速

推进都市圈建设， 五大都市圈内城

市及都市圈之间优势互补、 协调发

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广东省发展

改革委主任、 省大湾区办主任艾学

峰表示，培育发展五大都市圈，是广

东省顺应产业升级、 人口流动和空

间演进趋势， 增强大中小城市发展

合力，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新优势， 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一招。

一体化联动发展

今年 4 月，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

第三期联创工作营暨 2024 上海站

研讨会在沪举办 ， 来自上海大都

市圈 14 个城市的 33 个部门和技

术团队进一步深化规划方案 。 未

来， 上海大都市圈将推进区域创

新走廊联动融合建设。 从上海出

发， 最快 30 分钟可到达其他 13 座

城市。

都市圈一体化联动，交通先行。

5 月底，广佛南环、佛莞城际铁路正

式运营，与已运营的莞惠、佛肇城际

串联， 构筑起一条贯通 5 座城市的

“大号地铁”。 6 月底，深中通道正式

开通，珠江口东西两岸深圳、中山之

间原本 2 小时的车程被缩短至 30

分钟。今年以来，广东五大都市圈加

速建设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网络，

打造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和“轨道

上的大湾区”。

广东各都市圈产业协作大步迈

进。 前不久，广东提出，到 2026 年，

低空经济规模超过 3000 亿元，基本

形成广州、深圳、珠海三核联动、多

点支撑、 成片发展的低空经济产业

格局。

今年， 湖北全面提升三大都市

圈发展能级。加快建设武汉新城、襄

阳东津中央商务区等十大标志性

工程 ， 打造武鄂黄黄快速通道 、

宜昌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鄂州

花 湖 机 场 多 式 联 运 体 系 等 十 大

功能性工程。 湖北省省长王忠林

表示， 加快推动三大都市圈一体化

发展，就要树立“一盘棋 ”思想 ，坚

持“一体化”理念，聚焦“高质量”主

题，找准“锻长板”路径，强化“项目

化”举措，推动都市圈建设任务落细

落实。

差异化产业布局

各地在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同城

化发展的同时， 也注重差异化的发

展定位和任务部署， 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效益最大化。

覆盖超 3000 万人的广州都市

圈中，广州在汽车产业、医疗教育等

领域优势明显， 但也面临功能过度

集中、大城市病加剧等问题，佛山制

造业发达，而肇庆、清远则具有生态

环境等优势。

参与编制广州都市圈规划的暨

南大学副校长顾乃华介绍， 广州都

市圈的规划， 统筹整体利益和各城

市比较优势，强化专业化分工协作。

规划提出， 以广州和佛山作为都市

圈核心区，加快广佛全域同城化，广

州加快建设国际大都市， 佛山加快

建设制造业创新高地，肇庆、清远则

强化与广佛核心区硬软件联通共

享，承接广佛优质资源要素外溢。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重在协同、

难在协调。湖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黎东辉介绍， 在推动三大都市

圈建设方面， 湖北建立高层级决策

协调机制、 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和

创新性协同发展机制等三大机制。

作为长三角地区规模体量最

大、最为核心的都市圈，上海大都市

圈置于全球坐标系中，在创新能力、

产业链韧性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难

点在于跨界合作的复杂性。

同济规划院空间规划院院长朱

郁郁表示，“在跨界的地方， 大到发

展定位———这座城市想做生态 ，那

座城市想做产业，常常无法调和；小

到建设诉求———不同地方间的建设

标准各异，建设时序有别，都会导致

矛盾分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长江流域

发展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徐长乐认

为，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大体上是

周边城市获益更多。 未来上海也必

然要将自身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公

共服务、 基础设施等优质资源要素

辐射扩散到都市圈的每座城市，引

领带动上海大都市圈乃至长三角城

市群的一体化协同协调发展。

（李治国 董庆森 柳洁 郑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格局。近年来，各地通过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促进城市间

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都市圈逐渐成为新时代城镇

化与区域发展的重点与增长极。

在山西省万荣县北解

村休闲美食广场， 消夏的

食客尽享乡村夜市口福。

日前， 北解村兴建了

集生态绿化、 特色美食、

妙趣夜市等复合型业态于

一体的休闲美食广场。 夜

幕降临， 璀璨的灯光、琳

琅满目的美食吸引人们体

验乡村休闲夜生活。

李克荣 摄

乡村夜市

点亮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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