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打造现代化中心城市，支持合肥‘五高

地一示范’建设，高起点建设合肥滨湖新区，朝着

国家中心城市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是

国家对城市的高级别定位。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5年。当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

（2006-2010 年）》过程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并把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确定为首批国家中心城市。但这一

提法并没有引起高层和地市的关注，4个中心城市也没

有获批。直到2010年，中规院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

划（2010-2020）》中，再次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在

北上津广的基础上，增加了重庆。随后，住建部公布这

份规划，5大国家中心城市也一并敲定。

2016年4月、12月，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发改委上报的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

规划》。在这两份文件中，提出支持成都、武汉和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2018年2月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建设西安国家中

心城市”，宣布西安正式成为全国第9个国家中心城市。

在合肥之前，已经有杭州、南京、青岛、长沙、济南、

福州、昆明、沈阳、厦门、长春、南昌、乌鲁木齐等12个城

市曾明确提出要竞争国家中心城市。

干货一：
合肥竞争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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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3日，试运行列车行驶在合安高铁上（无人机照片）。 ■ 新华社发 记者 周牧/摄

竞争国家中心城市，合肥“报名”了
安徽“十四五”规划建议干货都在这

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正式公布，建议中的“干货”很多，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

从中选了几条最近网上热议较多的“干货”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 ■ 记者 祝亮

干货四：
超过4成的安徽人将进入“中产阶级”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

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是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改变而改变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集体的总称概念，用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衡量。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概

念，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阶层）概念。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有利于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确保国民

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消灭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

目标也是要实现中等收入者队伍的壮大。

那么，再看看安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

还有多少差距？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2元，安徽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0930元。也就是说，安徽再努把力，人均每

月多收入两百多元，即可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提高收入水平有哪些方法呢？建议中对此也有详细策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新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工程；

健全高校科研院所薪酬激励机制，落实国家有关公务员

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健全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

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

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

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构建农民持续增收

长效机制，努力增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

入；健全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

调节机制，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展慈善

事业，培育江淮慈善项目和品牌。

“居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中等收入群体

比例超过4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芜湖经济总量仅次于合肥，牢牢占据安

徽第二位，2019年GDP达3618亿元，总人口374万人。

同时，芜湖是国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大城

市，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合芜

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合

肥都市圈、G60科创走廊的重要成员，被誉为“长江明

珠，创新之城”。

省域副中心城市，通常是指在一省范围内，综合实

力较周边城市强大，经济辐射力超出了自身管辖的行政

区范围，拥有独特的优势资源，且与主中心城市有一定

距离、可以被赋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重任的特大城市或

大城市。此前有学者指出，一般根据各个省、市、自治区

的情况来具体确定省域副中心城市，主要考虑在某一区

域内经济实力比较强、距离省会城市比较远的地方，通

过建立一个副中心城市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

省、市、自治区的协调发展。

据了解，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提法我国最早出现在湖

北省，2003年 8月，国务院批准了《湖北省城镇体系规

划》，该《规划》明确将宜昌、襄阳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

市”。此外，河南的洛阳市、开封市，江西的赣州市等均

明确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除了合肥和芜湖，建议中还提到，支持安庆、阜阳、

蚌埠、黄山建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持马鞍山、铜

陵、滁州、池州、宣城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支

持亳州、宿州、六安打造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支持淮

北、淮南打造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城市。

“支持芜湖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和长三角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大城市”

干货二：
安徽副中心城市敲定，花落芜湖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安徽123出

行交通圈’，推动合肥到省内其他设区市、设区市

到所辖县1小时通达，长三角城市群、合肥到邻省

省会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

干货三：
所有省辖市到合肥只需要1个小时

合肥在安徽的区位优势正在得到体现，并且从没有

像今天这样在现代交通体系建设的加持下变得如此美

妙。“省会到省内其他设区市1小时通达”的豪言壮语恐

怕放眼全国也极少有省份敢提出。

随着合安高铁即将通车，合肥到安庆的用时将由目

前的最快一个半小时压缩至40分钟左右；目前合肥到淮

北须绕道徐州，耗时要两个多小时，好在淮宿蚌城际铁

路即将开建，淮北到合肥的高铁路线也将被“拉直”；随

着巢马城际即将动工，合肥到马鞍山将结束不通高铁动

车的历史，用时也将只需40分钟左右；另外，虽然合肥

到全椒早已通了高铁，全椒和滁州也是近在咫尺，但毕

竟通的不是滁州的火车站。随着北沿江高铁即将开建，

合肥到滁州也将有直达的高铁动车。

另外，合肥到临省省会，目前仅有到南昌的高铁需

要绕行，耗时4个多小时，但随着合安高铁、安九高铁相

继通车后，合肥到南昌届时也仅需两个小时左右。建议

里还提到：合肥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皖北城际铁路网建

设，加快推进沿江、合安九等高铁及巢马、淮宿蚌、六安

—安庆、阜淮等城际和市域（郊）铁路项目建设，实现铁

路网覆盖90%以上的县、80%以上的县通达高铁。

干货五：
合肥中央公园正式改名骆岗生态公园

骆岗生态公园就是此前一直说的合肥中央公园。建

成后或成亚洲最大城市市内公园。

骆岗国际机场1977年启用，2013年5月停用。立足

未来20至30年，骆岗片区被定位为合肥最大的城市中央

公园，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合肥中央公园。公园项

目位于包河大道以西，锦绣大道以北，合安高速以东，京

台高速以南，总面积约15.3平方公里，其中景观绿地面积

约7.83平方公里（约1.2万亩）。据了解，中央公园范围内

河湖水系、林地资源丰富。南侧为十五里河生态廊道，北

侧为绕城高速生态廊道，对于提升主城区景观风貌、改善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今年11月17日，在合肥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官网对

合肥骆岗生态公园市政配套预留工程进行建设工程批前

公示中，首次提到了“合肥骆岗生态公园”。公示内容显

示，未来S1线、11号线均计划从公园穿过，并设置6座地

铁站。而当“合肥骆岗生态公园”再度出现在“十四五”规

划建议中，则意味着该公园正式完成了定名。

合肥骆岗生态公园用地面积达到了1.2万亩，是纽约

中央公园（5115亩）的两倍，也大幅超过目前国内最大的几

个城市公园，包括6390亩的贵阳市黔灵公园和4330亩的

北京市朝阳公园。至于骆岗生态公园建成后能否成为中

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市内公园，让我们拭目以待。

“建设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实施环巢湖小流

域综合治理，高水平建设环巢湖湿地和骆岗生态

公园，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