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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6省已有4个万亿级城市，下一个会是谁？南昌
、太原两个“掉队”的省会城市仍在等待时机，搅局者已经“组团”出现。

上周，河南南阳党政考察团到湖北襄阳考察学习，提出希望通过进一步的交通赋能
，深化产业、文旅、生态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万亿级南襄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成
为中部崛起的城市合作新典范。

对于同属南襄盆地，又紧密相邻的两市，合作首先将是共建“南襄盆地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这是南阳自去年10月升格为河南省副中心城市后又一大动作。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
副会长、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秦尊文指
出，襄阳
和南阳分别为湖北、河南省域副中心城市，合作后经济体量将超过9千亿，且有望
冲击万亿。这意味着，中部将出现新的“万亿级城市”。

合则强、孤则弱，这是大多数省域边缘城市的共同课题，对于南阳、襄阳二市而言
则格外如此。两市均坐拥较强的经济基础，有着冲击更高发展目标的使命；且同样
面对来自“强省会”的虹吸，以及眼下发展不尽如人意的现实。

打破现有发展瓶颈，将从打破省际边界开始。

“弱中心”反击

图片来源：大河报

与省会城市争夺资源，是不少副中心城市的共同难题。

南阳当地媒体曾直言，处于郑州、
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
之间，被三大城市群割离，“挤出效应
”“虹吸效应”明显，无论
是与邻省副中心城市襄阳、宜昌比，还是与省内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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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副中心城市比，南阳经济整体处于劣势。

而在秦尊文看来，尽管现在武汉对周边城市正从虹吸逐步向辐射阶段过渡，但襄阳
也曾一度面对武汉在人口等各类要素方面的吸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襄阳常住人口减少23.9万人，下降4.35
%；南阳更是减少54.9万人，降幅达5.36%。这当中省会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面对发展瓶颈，去年，南阳曾刀刃向内，展开营商环境的自我改革。当时，刚履新
不久的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连发出“七问”，针对的正是南阳连续在省内排名垫底
的营商环境水平。

而在此基础上，南阳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期望：摆脱“地级市思维”，按照大城市的
能级，打造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

升格省域副中心后，南阳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带来了以合作打破“天花板”的
可能性。

秦尊文指出，尽管在2018年出炉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就曾提出“发
展壮大襄（阳）南（阳）城市组团”，但当时两地动作不是很大，南阳被赋予省域
副中心的地位以来，两地更能平等对话、平等交流，因此开始有了更多行动。

对于合作，南阳是有“紧迫感”的。朱是西曾提道，“副中心城市不是‘封’出来
的，也不是命名出来的，而应该是自己干出来的。”

南阳市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实事求是讲，南阳与副中心城市的标准，还有
一定差距，但南阳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副中心城市，想要能够发挥副中心城市的带
动作用。”

襄阳无疑是一个颇为合适的合作伙伴。

早在2003年，襄阳就被湖北省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且首批获国家层面支持。在考察期间，朱是西就明确指出，襄阳是省域副中心城
市建设的先行者、示范者，是南阳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学习借鉴的标杆和榜样
。

两地亦不缺乏合作的基因。如朱是西所言，两地有《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
政策基础，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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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船北马、通江达海”的历史
铺陈，将有望上演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南襄双城记”。

从竞走向合

如何借力合作摆脱虹吸？首要的一点是，找到两地的“共同话题”。

此前，襄
阳和南阳曾多次以
“竞争对手”的形象示人。2012年
，同为省内GDP
第三城的襄阳和南阳曾上演过一出经济总量上的“追逐战”——多年落后的襄阳，
以164.6亿的差距反超，到去年差值已扩大至967.21亿元。

经济差距难以扭转，更为激烈的争夺出现在其他领域。

最为外界所知的是两地有关“诸葛亮
故里”的数十年“撕扯”。早在1990年
，中国邮政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
第二组，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两地就该组邮票的首发地爆发争端，最终以
“两地各自举办首发式”收场；

2003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重新收录《隆中对》，加注称，“隆中，山名，在现
在湖北襄樊（2010年更名为襄阳）
”；并对《出师表
》中“南阳”注解为“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引发南阳万人签名的抗议活动。

在秦尊文看来，一系列事件反倒成了一种“眼球经济”，让更多人了解到两座城市
共有的文化IP。文化资源还能共享，交通资源就更有“非此即彼”之感。

2006年，宁西铁路
客运正式运行，南阳正是一个重要站点
。《大河报
》
的一
篇报道揭
露了线路走向背后
的故事——铁道部有关专家倾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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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曾是过襄樊而非南阳，为改变这一状况，河南省政府
向当时的国家计委、铁道部报送请示，请求南阳至信阳段先行建设，且南阳自己出
资为铁道部做预可研报告，“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开了先例”。

进入高铁时代，类似的争夺再度在“宁西高铁
”上演。2019年，襄阳市
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积极争取合西高铁
过境襄阳”，令宁西高铁经南阳的走向再增变数。今年5月，就网友“合襄高铁是
否纳入规划”的问题，襄阳市发改委给出的回复是，《“十四五”铁路建设规划》
明确提出，“研究建设南阳（襄阳）经信阳
至合肥高速铁路”，花落谁家尚无定论。

图片来源：河南日报客户端

打破“零和博弈”，交通的问题不得不解决。

在秦尊文看
来，此次特别提到的航
运合作，正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在汉江流域中，南阳通过唐白河
作为支流接入。汉江航道打通后，通过开发唐白河航运，南阳将能通过汉江拥有自
己的出海口，这也是豫西地区唯一的出海口。

在此基础上，通过铁水、江海联运
，襄阳和南阳能够发挥各自铁路优势，实现错位发展。比如，利用区位特征，向北
到西安、郑州的货物就可以在南阳集结，而向南到武汉、广州或者东南亚的货物则
在襄阳集结，再利用长江水道通往宁波
、上海，将能大大改善两座城市的区位，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实现合作共赢。

当两地找到契合点后，合作还能进一步扩散至方方面面。

比如，在航空领域，秦尊文构想了一种“共享航线”的方案。“现在，两市的机场
都存在班次少、规模小、客运量较低的问题，机场效益不好，还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他说，两方可以联动起来，通过错时排班，并在机场之间开通专线，整体上提
升航班密集度，同时整合客源，推动两座机场走向良性发展。

物流优势提升后，亦能反哺当地产业发展。“比如汽车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
业，双方都有点基础，特别襄阳有‘二汽’，南阳也在做一些尝试，二者可以探索
错位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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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万亿”

与大多数省域边缘地带的城市大多为省份经济“洼地”不同，如今襄阳和南阳在各
自省内GDP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在此背景下，两者被赋予了建设省域副中心的任
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阳和襄阳的“抱团”注定与一般跨省合作有所区别。

纵观大部分城市跨省合作，要么是位于边缘的强市辐射邻省弱市，最为知名的是因
与安徽马鞍山、滁州
等城市关系密切而被外界戏称为“徽京”的南京；要么是弱市之间互相取暖，通过
合作往往能“绝境逢生”，为各自谋得一份新的“出路”。

令秦尊文印象深刻的是，位于湖南
和湖北边界的龙山
、来凤两县。两县相向发展，不仅获国务院批复设立龙凤示范区，两县取得“十个
一体化”建设丰硕成果，并且，当龙山在长沙帮扶下修建“长沙大道”后，也引起
湖北注意，一条在武汉帮扶下修建的“武汉大道”最终落成。

但对于南阳、襄阳二市，难以通过帮扶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各自现有
优势，寻求突破。

图片来源：摄图网501751139

事实上，两座城市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其所在的南襄盆地，四周被群山包围，
由此形成了内外明显的经济差距——在老少边穷
的山区市包围下，两座城市坐拥一方沃土，适宜耕作，直到现在，南阳的农业仍然
发达。而在群山隔断下，两座城市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也有着合作的文化基础。

眼下，两座城市到了打破盆地思维的关键时刻。

如果将视线放至整个中部版图，一个明显的“空缺”摆在面前。据秦尊文分析，在
中部六省中，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发达城市基本靠近省域东侧，西侧常常是偏落后
的区域。中部崛起目的在于全国东西的协调发展，这就意味着，在中部衔接西部的
区域中，需要挺起一个极核。而当南阳和襄阳合作后，能够当此重任。

“中部地区原来有6台‘发动机’，就是6个省会，南阳和襄阳‘抱团’后，GDP将
超过9000亿，且有望冲击万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能够更好带动区域
的发展。”他指出。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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