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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春 —吉林城市整合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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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基于长吉两市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现状基础 , 结合 21 世纪经济发展全球化 、区域集团化和城市发展协作化

的趋势 ,本文提出了“长吉整合”这一促进城市与区域共同繁荣进步的发展途径 ,并论述了选择这一途径的客观基

础和历史必然;同时 , 初步探讨了长吉两市整合发展的切入点和区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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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春 —吉林城市整合发展的时空背景

1.1　时代的主旋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 、区域集团化的

时代主旋律对城市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已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潜质 ,而是更多

地受到城市所在区域的区域背景的影响。尤其取决于

其所带领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因此 ,城市

与所在区域及其内外相邻的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关系

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时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整合与

协同正在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因为城市不仅要面对

彼此间的竞争 ,更要面对全球竞争 ,而以整体合力参与

竞争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是必然选择。

尤其面对 21世纪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 ,城市间

时空距离缩短 ,都市化地域扩大 ,城市国际化进程加

快 ,单一城市正在失去以往独立经济实体的功能。更

进一步说 ,知识经济和国际城市需要信息产业支撑和

承载 ,而信息的生产和传输需要发达的物质基础设施 ,

这些高投入的设施又迫使一些城市走协作化道路 ,以

期成为信息网络中极度集聚的节点。这些必然使城市

走向整合。诸如地域镶嵌 、政策协同 、生产要素互补 、

产业互动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等整合趋势 ,

已经或正在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1.2　长吉两市的地缘关系和区位演变

长春和吉林是吉林省中部的两座特大城市 ,空间

距离 75km ,时间距离仅 30分钟。长吉两市的工业总产

值占全省的 60%,利税总额占全省的 2/3 ,按经济能力

可以容纳吉林省 50%的人口。长春市位于松辽平原东

部 ,吉东低山丘陵的山前台地上 ,松花江支流伊通河流

贯全市;吉林市位于吉林省中部偏东 ,地处长白山向松

辽平原过渡地带 ,两市在地貌 、气候 、植被和土壤等自

然条件方面都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互补性[ 2 , 3] 。

长吉两市所在地域人类活动历史悠久 ,但城市建

设时间不长。长春从 1865年建城算起仅 130 余年 ,吉

林也不过 300 多年。清代以前 ,伊通河流域一直是我国

北方游牧民族从事游牧的地区 ,清乾隆年间就有河北 、

山东一带的破产农民相继来此垦荒 ,到 19世纪中叶 ,长

春地方成为农副产品加工和集散中心;吉林市历史相

对较长 ,是东北著名的古城 ,早在远古时期就是我国肃

慎族聚居的地方 ,在很长时间内是该地域的政治 、经济

和军事中心。20 世纪初 ,铁路的修建大大加强和发挥

了长春的地理位置优势 ,加速了长春的发展 ,以长春 、

吉林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开始形成
[ 2] 。但是两市在解放

前工商业发展水平都很低 ,经济的大规模建设始于“一

五” 、“二五”时期 ,长春市由一个消费型城市成为以汽

车工业为主体的生产城市 ,而吉林市成为具有全国意

义的化工城;1954 年吉林省省会由吉林市迁往长春 ,吉

林市的政治地位下降 ,成为一般性的地区政治中心 ,从

历史上的政治功能为主转变为经济功能为主的工业城

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整个东北区的经济发展相对

迟滞 ,经济增长乏力 ,东北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

降。这种情况在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表现得更加突

出 ,占有很大比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

于不利位置 ,包括长春 、吉林在内的东北区大城市不可

避免地出现衰落迹象 ,其城市建设水平也大大落后于

东部沿海大城市。并且长吉城市腹地吉林省是自然资

源相对短缺的省份 ,一些关键性资源如能源 、金属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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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不丰 ,加之长期粗放的资源开发型经济结构

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2] 。人力 、资金 、技术这些无形资

源也不具备明显优势。随着吉林省在全国经济地位的

逐年下降 ,长春 、吉林在东北地区和全国的地位也明显

今不如昔。1997年 ,长春市国内生产总值在 12个超大

城市中居第 12 位 ,吉林市在 22 个特大城市中居第 20

位[ 4] 。

从东北区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在东北区所占比重

看 ,长春 、吉林也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详见表 1)。

表 1　1998 年长春 、吉林 、沈阳 、哈尔滨 、大连
在东北区(吉 、黑 、辽)所占比重

Tab.1　The proportion of Changchun, Jilin, Shenyang ,
Haerbin and Dalian in northeast region

指标 长春 吉林 哈尔滨 沈阳 大连

国内生产总值/ % 7.3 3.9 9.8 11.3 11.2

年末总人口/ % 6.4 4.0 8.7 6.3 5.1
实际利用外资额/ % 6.3 1.3 3.1 22 26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5 ,6 , 7] 。

1.3　长吉城市整合发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长春市是吉林省的政治中心 ,在经济 、社会发展上

有“近水楼台”之便;吉林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

均处于长春市的阴影之下 ,吉林市近十年经济地位的

下降与此不无相关。而长春尽管已被吉林省定位为省

域经济中心 ,并对其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是长春市

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 ,就其目前

综合实力而言 ,其在国内的竞争中也不具备明显优势。

根据城市规模首位分布律计算两城市首位度指数为

1.7 ,小于 2 ,4—11 城市指数则更低 ,中心城市首位度不

高 ,城市体系发展呈双中心格局。很显然 ,不考虑吉

林 、长春这两市近在咫尺的地缘关系 ,忽视吉林市在区

域中的重要角色 ,独立地谈论长春中心城市的作用 ,不

仅是资源上的浪费 ,也是不切合实际的片面观念。

从城市经济辐射范围考虑 ,两市经济场范围已处

于交叉状态 ,但是两市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深刻影

响 ,经济发展禁锢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 ,形成相对孤立

的经济空间格局。两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局限于流通领

域 ,缺少生产领域的内在协作。参与政府经济合作 、企

业间经济合作 、企业间经济技术协作的高层次有机联

系要远远低于购物 、医疗 、探亲访友 、观光旅游等低层

次机械联系 ,两市社会经济联系层次低 ,协作分工程度

也不高 ,基本上停留在显著的分割阶段[ 13] 。

因此 ,在经济转型期 ,长吉两市之间有整合发展的

巨大空间。长吉整合发展将使城市整体获取聚集与规

模经济;同时 ,各城市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提高经济

效率 ,形成竞争与互补彼此转化的动态效应;长吉两市

社会经济文化实力的交叉融合也将增强其区域竞争

力 ,避免了单一城市经济总量不足 、“小马拉大车”的弊

端 ,在吉林省中部形成稳定的经济重心 ,产生极大的极

化扩散效应 ,带动吉林省中部城市群的发展。长吉两

市双核型城市整合发展是吉林省经济起飞的关键。

2　长春 —吉林城市整合发展的经济与社
会基础

2.1　经济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长吉两市间的时空距离因一

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明显缩短 ,但其经济距离却不

但没有拉近反而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迹象。从总体上

看 ,吉林市的发展速度已逐渐滞后 ,两市的经济总量差

距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加大。而且在产业结构

上缺少协作(见表 2 、图 1)。

表2　长吉两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对比(1999年)
Tab.2　The contrast of economic to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etween Chang and Ji

省市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地区 市区

一产占GDP的比重/ %

地区 市区

二产占GDP 的比重/ %

地区 市区

三产占GDP的比重/ %

地区 市区

人均 GDP/元

地区 市区

长春 7 , 070 ,473 4 , 811, 277 21.11 4.79 41.50 50.65 37.39 44.56 10, 261 29 , 261
吉林 3 , 520 ,901 1 , 698, 716 18.07 5.03 39.71 47.37 42.22 47.60 8 ,154 16 , 098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4] 。

图 1　1990—1998 年长吉两市占 GDP对比(元/人)
Fig.1　The contrast of GDP between Changchun and Jilin

　　根据 1992 、1999长吉两市的统计资料计算区位商: 1999年 ,长春市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区)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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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为 2.11 远高于吉林市的 0.28;吉林市的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区位商为 3.93 远高于长春市的

0.06。受条块分割的严重制约 ,两市的主导产业长期缺

乏交流与合作 ,长春一汽集团在吉林仅有轻型汽车制

造 、零部件生产两家分支企业 ,吉化集团的中下游产品

对长春市化工业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两市在这两大

主导产业方面具有极大的整合空间。

图 2　长春市优势产业比例图(%)
Fig.2　The proportion of dominant industries in Changchun

图 3　吉林市优势产业比例图(%)
Fig.3　The proportion of dominant industries in Jilin

从图 2 、图 3 所示各产业所占比例看 ,长春市虽已

确立了汽车工业 、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三大主

导产业 ,但除汽车工业具产业优势外 ,其他主导工业还

只是潜在优势 ,汽车行业所占比重高达 46.9%,而农产

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只

有 16.3%和 8%;吉林市也基本上以化学工业“一枝独

秀” ,化学工业比重达 54.6%,其他行业比重超过 10%

的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两市都没有形成主导产

业群体 ,并且长期以来大型企业犹如“孤岛”游离于地

方经济之外 ,“二元结构”明显 ,导致长吉两市虽已进入

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在生产和城市职能上的扩散极其

缓慢 ,主导产业抗波动能力和带动能力不强。

长春市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方面具有一

定优势 ,尤其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能力居东北各城

市之首。然而 ,由于智力资源结构不够合理(1999年长春

市拥有总科技人员数 215 , 428人 ,其中 ,教学人员 46 , 866

人 ,占总数的 21.75%,基础科研人员7 ,065人 ,占总数的

3.2%,技术人 员 86 , 964 人 , 占 40.3%, 其余 人员占

34.59%[ 8]),强大的科研力量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技术

创新能力不足。

就具体企业而言 ,长吉两市并不缺少大中小企业群

体。长春市一汽集团已发展成为目前国内汽车生产品种

最全 、规模最大的汽车企业集团。长春市 1998年通过各

种方式改革的国有企业达 624户 ,其中 , 74户企业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56户企业实行了股份合作

制 ,50户企业被兼并 ,18户企业破产 ,共盘活资产存量 21.

68亿元 ,吸纳增量 8.62亿元。组建了长春医药、大成玉

米 、汽车配件等企业集团;通过改组、联合等形式进一步放

开放活小企业。吉林市吉化集团是以煤和石油为原料 ,以

染料、化肥 、电石 、炼油、有机合成为主体的综合性石油化

工联合集团企业。吉林市 1998年有 15户市属重点企业及

16户历年破产企业实现资产重组 , 5.8亿元[ 8, 9] 。但问题

是长吉两市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企业规模结构分散

化 ,仍然缺乏一批像春兰集团、青岛海尔集团这样的规模

大 、实力强 、具有较强拉动作用的大企业集团。在全国 102

家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集团中 ,长春市只有 2家;在全国

100户重点企业中 ,长春市也只占 3 户。在企业组织结构

中尚未形成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的、大中小企业之

间关联度大的企业系列结构 ,缺少一个骨干企业群体的支

撑。

2.2　社会发展差异

长春和吉林两市之间在社会发展的众多方面已经

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吉林市在教育发展 、医疗卫生 ,甚

至生活用电量 、公共交通 、住房面积的人均水平都远低

于长春 ,因此长春市对于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有较大

的吸引力(见表 3)。

表 3　长春吉林社会指标对比(1999)
Tab.3　The contrast of social indicators between Chang and Ji

省市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
比重/ %

人均教育
事业费支
出/元

每万人拥有
高等教育在
校学生数/人

每万人公
共图书馆
藏书/册

每万人拥
有医生数
/人

人均生活
用电量
/ kW·h

人均生活
用水量
/t

每万人拥
有公共汽
车/辆

人均居住
面积

/m2

人均邮电
业务总量
/元

长春 44.2 132 275 156 427 443.8 94.5 8.1 8.24 436

吉林 40.9 128 117 99 419 208.3 48.1 5.4 7.72 336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4] 。

2.3　城市空间结构

以长吉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吉林省城市体系发育目

前还处于不完善阶段 ,城市化平均水平尚不高 ,而且地域差

异显著。长吉以外的大多数城市规模与经济实力发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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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城市职能专门化程度不明显;城市体

系中特大、大、中 、小这四类城市的比重依次为 7%、0%、

39%、54%,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大 ,缺少 50—100万

人口的大城市(表4),城市规模体系不平衡 ,组织水平不高 ,

城市体系处于弱核牵引的状态未得到有效的改观;城市空

间布局的分散性强于集聚性 ,各城市仍处于分散、孤立发展

阶段 ,城市间联系多局限于行政层面 ,缺乏有机的经济扩散

效应和网络化的融合耦动。导致以长吉为核心的吉林省城

市体系与以辽中南为核心的辽宁城市体系和以哈大齐为核

心的黑龙江城市体系相比较 ,其发育程度也相对较弱。

表 4　吉林省城市规模等级(按各市非农业人口计算)
Tab.4　The grade of urban scale of Jilin province

人口规模 城市数量 所占比重/ % 　　　　　　　城　市　名　称

100万以上 2 7 长春 、吉林
50—100万 0 0 —

20—50万 11 39 舒兰 、四平 、公主岭 、辽源 、通化 、梅河口 、白山 、松原 、白城、延吉 、敦化
20万以下 15 54 九台 、榆树 、德惠 、桦甸 、蛟河 、磐石 、双辽 、临江 、洮南 、大安 、图们 、龙井 、珲春 、和龙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5] 。

　　1995年 ,长春市发生行政区划变动 ,双阳县成为长

春市的一个区 ,长春地域向东南方向扩展;吉林市 1992

年取消郊区 , 2000年又外围的永吉县并入市区 ,这样不

仅使吉林市市区范围扩大 、人口增多 ,而且在地域上和

长春市更加接近。两市这种行政区划的变动 ,已经将

城市整合的节点打开 ,城市建设的热点由中心区向分

区和组团转移 ,交叉融合地域和镶嵌地域逐步拓宽并

加强了两市间生产要素的流动 ,推动了两市的磨合过

程。因此从空间意义上讲已不能将两市视为分散的

点 ,而应作为一个面状和带状的整体来看。

3　长春 —吉林城市整合发展的“结节点”

市场经济竞争本身蕴含着城市整合的可能性 ,但

要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还需从影响整合的动力因素

包括制度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 ,城市群体的整合

应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观念 ,要求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体

现公平性和协调性 ,形成和完善互补式的市际关系 ,具

体的通过制度创新 、政府协作 、市场统一 、产业衔接 、基

础设施共建等切入点重构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城市

群体联系网络。

3.1　建立整合发展的协作机构

整合发展的协作机构的建立可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和行政机构的改革相结合 ,改进和改革现有城市行政

管理的模式 ,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协调两市之间的关系。

其基本职能是组织长吉经济圈的整体规划 ,进行跨部

门的规划协调 ,如经济总体规划 、产业布局规划 、交通

规划 、城镇规划 、土地规划、环境规划等 ,并且采取有效

措施引导 、规范各关联企业的全方位协作;协作机构还

可以引导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使投资主体和投资向

多元化发展 ,通过提供投资咨询实现城市整体利益的

优先发展。

图 4　大城市整合的动力因素及作用结点示意图
Fig.4　The diagram of power factors and nodes of urban integration

3.2　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

长吉两市均位于松花江沿岸 ,环境污染产生的后

果会通过水体的扩散同时影响到两市。而“引松入长”

工程的建成使长春市的饮水质量和松花江的污染问题

更加密切相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 ,两市都应大力控

制污染源 ,建立完善的互相衔接的环境管理体系 ,加强

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和联合治理 ,在全区域推广清洁生

产 、清洁工艺。另外两市现有机场均难以满足高层次

对外联系的需求 ,目前正在建设的长吉国际机场将是

两市提高交通通达性和交通网络层次的有力措施。因

为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共享的 ,两市应进行

统筹规划 ,处理好利益冲突 ,同心协力 ,共同建设。

3.3　产业互动

长吉两市应以各自主导产业和优势企业在品牌 、

技术 、市场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为依托 ,抓住现代

企业制度建立的契机 ,盘活存量资本 ,实现产业的低成

本扩张 ,形成一批规模大 、效益好 、抗风险能力强 、产品

档次和产品质量高的垂直式或水平式企业集团 ,集中

群体力量实现优势互补。

吉林省目前正致力于建设若干大型企业集团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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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跨越式发展 ,长吉两市在这方面具备条件和基础 ,并

且这也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目标一致。组建企业

集团 ,长春市首选的合作区域就应是吉林市 ,因为吉林

市不仅距离近 ,而且具有良好的产业技术基础。两市

可在化工 、汽车 、电力三大行业上优先发展大企业集

团 ,加快开发乙烯深加工 、汽车零部件地方配套和电力

工业辅助产品;对于目前处于上升期的化纤 、医药等行

业 ,两市更应联手发展 ,扩大企业规模 ,占领市场。而

在食品 、饮料 、纺织 、机械等传统及竞争性行业中的联

合和资产重组不仅能解决亏损企业占压资金的问题 ,

而且可使有产品有市场的企业正常运转和扩大再生

产。

旅游业是一项开放性 、关联性极高的新兴产业 ,对

长吉两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带动作用很大。而旅

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大旅游 、大产业 、大

联合”的发展战略 ,突破行政界限 ,以客观的旅游区域

为单位统筹规划和开发。吉林市以真山真水的自然景

观作为旅游资源 ,雾凇冰雪节已被国家旅游局精选为

全国 48个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和全国 6条专项旅游线路

之一;而长春市的殖民遗迹 、影视文化 、汽车文化等人

文旅游资源也独具特色 ,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性。

4　长春 —吉林城市整合发展的区域效应

4.1　对省域经济的影响

区域要取得较快的发展 ,需要一个在区域经济中

具有凝聚力与辐射力的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体作为龙

头。而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要依赖于其所在区域的发

展。因此只有整合发展而不是各自为政 、恶性竞争才

能使中心城市极化和扩散功能加强 ,形成城市和区域

的“双赢” 。 ①长吉两市的发展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是一个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过程。长吉整合不

能脱离其周边地区的协调 ,同时长吉整合又可激发省

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主导型产业群体的确立会强化

关联效应;核心地域的建立可通过扩散效应促进周边

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②长吉整合发展将增大其

辐射能力 ,推动全省的城市化的深层次发展包括城乡

一体化进程 ,郊区与远郊区工业镇的城市化不断扩大 ,

城市 、重镇和工业开发区联系密切 ,组合成有机的城镇

群体。③以长春吉林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综合体将成为

吉林省人口 、产业 、城镇密集区 ,两大城市拥有的强大

经济实力在吉林省经济发展中将具有极强的集聚力和

辐射力 ,而吉林省城市体系已形成一定的经济和城市

发展基础 ,具备就近充分吸纳长吉所辐射与扩散经济

能量的基础 ,能够迅速优化城市经济结构 、提高城市经

济实力。 ④城市间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会缩

小 ,吉林省的城市化水平将会提高 ,形成较强的整体经

济实力。

4.2　对东北区城市体系建设的影响

长吉城市带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几何中心 ,是东

北区城市体系纵向轴(大连—哈尔滨)与横向轴(图们

—吉林—长春—白城—阿尔山)的交汇点。长吉整合

可形成一个超大的城市经济综合体 ,就有能力成为东

北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其经济实力与沈阳 、大

连 、哈尔滨相应 ,共同承担东北亚经济圈工业中心的职

能。其发展潜力和优势表现在:①大中型企业集中 ,工

业实力雄厚 ,产业密集 ,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基

地 ,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优化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②综合科技实力突出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潜力极

大;③可以在东北区中部形成一个巨大的跨区市场 ,辐

射整个东北区。

长春—吉林城市整合产生的整合力将不仅带动吉

林省经济和城市化水平的发展 ,而且推动东北地区跨

省区 、高层次 、开放型 、相对完善的城市体系的形成和

深化 ,有利于整个东北区哈大齐—长吉—辽中—辽南

经济隆起带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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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1 ,242人 ,1 ,400亩地 ,由于村庄经济薄弱 ,丰富的海岸带资

源无力开发 ,工业项目没钱干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处安

排 ,生活水平较低 ,居住简陋。自被渔业公司兼并以来 ,由于

优势互补 ,目前已有 300多户村民迁入了 2层以上新居 ,农

民收入8 ,000多元 ,是兼并前的3倍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

在企业得到了安置。而渔业公司又充分利用这些村庄的土

地、海洋、劳动力等资源 ,先后投资3 ,000多万元兴建了大型

养猪场、养鸡场、养鱼场、果园、蔬菜大棚等工副业项目 ,土地

的产出较兼并前增长 1倍多 ,实现了集中建设 ,共同发展 ,也

使农村达到了共同富裕。

小城镇以其较好的投资环境 ,居住环境等吸引企业 ,

资金 ,人力等不断向小城镇集中 ,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发

展 ,而且也节约了土地资源。如二类镇的石岛镇从 1992

年至 1998年间 ,全镇共拆除旧房 1 ,900户 ,拆迁面积 9 万

m
2 ,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商贸小区 4处 ,工业小区 3处 ,居

民小区 15处 ,共建综合居民楼 80幢 ,总建筑面积32万m2 ,

总投资近 2亿元 ,仅占土地 200亩 ,其中 ,耕地仅占 17亩 ,

非耕地183亩 ,共安置居民 2 , 800户 ,共节约土地 360 亩。

随着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和新区建设的启动 ,有力地带动

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改行务工

经商 ,仅城控区的经商户就由过去的100多户发展到近 2 ,

000家 ,大批农民大军进城促进了城乡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成功走出了“节约耕地 、加快发展 ,走旧村改造 ,统一建居

民楼”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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