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豫“双圈”互动 济郑双城“抱团”
两大“重要的中心城市”持续发力，共同做好“黄河文章”

王杰 管悦 济南报道

济郑互动
双城联系更紧密

近年来，济南与郑州的互动
并不少。

根据公开信息，从2017年至
今，济南市党政考察团先后三次到
郑州“取经”，意在生态保护联防联
控、产业发展协作联动、科技资源
互通共享、推动对外开放合作共赢
等领域共商合作。

其中最近的一次考察是在
2024年11月20日，济南市党政代表
团赴郑州学习考察。双方签署的

《济南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
府全面深化合作备忘录》中明确提
出推动济郑都市圈“双圈”互动。

“近年来，济郑互动越来越频
繁。”在济南市社科院研究院王新
军看来，济南、郑州这两个北方经
济大省的省会城市正在开启深度

“抱团”式发展，“这是以前所从未
有过的”。

“从空间上看，两地距离超过
400公里。在去年济郑高铁开通前，
两座城市之间并无高铁直通。”王
新军认为，真正推动两城加速“联
手”的原因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正
式提出，沿黄各省区协同发展迎来
重大机遇。此后几年间，山东、河南
就开始了“大手笔”合作。双方在生
态、交通、科创等领域签订了一系
列的合作协议，这无疑也为济郑

“抱团”合作提供了众多机遇。
2023年12月，济郑高铁全线贯

通，两地时空距离从3 . 5小时缩短
至1 . 5小时，为济郑深度合作打下
了坚实基础。

此后，2024年4月，郑州发布

《郑州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公开“喊话”济南，提出要
强化与济南、青岛、洛阳联动，争创
以郑济青洛为核心的鲁豫国家区
域科创中心。

同年5月，郑州市二七区与济
南市历下区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协议。双方致力于推动两地政
务服务互通。

同年7月，日兰高铁全线开通
运营。两市之间高铁客运通道增至
4条，彼此联系更加紧密，两地全面
进入“同城时代”。

强强联合
双方区位优势都会提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理
发现：除济南、郑州密切“双圈”互
动之外，国内近期跨区域“结对”的
城市还有不少。

2024年11月22日，南京、合肥
签署《宁合“双城记”产业对接合作
协议》，两市工信部门将持续开展
产业融合对接活动。

同年11月25日，重庆、成都召
开了双核联动联建会议第三次会
议。会议提到，双方要常来常往，强
化战略协作、政策协同、平台对接、
利益共享，推动形成全方位协同、
全领域合作的良好局面。

此外，11月26日，南北两大计
划单列市深圳和青岛达成战略合
作，促进资源要素在两地合理流
动、优化配置。

“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是最好的
例证，他们在交通、产业、环境等
层面形成了良好的跨省域合作
格局。”王新军认为，如此有助于
整个区域形成双核或多核的空
间结构，更有利于促进都市圈之
间创新要素的流动。

而放眼全国，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已

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增长极。根据
公开数据，这些城市群以12%的土
地、聚集45 .7%的人口、创造56 .5%
的GDP。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近
十年来，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
交额累计超2200亿元，京津冀协同
发展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黄河流域尚没有形成上述层
级的城市群，随着济郑高铁贯通，
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加持下，鲁
豫联手打造一个能与长三角、珠三
角等城市群相当的济郑都市群，将
两大都市圈联系起来，共同做大做
强。”王新军说。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
究院院长董彦岭认为，济南、郑
州本就是交通枢纽，济郑高铁贯
通后，作为联通内陆城市与沿海
城市的桥梁，双方的区位优势将
进一步提升，两大都市圈合作空
间也越来越大。

取长补短
两大都市圈相互借力

济南市党政考察团最近一次
赴郑州学习考察期间，济南党政代
表团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国际陆港、中原医学科学
城、中原科技城等多个点位的“规
划建设”进行了着重考察。

参照两市2024年前三季度的经
济表现能看出，济南此行目标明确。

2024年前三季度，郑州GDP为
10702.7亿元，在万亿俱乐部中排名
第16位，增速5.5%。济南以9675.1亿
元GDP居第18位，增速5.4%。

从经济总量与增速上看，两
城相差不大，但工业方面却差距
明显。2024年前三季度，郑州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 . 0%，
居万亿城市前列。而济南这项数
据仅为5 . 2%。

具体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24
年前三季度，郑州汽车及装备制造

业同比增长24 .6%，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3.6%。

近年来，继富士康之后，上汽
集团、比亚迪相继入驻郑州，郑州
汽车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发展迅猛。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郑
州新能源汽车产量仅为6 . 98万
辆。到了2023年，郑州新能源汽
车31 . 6万辆，同比增长3 . 5倍。
2024年前11个月，郑州比亚迪汽
车产量达47万辆，带动全市汽车
突破100万辆大关。

济南也在布局新能源汽车产
业。起步区比亚迪项目可以说是济
南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弯道超车”
的重要一笔。2023年，济南比亚迪
新能源乘用车项目生产新能源车
超过24万辆，2024年产量预计突破
30万辆。

“从富士康‘回流’郑州、郑州
对新能源汽车的布局等可以看出，
郑州地区保持着对外沟通联系的
强度。”王新军认为，郑州在河南强
省会战略带动下，对新兴产业的重
视程度和投资力度都很大。

“济南从中可以学习到，如何
更好地进行强省会建设，如何在新
兴产业发展中得到大项目以及龙
头企业的参与。”王新军认为，两大
都市圈互动，有利于济南都市圈取
长补短，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本和外
来资本推动地方产业升级。

深化合作
双城未来可期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
2024年11月11日，国务院正式

批复《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国务院批复中，
济南市的城市性质是“山东省省
会、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

“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
这一定位，无疑是此次批复中最大
的亮点。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吴学军表示，“重要的
中心城市”的定位，更加明确了济
南未来的发力方向，“要承担起北
接京津冀、南连长三角、东连胶东
经济圈、西连中原城市群的重要枢
纽作用”。

而《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日前也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国
务院批复中明确了“郑州是河南省
省会、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

“这是对两座城市的重要肯
定。”董彦岭说，“两座城市性质从

‘中心城市’到‘重要的中心城市’，
更能显现出在全国大局里，济南、
郑州更重要了。”

“无论是从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的角度出发，还是立足于自身城市
发展，两大都市圈都应加强互动，
做大做强。”谈及未来两大都市圈
的合作重点，吴学军说，双方应持
续发力做好黄河这篇文章。

在济南·郑州全面深化合作推
进会议上，双方签署了《济南市人
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全面深
化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未来
将在生态保护联防联治、协同共治
守护黄河安澜、产业发展协作联动
等方面深化合作交流。

“除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外，以产业发展协作带动两地高
质量发展也是合作重点。”吴学
军说，“目前，双方最大的合作潜
力在产业层面。两大都市圈产业
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未来鲁豫合
作应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均衡共
享技术成果，把产业合作置于两
大都市圈合作的优先项，形成

‘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效应。”

济郑高铁和日兰高铁开通，为两大都市圈的深度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月8日，济郑高铁已全线开通运营的第13个月。作为鲁豫两省首条直连直通的高铁通道，将济南、郑州的时空距离大大拉近。如今，两
座城市正意欲进一步“抱团”。近期，济南市党政代表团赴郑州学习考察，双方签署全面深化合作备忘录，明确提出推推动济南都市圈与郑州
都市圈“双圈”互动。

两大都市圈，为何要“联手”互动？这一步，将会为鲁豫带来怎样的新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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