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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北京>>

城区“四合二” 整合核心区资源

对于北京市政府调整首都功能核心
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国务院近日做出批
复，同意撤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设立
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北京市西城区、
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杜
立群介绍，崇文区和宣武区是北京18个
行政区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两个，
发展空间受到局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滞后于核心区北部。此番区划调整，既
可以共享行政资源，使城市管理更加灵
活，也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北京城北、
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发挥北京
作为首都的核心功能。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对北京最大的

影响是发展空间。北京四个城区发展一
直不平衡，东西城发展比较快，宣武崇
文发展较慢，崇文宣武有空间没有钱，
而东西城是有钱但没有发展空间。”焦
洪昌教授分析称，四区合并能够缓解北
京发展空间不均衡的问题，使南北发展
保持平衡。同时，将会大大提高行政效
率，减少管理重复等问题，防止在小范
围内互相争项目。

焦洪昌教授说，从行政区划合并来
说，此次调整是实现“大北京战略”的一
个方面，前几年北京忙于奥运会、国庆
60周年庆典等，在经济发展上如果再没
有大的举措战略，就可能落后于上海、
天津等城市。

天津>>

撤三区并为滨海新区 机构精简高效

2009 年11月，天津官方宣布，国务
院正式批复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
案，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
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塘沽
区、汉沽区、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
新区的行政区域。201 0 年1 月11 日，天
津滨海新区政府机构正式揭牌。

调整后的天津滨海新区，规划面积
22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00万，包括
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和先进制造
业产业区、临空产业区、滨海高新区、临
港工业区、南港工业区、海港物流区、滨
海旅游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心商务

区九个功能区。城区管理机构主要行使
社会管理职能，功能区管理机构主要行
使经济发展职能。
“塘沽、汉沽、大港三区辐射地域面

积2000 多平方公里，全境常住人口147
万，此次调整力度之大为国内沿海区域
所罕见。”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调整后的滨海新区因其行政架
构统一、分工明确、精简高效的特点，而
被寄予了更多期待。

综合《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经
济观察报》等

今年6月18 日，适逢重庆直辖市成
立1 3 周年，中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新
区——— 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

根据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两江新区
将是政策最优的新区，其政策不仅是西
部大开发政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
策、国务院3号文件政策的叠加，同时国
务院明确指出，重庆两江新区政策将比
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

专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正从主要依
靠外需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外并举，
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前景广阔，正是中西部
地区的大市场催生了重庆“两江新区”。

重庆市长黄奇帆说，两江新区将在
住房制度、户籍制度、对外开放模式等方
面率先进行改革，不仅对西部，甚至对全
国都会具有示范意义。

重庆>>

西部大市场催生内陆唯一国家级新区

上海>>

南汇并入浦东新区 新浦东“二次创业”

2009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南汇
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新浦东面积1210
平方公里，占全市五分之一左右，常住人口
412 万，经济总量占全市四分之一以上。

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并不
仅仅是面积、人口、生产总值上的扩大，
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国家战略和整
体功能的显著提升。

1990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 年间，浦东发生

了翻天覆地变化，成为世界瞩目的“东
方明珠”，被誉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
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如今，“二次创业”的浦东，围绕建
设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
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战略定位，计划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到 2020 年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之际，地区生产总值占上海市比
重超过三分之一，真正成为联系国内外
经济的重要枢纽。

深圳>>

特区范围扩至全市 解决“一市两法”

就在北京公布区划调整的第二天，
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扩容，范围从原来的
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扩大到全
市，将宝安、龙岗纳入特区范围，特区发
展空间大为拓展，这也意味着深圳进入
了“大特区”的时代。

从2010年7月1日开始，101项特区
法规开始在全市适用。这标志着长期以
来困扰特区内外执法的“一市两法”问
题得到彻底解决。

199 2 年7 月1 日，深圳市得到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拥有了“特区立法

权”；200 0 年7 月1 日，《立法法》正式实
施，赋予深圳市“较大市立法权”。由于
特区立法只在327 . 5平方公里的关内实
行，而关外的宝安、龙岗等区实施的则
是通行全省的法律法规，造成了特区内
外法规适用的不统一。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表示，特
区扩容从根本上解决了深圳在特区功
能和城市空间相分隔情况下的二元化
状况，将为深圳的发展腾挪出更大的空
间，为解决土地、资源、能源、人口的难
以为继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

厦门>>

特区扩至全市 将建两岸金融中心

同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市，也将与深
圳一样，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解决长
期存在的“一市两法”问题。

今年 6 月 20 日，福建省委书记孙
春兰在海峡论坛大会上透露：“国务院
已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这
意味着，厦门经济特区将从岛内 130 多
平方公里延伸到岛内外 1500 多平方公
里，面积增加 10 倍多，并实现行政区
划、经济特区、台商投资区“三区合一”。

厦门市紧接着出台户籍新政，将
从今年 8 月起对厦门市现有户籍政策
进行调整，实行暂住人口落户厦门等
一系列新政策。媒体分析称，在此背
景下出台落户新政，将有利于厦门岛
外吸引和引进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推
动厦门市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和统筹城
乡发展。有利于厦门在建设两岸金融
服务中心和更大空间、更高的平台上
发挥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的作用。

北京市日前宣布了涉及最核心城区的区划调整方案：位于北京市中

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四个区将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

心区——— 东城区和西城区。故宫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以及中南海所在的

北京市西城区同时向南扩充版图，这一调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近一年来，已有数个城市陆续进行了大手笔改革调整行政区划，包括

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此外，除上述直辖市、经济特区、省

会城市，部分大中城市也着手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或正酝酿调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很多行政区划的

调整都是跟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要突破传统行政区划

的界限，必然要引起行政区划的变化。

“最近的调整非常大，有可能在中国形成一个趋势”，焦洪昌教授分析

指出，“或将形成某种示范效应。”

沈阳>>

三区合建大浑南 振兴老工业基地

今年2月末，沈阳宣布对行政区划
进行局部调整，其中最具全局性和战略
性的是：将东陵区、浑南新区、航高基地
合署办公，形成建设大浑南的新格局。
同时和平、沈河、大东、皇姑等中心城区
发展空间有了新的拓展。

沈阳市委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沈阳市委党校教授刘工力说，在
行政区划局部调整前，沈阳市中心城区
的一些行政区域发展已经遇到了土地
资源有限的瓶颈，随着社会的发展，对

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是必要的。
沈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行政

区划的局部调整，解决了沈阳多年来一
直试图解决的各区发展能量释放无空
间的问题，而一个行政区重新划定后，
对该地区将带来非常强大的拉动作用，
地处沈抚、沈本、沈辽鞍三条城际连接
带上的大浑南，将迎来“十二运”千载难
逢的机遇，此次三区合署办公，大浑南
发展目标定位宏远，总体布局更加科学
合理。

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