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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
评判城市能级的标准之一，而常住人
口“千万级”则是一个重要的门槛。

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公布，长三角地区有 5 座城市
——温州、宁波、合肥、南京、徐州人
口超过900万，正式加入冲击千万人
口城市的后备军。从各地近日公布
的最新人口数据来看，其中不少已
经站在了那道门槛上。

那么，谁将会在这场角逐中拔
得头筹？

差距缩小 温甬仅剩一步之遥

在2月22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
的2022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数据公报
中，温州和宁波的常住人口数均突
破960万，分列浙江省第二、三位。

去年，两市在促进人口发展上
都推出重招。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温州市人口发展中长
期规划》，对冲击千万人口做了规划
——到 2025 年，温州市常住人口将
力争达到1000万；2030年，“千万级
常住人口城市”地位更加巩固，中心
城区首位度显著提升；2035 年，“千
万级常住人口城市”优势更加凸显。

规划从人才引进、生育支持政
策、健全人口管理服务、优化“零门
槛”落户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指导。
从温州近期的动作来看，人口相关
政策在一步步落到实处，如温州卫
健委本月就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公
开征求意见，计划补贴一至三孩家
庭一千至三千元，这都体现了温州
冲击千万人口城市的决心。

而宁波在去年发布了《宁波市
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旨在降低落
户门槛，吸引人口涌入。如取消原

先缴纳社保的要求，实行“70年产权
房即可落户”，以及扩大了人才家属
落户范围。

在杭州大规模吸引人才的情况
下，宁波凭借制造业优势和人才优
待政策，顶住了来自省会城市的“虹
吸”，不断拉近与温州之间的常住人
口差距（从 2021 年末的 10.1 万人到
2022年末的6.1万人）。目前两个城
市距离千万人口城市都只差“一步
之遥”，谁会先撞线还留有悬念。

省会优势尽显 合肥不容小觑

长三角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种子
选手”是合肥。据合肥市统计局最新
发布的消息，2022年，合肥市常住人
口达 963.4 万，较上年净增 16.9 万。
这一增量不仅远超前一年的9.5万，
甚至比安徽全省的14万增量还多。

合肥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
来自其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从早
期投资显示面板产业，到后来的半
导体、新能源汽车产业，合肥近十年
落地多个大型项目，铺排高端制造
业，以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产业集群
发展，并且成功在2020年迈入GDP

“万亿俱乐部”。
高端制造业以及由此产生的服

务业创造了大量的人口需求和岗
位。配合落户、创业等人口优待政
策，借着省会城市的优势，合肥吸引
周边人口聚集，将一部分原来会选
择上海、江苏、浙江等邻近发达地区
的在外务工人口引导回合肥发展。

《2022 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状况报告》显示，2022年全省
普通高校有 74.2%的毕业生在省内
就业，其中合肥吸纳了近一半的省
内就业毕业生。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十年间，
合肥增长了 191 万人，且在 2021 年
和 2022 年增势强劲。以其发展速
度，很有可能会在近几年实现千万
目标。

招引人才 南京聚焦人口红利

再看江苏的两座人口 900 万级
城市——南京、徐州。

徐州连续两年常住人口负增
长，2022 年末常住人口为 901.85 万
人。且不提冲击千万人口城市，连
保住900万级也显得有些危险。

再看南京，2022 年虽然保持住
了常住人口的正增长，且有 6.77 万
的增量，但对比上海、杭州，其体量
还是稍有逊色。

苏州、无锡等城市在江苏省内
非常有竞争力，尤其是苏州，十年间
常住人口增长229万，是江苏省内唯
一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在省内群
雄争霸的局面下，省会城市南京的
虹吸效应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也
为南京吸引人口资源带来了难度。

尽管如此，南京却在用较少的
人创造较高的 GDP。2022 年，南京
市GDP达16907亿元，超过合肥、温
州和宁波。

相对于数量型人口红利，以科
教、科研优势见长的南京更看中质
量型人口红利，通过出台人才新
政，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涌入创新产
业。从今年1月发布的《南京市人
才安居办法》，到2月举办的“千名
博士全球招引活动”，南京的“抢
人”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这座城市
打开了局面，留出了冲刺千万人口
城市的空间。

来源：浙江日报

长三角下一个千万人口城市是谁

3月 1日，旅客在Y701次红
色旅游列车旁拍照。

当日，上海至嘉兴“南湖·
1921”红色旅游列车恢复开行。
据了解，Y701/Y702次红色旅游
列车朝发夕返，每日在铁路上海
西站至铁路嘉兴站间往返运行一
次，串联起上海和嘉兴两地红色
旅游资源。 新华社 发

上海至嘉兴

红色旅游列车恢复开行

位于浙江省海盐县南北湖风景
区的海盐县生物多样性体验馆近日
迎来第一批客人。这是一个集教育、
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普馆，充分展
现了海盐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色。

海盐县生物多样性体验馆以
“爱予自然，梦享自由”为设计主

题，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深度还
原生态场景，并辅以耳、目、触、
感的多维度体验，让观者在展馆中
便可做到与自然的零距离交互，在体
验中学习知识，在互动中引发思考。

体验馆占地 300 多平方米，共
分为4个篇章。“唤醒篇”利用多媒

体交互、标本展示等技术，复刻南
北湖一年四季的景色。“科普篇”
则主要展示全球及中国野生动物的
现状，通过沉浸式光影互动走廊，
打造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展现南
北湖生态体系及地域和环境优势。

“生态篇”则重点介绍海盐县鸟类
生存状况，通过设计精巧互动环
节，让参观者从听觉、触觉等多方
面了解各种动物的特点。

来源：浙江在线

浙江零距离交互体验生物多样性

上 海 市 政 府 发 布 《推 进
“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区建设方案》，到今年年底“大
零号湾”将聚集超600家高新技
术企业、70 家以上亿元估值的
企业。

“大零号湾”是本市重点聚
焦、靶向发力的高水平科创集
聚 区 。 上 海 市 副 市 长 刘 多 介
绍，“大零号湾”将提升原始创
新能力、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
发展能级。计划到今年年底，
高层次人才和高能级科技企业
加速集聚，基本形成高质量产
业集群和高品质创新生态；至
2025 年基本建成，高新技术企
业达 1000 家以上，区域产值规
模达千亿元级，形成一批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原创性成
果，突破一批面向未来产业重
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
一批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创
业人才；到 2035 年，原始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战略科技力量
逐步夯实，产出一批具备全球
前瞻性、引领性原创成果，形
成 万 亿 市 值 的 高 技 术 企 业 集
群，全面建成创新能力突出、
科 技 力 量 雄 厚 、 原 创 成 果 丰
富、成功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科
技创新策源高地。

未来，“大零号湾”将形成
“CTO”三大功能区——以上海
交大、华东师大为核心，依托
高密度的创新资源和高水平的
创新能力，为技术创新和产业
创新提供源头支撑的核心策源
区 （Core）；以沧源路、剑川路
为主轴，承接高校院所成果转
化 项 目 落 地 以 及 师 生 “ 硬 科
技 ” 创 业 的 成 果 转 化 区
（Transform）；以及包括紫竹、
江川滨江等区域，重点承接成
长壮大的企业溢出和加速服务
的开放创新区 （Opening）。目
前，“大零号湾”已建成投用高
能级科创载体 18 个，入驻硬科
技企业3000余家。

《方案》通过22条政策举措
落实创新策源功能强基、科技成
果转化加速、前沿新兴产业引
领、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和科创载
体能级提升五大行动。从“零号
湾”到“大零号湾”将不仅是物
理空间的扩大，更重要是完成从

“创新平台”向“创新生态系
统”转变。 来源：新民晚报

推进“大零号湾”

建设《方案》发布

上海22项举措
落实五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