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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在各自所在的省

份，是“优异者”；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强圈

带群的“引领者”。

11年来，上述四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

主导力量不断增强，省会首位度不断提升，城

市辐射能力不断提升。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造全国重要增

长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

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随着国家重大战略的集聚和叠加，四个

省会城市不断扩大“朋友圈”。第五、六、七届

会商会召开之时，四个省会城市均邀请一个

省内地级市作为观察员城市参会。

此次召开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

十届会商会，黄石、岳阳、安庆、九江、黄冈、株

洲、铜陵、抚州、咸宁、湘潭、六安、宜春12个观

察员城市参加。

过去一年多里，四大都市圈加快建设

发展。

在武汉都市圈，科技同兴成效凸显。

2023年以来举办都市圈成果转化对接活动

87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天门、仙桃离岸

科创园（中心）相继投入运营；产业同链加速

发展，《武汉都市圈园区合作共建利益共享机

制指导意见》正式印发，武汉都市圈产业招商

地图、制造业产业链地图编制实施。

在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一体化更进一步。

茶长高速、浏江高速前期工作基本完成，长株

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载客运营，

融城干道新韶山南路正式通车；积极推动湖

南湘江新区湘阴片区融入长株潭都市圈发

展，湘江新区牵头编制“湘阴片区”规划，确立

片区生产、生活、生态及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目

标。

在合肥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发展规划》

获国家发改委正式函复，先后印发实施《合肥

都市圈城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合六经

济走廊2024年度重点项目及计划》等文件；

积极推进都市圈东向带动发展，稳步推进合

滁（定远）、合滁（全椒）合作园区前期工作。

在南昌都市圈，南昌分别与九江、宜春签

订《南昌市人民政府九江市人民政府深化昌

九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昌市人

民政府宜春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并推进南昌市各县区（开发区）与都市圈11个

县（市、区）开展结对合作，完善都市圈公共交

通服务体系。

以城强圈，以圈带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在加速成为中部地

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

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之际，

此届以“携手培育新质生产力，共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会商会，必将进一步推

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走向深入，推动中部

地区加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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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饮一江水，亲如一家人。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

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点区域。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大力
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
市群发展，加强都市圈之间协
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
区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
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

2013年2月，长江中游城市
群省会城市首届会商会召开，
武汉、长沙、合肥、南昌携手开
启合作之旅。

多年来，四市在合作机制、
协同创新、民生融通、强圈带
群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既
助推四市共赢，更不断扩大
“朋友圈”。

2024年7月28日至29日，长
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十届
会商会召开，四市聚焦“携手培
育新质生产力，共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主题，立足新起
点，为这段合作之旅开拓新内
容、激发新活力。

山水相依，紧密合作共促
中部地区崛起；十度聚首，携手
并进共谋美好未来发展。

一江碧水浩荡东流，蜿蜒奔流的长

江，如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联结起锦绣

中华。

这轴线之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山水相

连、人文相亲、市场相通，共同汇聚成重要

的“腰部力量”。

2013年2月，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

城市首届会商会在武汉召开。武汉、长

沙、合肥、南昌共同签署《武汉共识》。自

此，会商会在非特殊情况下，坚持每年

举办一届，由武汉、长沙、合肥、南昌“轮

流做东”。

首次牵手，四市的目标视野便极为广

阔，重点开展和推进合作的领域包括：共

同谋划区域发展战略；推动自主创新、转

型发展合作；推进工业分工合作；推进内

需发展和区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文化旅游强区；建设公共服务共享

区；共建共享社会保险平台。

四市建立相关部门对接机制、信息

互通和情况通报制度、咨询机制、民间

交流机制等，加强交流，落实合作。

《武汉共识》明确“平等协商，协调互

动；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市场主导，政府

推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合作原则，开

启区域合作。

《长沙宣言》约定积极放大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国家战略优势，共同建设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群，推动区域开放融

合、创新发展。

《合肥纲要》从完善市场一体化机制、

基础设施互联、建立环境保护联防联治机

制、深化产业合作等领域，提出一系列战

略举措。

《南昌行动》就“共同打通长江中游城

市群水、陆、空交通大通道，提高公共服务

一体化水平，提高产业集群配套率”等达

成共识。

一年年的相聚，一轮轮的合作，在长

江中游城市群日趋紧密的融合发展之中，

留下一步步的坚实脚印。

从《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

动计划（2017—2020年）》到《长江中游城

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 划（2023—

2025年）》，从《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

高质量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到《长江中游

城市群省会城市“一码通域”合作框架协

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签署，让更多领域

的合作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四

市不负时代使命奔腾向前。

2013年，四市经济总量为24213.34亿

元 ；2023年 ， 四 市 经 济 总 量 增 长 至

54230.28亿元。

科技创新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对

“含研量”高的武汉、长沙、合肥、南昌而

言，尤为如此。

在先后三次相聚长沙的会商会之中，

可明显看出：四市携手并行，协同创新是

重要内容。

目光回到10年前，长江中游城市群

省会城市第二届会商会在长沙召开，该届

会商会的主题便是“开放融合、创新发

展”，研究四省会城市加强开放合作、激活

创新资源、实现互惠共赢的有效举措，探

索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道路。

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

第六届会商会，四市再次齐聚长沙，签署

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共建科技服

务资源共享平台合作协议》《长江中游城

市群省会城市新区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均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

而今，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十

届会商会，以“携手培育新质生产力，共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论是“新

质生产力”还是“高质量发展”，这些关键

词意味着，城市群的协同科创将更进一

步、更深一层。

过去一年多里，城市群协同科创亮点

纷呈：“第二届长江科技创新要素大会”成

功举办，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

台共创云和鄂湘赣三省大学科技园联盟

启动；搭建高层会议平台，相互邀请参加

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

会、世界计算大会、世界VR产业大会，共

谋产业发展；联合打造长江中游工业互联

网平台，推进长江中游城市节点扩容；共

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四市围

绕奖补政策、试点企业扩容、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等方面交流经验做法，推动数字化

转型试点工作提质增效。

武汉市积极做好长江中游城市群（武

汉）国际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论坛筹备工

作，对接其他省会城市征集国际科技合作

与技术转移项目。

长沙面向武汉主要高校、科研院所，

主动邀请专家加入长沙市科技项目评审

（评估）专家库，审核专家信息666条。

合肥与长沙承接了数据标注基地建

设任务，将围绕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推

进数据标注和产业合作方面的协同。

南昌完善长江中游共享子平台建设，

根据四市的相关合作协议，持续更新“科

技信息服务共享子平台”数据信息。

从常态开展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到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等，四市的市场一

体化持续深入，更为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提

供着优质环境。

若问四市市民，这11年来，对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变化有何感受？交通互联与公共服务

共享，必是绕不开的答案。

晨跑橘子洲，午登黄鹤楼，夜访包公祠或

滕王阁。古时要数月才可完成之事，如今搭乘

高铁在一天内便可完成。

以长沙至武汉为例，今年6月15日起，武

广高铁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速度更快、

车次更多，最快的高铁旅行时长仅1小时12

分。从武汉到合肥、南昌，最快的高铁旅行时

长均在2小时内。

如今，沿江高铁合武段、昌九高铁、长赣

高铁建设加快推进；武阳高速、无岳高速建成

通车，通城至修水至铜鼓、南昌至南丰高速公

路开工建设，武穴至瑞昌过江通道前期工作、

咸宁至九江高速公路建设和昌樟高速二期枫

生段扩建工程有序推进。

“我的工作单位在武汉，想在长沙买房，

不知道能否使用武汉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今

年5月，市民李先生走进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

心咨询后，得到肯定的答复，最终成功完成贷

款手续。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从医疗、教

育、住房、文旅等诸多方面，推动公共资源共

建共享，惠及民生福祉。这也是历

届会商会持续发力之处。

看医疗资源共享，多方共同

深入推进城市群急救工作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院前医疗急救联盟成员已达

41个。

看教育领域交流，四市共同搭建长江中

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交流与合

作平台，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看住房公积金工作联动，城市群间住房

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和缴存信息核查机制均

实现常态化。今年上半年，长沙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办理长江中游城市群异地公积金贷款

55笔，贷款金额3414万元。

看文体旅融合，“畅游中国 幸福生活”武

汉长沙双城会———“栀香满长沙 有爱才幸福”

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英雄城市联盟———荷你

一起，快乐一夏2024长沙南昌双城会”宣传推

广活动，在线上线下玩转联动浪漫。共建的文

旅线路，更让游客一次畅享多地旖旎山水、古

今风采。

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的日趋便利，拉近

了各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公共服务资源的

共建共享，拉近了城市群人民的心理距离。

武 汉 是 中

国三大智力密

集 区 之 一 ，拥

有 高 校 92所、

科研机构91个，

国家重点实验

室34个，国家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个，国

家级创新平台149个。在校

大学生130余万人，每十个

人中就有一名在校大学生，

被称为“大学之城”。

以“光谷科学岛、东湖

科学城、光谷科技创新大走

廊、武汉都市圈”为主体的

武汉科创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全市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总量达1.45万家，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增至27家。

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

基地，武汉的光电子信息、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

命健康、高端装备、北斗等

优势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2023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新增612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突破300家。

以武汉为中心，以1000

公里为半径画圆，北京、上

海、台北、广州、重庆、成都

都在这个圆周的周边，可覆

盖全国10亿人口和90%的经

济总量。高铁4小时可达国

内80%主要城市，武汉港是

内陆最大物资集散中心，空

运方面形成了天河机场与

花湖机场航空客货运“双枢

纽”格局。

武汉水域辽阔、群山环

抱，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平

方米，绿化覆盖率43％，长

度76公里、面积830万平方

米的江滩公园为亚洲最大，

东湖绿道入选联合国改善

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

地处长江中下

游，濒临鄱阳湖西南

岸，南昌有“粤户闽

庭，吴头楚尾”之称，

是京港、沪昆高铁和

京九、浙赣铁路的交

会点。南昌国际陆港

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轨道

交通客流强度位居全国城市

前列。

近年来，南昌现代化产业

体系加快构建，航空产业涵盖

整机研制、发动机、零部件加

工、试验试飞等多个环节，国

产C919大飞机前机身、中后

机身均为“南昌制造”，C929

复材机身段生产项目落户南

昌；移动智能终端年产量超过

1亿台，连续举办6届世界VR

产业大会，电子信息、汽车及

装备两条产业链营收规模突

破2000亿元，绿色食品、现代

针纺、新型材料、机电装备制

造等传统产业向精细化、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科创方面，南昌高标准规

划建设未来科学城、南昌瑶湖

科学岛，南昌实验室建设加快

推进，首个国家制造业虚拟现

实创新中心成功落户。培育潜

在独角兽、瞪羚企业49家，建

立院士工作站13家、专家工作

站28家，获评全国首批国家知

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

四面碧树三面水，一城香

樟半城湖。南昌拥有“一江十

河串百湖”的发达水系网络，

各类湿地面积占比超20%，城

市绿化率超43%。

合 肥 创 新 特

色鲜明，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为全

国第二个获建，国

家实验室全国首

批首个挂牌，量子

信息、聚变能源、

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

加快打造。深空探测全国重点

实验室、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

进中心（合肥）落户运行，科大

硅谷、19.2平方公里的未来大

科学城加快建设，已有、在建

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人造

太阳、稳态磁场、热核聚变、悟

空探秘、墨子传信、墨子巡天、

九章计算、本源司南、讯飞星

火认知大模型等重大成果在

合肥诞生。

“芯屏汽合”成为产业地

标（“芯”即芯片产业，“屏”即

新型显示产业，“汽”即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合”即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

合发展），拥有新能源汽车、先

进光伏及新型储能、新型显

示、智能家电、高端装备、人工

智能等6个千亿产业链。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入

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智能语音入选国家

先进制造业集群。

八百里巢湖是合肥“最

好的名片”，100平方公里环

湖十大湿地全面建成，巢湖

水质稳定在Ⅳ类以上。全市

森林覆盖率28.4%、湿地率

10.3%。单位GDP能耗是全

国平均水平1/2；度电GDP是

全国平均水平1.7倍。

长沙是产业发达的制造强市，培育了

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7大千亿

产业集群，工程机械集群、新一代自主安全

计算系统集群成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5家以上“全球工

程机械50强”的城市。工业百亿企业达20

家，在长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01家，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87家，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

长沙是科教兴旺的创新高地，拥有国防科技大

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60所高等院校及近百万名

大学生。诞生了超级杂交稻、超级计算机、炭／炭复合

新材料等世界级科研成果。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扎

实推进，湘江科学城、“四大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

做优做强。

长沙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京广、沪昆、渝长

厦高铁交会、“米”字型高铁网加速成型，黄花机场通

达国内外170个航点，京港澳、沪昆、许广、武深等17条

高速公路成网，霞凝港区、铜官港区“双核驱动”。

长沙还是宜居宜业的山水洲城，岳麓山、湘江水、

橘子洲与长沙城勾勒出山水洲城的独特气质，网红打

卡地人潮交织，夜经济火爆“出圈”，成功入选全国首

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连续16年蝉联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

纵览“十度聚首”历程

2013年2月
首届会商会在武汉召开
达成《武汉共识》，武汉、长

沙、合肥、南昌四市合作开启，

并逐步建立完善“决策—协

调—执行”三级运行机制。

2014年2月
第二届会商会在长沙召开

四市发布《长沙宣言》，提

出共同探索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新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特大城市群。

2015年2月
第三届会商会在合肥召开

四市签署《合肥纲要》，明

确在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环境保护联防联治、产

业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共享等

方面深化合作。

2016年3月
第四届会商会在南昌召开

四市签署《南昌行动》，提

出争当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合

作的典范，努力提高四市之间

客流和物流通行效率、公共服

务一体化水平、产业集群发展

配套水平。

2017年4月
第五届会商会在武汉召开

四市签署《长江中游城市

群 省 会 城 市 合 作 行 动 计 划

（2017—2020年）》，明确共同开

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一

体化、产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

共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

开放合作“六大行动”，进一步

巩固前期合作成果，标志着长

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二轮

合作全面启动。

2018年9月
第六届会商会在长沙召开

武汉、长沙、合肥、南昌、黄

石、岳阳、安庆、九江八市签署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近期合

作重点事项》，合作事项从简单

的分类推进调整为推进与推广

相互结合。

2019年12月
第七届会商会在合肥召开

四市签署《长江中游城市

群省会城市高质量协同发展行

动方案》，四市与观察员城市签

署《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2020

年合作重点事项》《长江中游城

市群省会城市与观察员城市合

作重点事项》。

2020年12月
第八届会商会在南昌召开

四市与观察员城市签署《长

江中游城市群建设2021年合作

重点事项》《长江中游城市群省

会城市与观察员城市2021年合

作重点事项》，进一步拓展城市

合作广度与深度，探索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2023年2月
第九届会商会召开

四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

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

（2023－2025年）》《长江中游城

市群省会城市“一码通域”合作

框架协议》《长江中游城市群省

会城市法律服务异地协作框架

协议》等文件。四市还与观察员

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

群2023年重点合作事项》，推动

长江中游城市群从“合作行动”

到“协同发展”。

2024年7月28日至29日
第十届会商会在长沙召开

主题是“携手培育新质生

产力，共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会议将审议并签署《长江

中游城市群2024年重点合作事

项》《长江中游四省省会城市警

务合作框架协议》两个协议文

件，召开长江中游城市群芯片

产业合作交流会，在交通互通、

科技合作、产业发展、市场一体

化、生态环保、民生服务、警务

等方面深入合作，助力长江中

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

步伐。

四
城
简
介

民生融通
医教住行，拉近距离增进福祉

强圈带群
协调联动，辐射带动周边“群友”

协同科创
向“新”而行，平台资源汇智互联

相聚历程
十度聚首，融合发展日趋紧密

位于合肥的大科学装置聚变堆。

合肥市天鹅湖公园。

武汉一眼看六桥。
武汉黄鹤楼。 南昌滕王阁。

南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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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合
肥

长
沙

长沙岳麓书院。
长沙晚报记者 郭雨滴 摄

南昌市秋水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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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8569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1377.40万人
去年净增3.50万人

市域总面积
11445平方千米
建成区面积506.6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985.3万人
去年净增21.9万人

下辖3县6区
拥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
以及湾里管理局
面积7195平方千米
2023年末常住人口656.82万人总面积11819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1051万人
拥有湖南湘江新区
自贸区长沙片区
和6个国家级园区等战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