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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增长点、增长极、

增长带的概念和关系

（一）增长带、增长极、增

长点的概念

增长极一般特 指单个城市

或多个城市组成的都市圈、城市

群，能够支撑的区域经济规模也

不同，如城市群是国家增长极、

区域中心城市则是一省或邻近几

省的增长极。增长点是对推动区

域发展或经济指标提升的单一

要素的通俗表述，这种要素可以

是经济单元、产业门类、政策利

好、社会现象等。增长带首次出

现在 2017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此后在国家领导人讲话或政

策文件中出现，目前国内外学术

界无成形说法，理论几乎空白。

（二）增长带、增长极、增

长点之间的关系

从产业角度讲，增长点是某

一产业或行业，增长极是一组产

业或行业，增长带是诸多产业行

业组成的经济综合体。从地域

角度讲，增长点相对较小，有时

也称作区域增长极，具有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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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贯彻国家重大战略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促进新增长带增长极加快成长”的要

求，本文在介绍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概念，厘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应用 SWOT 分析理

论，对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优势、弱势、发展机遇及劣势进行分析，通过主次因

素的系统分析，得出甘肃在围绕文化、枢纽、信息、技术、生态和十大生态产业培育壮大增长点、增长

极、增长带的可行性分析，从而为甘肃省下一步加快培育壮大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构建以点带

极、以极串带的区域发展格局，推动全省经济更可持续增长、更高质量发展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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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培育新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可行性分析

局域、点状特点 ；而“带”“圈”

或“湾区”具空间整体、全域、

完整的特征。在省域范围内，如

把城市作为增长极，城市区域分

块可称作增长点，更多对应某一

产业或一组产业，更强调自身发

展 ；多个城市抱团联动发展，就

形成经济带、都市圈或湾区，更

多对应产业集群或产业综合体，

更强调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发

展。

二、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

“点极带”的 SWOT 分析

（一）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

“点极带”的机遇

近年来，国家深入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全方位多领

域开放合作，进一步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支持西部地区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

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

大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国家物流

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将甘肃省兰

州市确定为国家布局的陆港型物

流枢纽和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载

体城市，酒泉市确定为国家布局

的陆港型物流枢纽载体城市。

（二）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

“点极带”的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 新

常态，甘肃省一些传统的经济发

展模式、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

新的发展需求。同时国际经济格

局、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面临新一轮调整，为与新的区

域发展布局相适应，甘肃急需寻

求新的产业分工，促进经济长期

稳定增长，必须培育经济发展增

长点。

（三）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

“点极带”的优势

近年来，甘肃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作

为西北地区重要的交 通物流枢

纽，甘肃省承东启西、南拓北展

的大通道区位优势明显，特别是

兰渝铁路、宝兰客专等铁路建成

后，通道优势进一步凸显 ；明确

提出要培育发展十大生态产业，

设 立了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母子

基金，搭建起了一个“1+1+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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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框架体系，明确了构建生

态产业体系 ；科技实力较强，居

全国第 18 位，有 2000 多个研究

机构，许多成果达到国内和行业

领先水平，对培育新的增长点增

长极具备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

区域经济已经在增长极之间通过

产业紧密联系而自发形成了呈条

状的跨市州经济发展密集通道区

域。

（四）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

“点极带”的劣势

增长带的形成与区域整体发

展水平（地均 GDP）和地级城市

数量密切相关。甘肃省有 14 个

地级行政区划，现选择中西部省

区地级行政区划多于或等于甘肃

省的 7 个省区。

2021 年甘肃省地均 GDP241

亿元 / 万平方公里，仅高于新疆，

不足广西、贵州、四川的 23%，

为宁夏的 35.33%，云南的 45%，

培育“带”的条件相对欠缺。10

个省会城市中，甘肃省兰州市占

全 省 GDP 比 重（33.83%） 第 3，

但绝对量（3231.3 亿元）倒数第

2，只能说具备一定的辐射带动

能力。加之庆阳、酒泉和天水等

市GDP 规模较小，且地形狭长，

除酒泉、嘉峪关相距 20 公里，

以及白银、定西距兰州，金昌距

武威，甘南距临夏 100 公里以内

之外，其余任意两城市相距都在

150 公里以上。

三、甘肃省培育壮大增长

“点极带”的可行性

（一）甘肃省培育壮大新的

增长点可行性

1. 榆中生态 创 新城。 榆中

生态创新城位于兰州榆中盆地，

距兰州主城区 35 公里左右，区

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

态植被良好，资源环境承 载能

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

展空间充裕，具备良好的基础条

件和开发优势。榆中生态创新城

是吸引人口和产业集聚的最现实

选择，也是抽疏兰州市主城区人

口、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的需要，

可打造省会城市副中心，且可为

下一步兰州 1 小时都市圈向东扩

张创造条件。

2. 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

敦煌是中国的代表性景区，也是

甘肃省最能吸引国际游、国内游

的大景区，通过发挥敦煌旅游龙

头作用，辐射带动酒泉市发挥地

域特色、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

逐步实现全市文化旅游一体化发

展。

3. 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平庆

地区是国家规划建设的 14 个大

型煤炭基地之一，预测煤炭资源

量 1540 亿吨，占甘 肃省 96%，

探明资源量 359.8 亿吨，同时拥

有石油资源量 52.3 亿吨，石 灰

石、页岩气、天然气等资源预测

储量也非常可观。未来陇东能源

基地煤炭优质产能将进一步释

放，煤炭产能将达到 4888 万吨 /

年，可为打造陇东能源化工基地

提供有力保障。

4. 先 进制 造 产业。 甘 肃省

初步形成了以石化通用装备、新

能源装备、电工电器装备、高档

数控机床、农机装备为重点的产

业格局。在智能化发展方面，研

发了重离子治疗装备、轨道交通

装备、风力发电装备、太阳能光

伏装备、燃煤电厂煤干燥装备、

种子加工机械等一批特色优势装

备，打造了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

拳头产品，甘肃的装备制造业正

向着智能高端方向稳步迈进。

5. 军民融合产业。甘肃省已

形成了铀浓缩、铀纯化转化、后

处理、乏燃料处理和废料处置的

表  中西部部分省区地均 GDP 对比

数据来源 ：《2021 年省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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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核产业链条，是国家核技术

研发、核燃料生产、核废料处理

和核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如酒

泉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项目是

目前为止我国最大的军民融合项

目，建成后可产生千亿级的国内

生产总值，对促进和带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数据信息产业。甘肃省电

力丰富、气候干燥凉爽，是国内

适合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一、二类

地区，正着力建设甘肃省大数据

局和国家大数据节点中心，实施

了一批通信、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基础设施项目，大数据信

息产业与政府治理、社会管理、

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等正在深度

融合。

7. 清洁能源产业。按照我国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目标要

求，非化石能源占比要从 2020

年的 15% 提升到 2030 年的 25%

左右，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

洁能源满足。甘肃作为国家重要

的新能源基地，全年全省新能源

装机 5000 万千瓦，清洁能源发

电量占全省电源总装机比例接近

65%，形成了从设备生产到运行

维护的新能源全产业链。

（二）甘肃省打造“一核两

极”区域经济增长极可行性

1. 兰白都市圈核心增长极。

兰州市已具备西北区域性商贸物

流中心的雏形，在交通、物流、

信息、科 技等方面具 有比较优

势。白银市具有能源充裕、建设

用地广阔、农畜产品丰富等明显

优势，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任务迫在眉睫。从主要经济指标

看，兰白都市圈大多数指标都占

到全省的 40% 以上，起到了辐射

带动和引领作用。2021 年，兰白

两市的经济总量为 3802.3 亿元，

占全省 10243.3 亿元的 37.12% ；

国家级开发区 3 个，占全省国家

级开发区总数 7 个的 43%。从未

来发展趋势看，兰白都市圈建设

始终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的逐步落

实，兰白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实力

将不断提升，将成为全省及西部

地区最重要的核心增长极。

2. 酒嘉增长极。嘉峪关与酒

泉市中心城区相距 20 公里，承

担着打造甘肃向西开放桥头堡、

建设省域副中心的历史使命。酒

嘉两市在通道物流、风光新能

源、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现代

戈壁生态农业等产业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势。酒嘉作为兰新经

济带上介于兰州、乌鲁木齐之间

的区域增长中心，地理位置非常

重要，特别是随着酒额铁路、敦

格铁路的开通运营，酒嘉地区的

区位交通优势将进一步提升，有

望形成我国最西端的综合交通物

流枢纽中心。2021 年，酒泉市的

经济总量为 762.7 亿元，居全省

第三位， 人均 GDP 比 较 高， 分

居全省前两位 ；嘉峪关市和酒泉

市城镇化率分别高达 93.65%，

61.52%，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22 08REGION 区域



62

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潜力，具备

培育全省新的增长极的优势和条

件。

3. 平庆增长极。2020 年，平

庆地区常住人口为 406.6 万人，

占 16.3%，是除兰白地区以外人

口最 为 密 集 的 地 区。2021 年，

平庆两市的经济总量为 1439.24

亿 元， 占全 省的 14%， 高于 酒

嘉地区，其中庆阳市经济总量为

885.27 亿元，居全省第二位。平

庆地区是国家综合性能源基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关中平

原城市群重要部分和承接产业转

移的重点区域。

（三）培育形成三条新的增

长带的可行性

1. 黄河上游经济增长带。甘

肃省必须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加快构

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推动高质

量发展。近年来，已形成了以高

效节水农业、旱作农业、生态休

闲农业等主导的特色农业体系，

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等为主导的现代工

业体系，及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

方向的服务业体系，沿黄城镇体

系初步形成，成为全省最重要的

经济增长带。

2. 河西走廊经济增长带。河

西走廊经济增长带是连接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咽喉要道和我国向西

开放的战略大通道，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核心组成部

分，是我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有着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顺利实

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左右”

目标的重要保障。矿产资源十分

丰富，拥有金昌、张掖、酒泉等

数个资源工业基地，已形成较为

完善的矿产品采、选、冶炼、加

工和综合利用体系，具备资源就

地就近加工转化的条件和优势。

3. 陇 东 南经 济增 长 带。 陇

东南地区产业体系齐备、资源互

补性强，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合

作、抱团发展的基础和优势，是

甘肃省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建设的主力军，对接融入成渝经

济区，加入长江经济带具有独特

优势。随着兰渝铁路、十天高速

等重点交通干线的建成运营，天

水至陇南铁路建成后，能源通道

优势将进一步提升，对促进平庆

煤炭资源南下，有效填补川渝地

区煤炭能源缺口，促进川陇地区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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