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竞争力评价

——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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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提出，从城市竞争力角度出发，得出大湾区

城市发展的优势与短板，对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提高城市群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借助

SPSS.26 及 SPSS Modeler.18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构建经济发展、科技

创新、生活水平、社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五个维度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对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九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要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补足城市发

展短板，兼顾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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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将建

设为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研创新中心，同时也是内

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及“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撑。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要求城市群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

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大湾

区城市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行业的重要策源地；打造内地与“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需要更好地发挥港澳的优势产业、培育港澳的新兴产业、利用港

澳的科研力量并加强内地与港澳的制度融合。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构建，

促进区域合作与城市要素集聚，大湾区城市竞争力对城市竞合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间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在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

化、制度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具有的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分析城市竞

争力，有助于各城市“取长补短”，对提高城市间的合作水平、共同抵御外部风险

具有指导意义，为政府进行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参照。因此，基于 《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划分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和

评价标准，有利于了解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发展策略，进一步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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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经验丰富，宁越敏和唐礼智对城市竞争力的

内涵与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并对测度指标体系做了总结，为后续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2001）；俞海飞和肖明月采取了 6个一级指标比较了长三角地区 25 个

城市的竞争力 （2014）。近年来，一般的城市竞争力基于主成分和聚类分析进

行分析，如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南省综合竞争力评价（ 潘春彩,吴国玺,闫卫阳，

2012），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在辽宁省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中的应用（曲畅,

赵凯鸽，2019)。也有学者肖美丹、张梦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

广东省 2010-2019各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区域创新和生态环境三系统的综合指数

和时空演变规律（2021）。

同时，许多学者利用因子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对比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创新指

数，如潘捷,楚鹏飞,谢观霞,等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的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研究

（2015），也有杨永聪、申明浩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进行测度与比

较 （2017），又或是针对绿色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竞争力进行指数测度

（张峰，宋晓娜，董会忠，2019）；除因子分析外，也有学者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张鹏,李林欣,曾永泉，2021）。

大多数都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某一个发展方向进行的评价探究或者是水平测

度。

因此，本文结合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从

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活水平、社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五个维度对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九市进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分析研究。

三、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

各指标采用 202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 2020 年《广东统计年鉴》以及 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年各市的统计年鉴及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个城市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缺失值用该市该指标

2014 — 2019年 5年数据的均值替换，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

由于香港、澳门的统计口径与内地 9市不一致，因此本文暂未将香港、澳门两市

计入分析。

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竞争力进行分析，对测度城市

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进行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变动性等原

则，同时考虑数据的适当性和可得性原则，最终确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竞争力的

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地位要求，选取经济水平指标、基础设



施与环境指标、科技发展与创新指标、居民生活质量指标和对外开放指标，一共

选取了五个一级指标及二十个二级细分指标，见表 1。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单位

经济水平

人均 GDP 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居民生活

城市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人

每万人医生数 万人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万人

科研创新

R&D 经费内部支出 亿元

R&D 人员 人

每万人口专利授权量 万人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

量
万人

基础设施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城市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城市道路面积 万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万平方米

开放能力

外资直接投资项目 个数

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进口贸易额 亿美元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万美元

四、数据分析

（一）变量选取的检验

本文运用 SPSS.26 软件及 SPSS Modeler.18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适用于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的数据，一般认为，原始数据相关系

数均小于 0.3时，应用主成分分析后不能起到很好的降维作用，所得的各个主成

分浓缩原始变量信息的能力相差不大。本文所选择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矩阵大部

分相关变量系数均大于 0.3，说明原始数据相关性较强，适宜通过主成分分析进

行降维分析。

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表 2），KMO 检验统计量用于比较

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KMO 统计量取值在 0 和 1 之间，当

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 值接近 1。

KMO值越接近于 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



反之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原有变量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度

检验的统计量是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的行列式计算得出，当 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

量较大，且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小于用户心中的显著性水平，即原始变量之间存

在相关性，适宜进行主成份分析；反之，如果该统计量比较小，则不能拒绝零假

设，不宜于做因子分析。

通过 KMO及 Bartlett检验得出 KMO值为 0.786。根据测度标准可知 KMO 值

大于 0.5，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是 312.479；显著性概率为 0，说明数据

可以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86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12.479

自由度 19

（二）因子分析

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是密切联系的，主成分分析是因子分析的基础，它负

责解决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提取出主成分，主成分分析要求主成分必须包含

85%以上的原始信息量。通过主成分分析对 20 个变量进行提取，以下 20 个原始

指标的提取信息量都超过 90%（表 3），均可用于主成分分析。

表 3 公因子方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公因子方差

初始 提取

经济水平

人均 GDP 1.00 0.9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 0.98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1.00 0.97

地方财政收入 1.00 0.99

居民生活

城市常住人口 1.00 0.97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1.00 0.98

每万人医生数 1.00 0.99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1.00 0.97

科研创新

R&D 经费内部支出 1.00 0.98

R&D 人员 1.00 0.96

每万人口专利授权量 1.00 0.83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

量
1.00 0.99

基础设施
邮电业务总量 1.00 1.00

城市建成区面积 1.00 0.93



城市道路面积 1.00 0.9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0 0.95

开放能力

外资直接投资项目 1.00 0.97

出口贸易额 1.00 1.00

进口贸易额 1.00 0.97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00 0.98

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从表 4的总方差解释中可以看出，前 5 个因子

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96.666% ，集中了大部分信息，包括人均 GDP X1、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2、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 X3、地方财政收入 X4、城市常

住人口 X5，因此提取前 5 个因子作为评价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竞争力的

综合因子。

表 4 总方差解释

指标

总方差解释

总计

初始

特征

值方

差百

分比

累积% 总计

提取

载荷

平方

和方

差百

分比

累积% 总计

旋转

载荷

平方

和方

差百

分比

累积%

人均 GDP X1 12.73 63.64 63.64 12.73 63.64 63.64 7.98 39.90 39.90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X2
3.45 17.25 80.89 3.45 17.25 80.89 6.49 32.42 72.33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X3
1.81 9.04 89.93 1.81 9.04 89.93 3.06 15.30 87.63

地方财政收入

X4
0.83 4.14 94.08 0.83 4.14 94.08 1.25 6.26 93.89

城市常住人口

X5
0.52 2.59 96.67 0.52 2.59 96.67 0.56 2.78 96.67

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人数 X6
0.37 1.85 98.51 - - - - - -

每万人口医生数

X7
0.24 1.20 99.71 - - - - - -

每万人口大学生

数 X8
0.06 0.29

100.0

0
- - - - - -

R&D 经费内部支

出 X9

3.44E

-15

1.72E

-14

100.0

0
- - - - - -



R&D 人员 X10 1.81E

-15

9.06E

-15

100.0

0
- - - - - -

每万人口专利授

权量 X11

6.96E

-16

3.48E

-15

100.0

0
- - - - - -

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授权量 X12

4.86E

-16

2.43E

-15

100.0

0
- - - - - -

邮电业务总量

X13

3.71E

-16

1.86E

-15

100.0

0
- - - - - -

城市建成区面积

X14

1.90E

-16

9.48E

-16

100.0

0
- - - - - -

城市道路面积

X15

4.68E

-17

2.34E

-16

100.0

0
- - - - - -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X16

-9.29

E-17

-4.64

E-16

100.0

0
- - - - - -

外商直接投资合

同项目数 X17

-2.74

E-16

-1.36

9F-15

100.0

0
- - - - - -

出口贸易额 X18 -3.21

E-16

-1.60

E-15

100.0

0
- - - - - -

进口贸易额 X19 -3.97

2F-16

-1.98

6F-15

100.0

0
- - - - - -

国际旅游外汇收

入 X20

-5.63

E-16

-2.82

E-15

100.0

0
- - - - - -

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正交旋转，得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表 5）。第 1 主

因子包含着大量的指标信息，方差贡献率达 到 39.902% ，包含着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X2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X3、地方财政 X4、常住人口 X5、邮电业务

总量 X13、城市建成区面积 X14、城市道理面积 X15、出口 X18、进口 X19、国际

旅游外汇收入 X20，反映了城市的经济水平、对外经济开发水平以及基础设施，

因此可命名为“经济开放与公共服务”因子。 第 2 主因子方差贡献率达到

32.424% ，主要包括人均 GDP X1 、R&D 经费内部支出 X9、R&D 人员 X10、每

万人口专利授权量 X11、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量 X12、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数 X18. 可命名为“科技经济发展与开放”因子。第 3 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15.304% ，包含各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X6、每万人口医生数 X7 和每万

人口大学生数 X8 ，城市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X17，可命名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第 4 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6.261% ，包含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X3、每万人口

医生数 X7 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X17，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X20，外商直接投

资合同项目数 X18.可命名为“社会医疗与开放”因子。第 5 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2.776% ，包含第三产业占 GDP比 X3 和地方财政 X4，各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人数 X6，可命名为“社会保障”因子。

表 5 旋转的因子成分矩阵

二级指标
因子

1 2 3 4 5
人均 GDP X1 0.300 0.895 0.206 0.122 -0.0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2 0.889 0.427 0.034 0.042 0.087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X3 0.620 0.501 0.373 0.333 0.286

地方财政收入 X4 0.835 0.473 0.098 0.123 0.218

城市常住人口 X5 0.922 0.337 -0.024 0.023 0.006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X6 0.707 -0.108 0.618 0.168 0.243

每万人口医生数 X7 0.018 0.141 0.220 0.960 0.002

每万人口大学生数 X8 0.104 0.189 0.943 0.052 0.167

R&D 经费内部支出 X9 0.566 0.671 -0.454 0.007 -0.036

R&D 人员 X10 0.562 0.745 -0.264 0.096 0.119

每万人口专利授权量 X11 0.185 0.885 -0.065 0.003 0.070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量 X12 0.321 0.872 0.337 0.073 -0.083

邮电业务总量 X13 0.887 0.456 -0.024 -0.001 0.007

城市建成区面积 X14 0.882 0.233 0.158 -0.095 -0.259

城市道路面积 X15 0.903 0.283 0.272 0.038 -0.07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X16 0.095 -0.094 0.849 0.287 -0.364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 X17 0.423 0.874 0.063 0.136 0.088

出口贸易额 X18 0.609 0.632 -0.432 -0.067 -0.192

进口贸易额 X19 0.614 0.659 -0.378 -0.034 -0.111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X20 0.753 0.592 0.034 0.159 0.196

（三）城市竞争力结果分析

依据表 6 中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得到综合得分 F 的计算公式为:

F=0.39902 f1 +0.32424 f2 +0.15304 f3 +0.06261 f4 +0.02776 f5 /0.9666,计算各

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名 ，见表 3。

在五个主因子，广州除居民生活水平位居第一外，均位居第二，综合得分位

居第二；深圳出居民生活水平位居第九，其他均位居第一，综合得分位居第一；

珠海次于广州和深圳，基本位列第三，社会保障位列第五，综合得分位列第三；

佛山东莞相差无几，五个主成分因子分别在第四与四五徘徊，佛山综合得分排名

第四，东莞综合得分排名第五，惠州除居民生活水平位居第五外，各主成分因子

得分排名与综合得分排名均位居第六；江门综合得分排名位居第七，除居民生活

生平外，科技经济发展与开放位居第八；中山综合得分排名第八，但科技经济发



展与开放及居民生活水平排名第七，社会保障排名第九；肇庆综合得分和垫底，

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排名第八。

表 6 各城市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排名

分析原因得知，深圳的居民生活水平排名第九是由于这一主因子包含了各市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X6、每万人口医生数 X7 和每万人口大学生数 X8 ，

城市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X17。其中深圳的每万人口医生数和每万人口大学生数数

量都较少，说明深圳的医疗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同时，深圳的

城市人均公园绿化面积较少，深圳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绿化。而珠海在社会保障

这一因子排第四名，这一因子包含第三产业占 GDP 比 X3 和地方财政 X4，各市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X6，主要是由于其地方财政较少，可以考虑进一步

扩大财政收入以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四）聚类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及主因子分析结果，利用 SPSS Modeler. 18对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九个城市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在此聚类中预测变量的重要性如下（图 1）：

因子 3，即居民生活水平是聚类预测变量的最重要变量，因子 5 即社会保障水平

是最不重要变量。

经济开放

与公共服务
科技经济发展与开放

居民

生活水平

社会医疗

与开放
社会保障 综合得分

广州 2 2 1 2 2 2

深圳 1 1 9 1 1 1

珠海 3 3 2 3 4 3

佛山 5 4 3 4 5 4

惠州 6 6 5 6 6 6

江门 7 8 6 7 7 7

中山 8 7 7 8 9 8

东莞 4 5 4 5 3 5

肇庆 9 9 8 9 8 9



图 1 聚类分析的预测变量重要性图

图 2 聚类分析结果

根据图 2的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将粤港澳湾区内地 9 个城市分类为了 5 个聚

类，聚类-1受因子 3 影响与因子 1 影响较大且影响为正，受因子 4 影响较小，说

明是经济开放与公共服务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均较好的城市，推断聚类-1 为广州，

这一分类中广州是兼顾了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两方面的城市；聚类-3 受因子 4



影响较大，受因子 3影响为负影响，说明居民生活水平为负影响但社会医疗与开

放水平较好，推测聚类-3 为深圳，这一分类中，深圳是科技发展的重地，但高校

教育、生活配套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聚类-4受因子 2和因子 3 影响较大，且受

因子 1的影响为负，因子 2 与因子 3为正，因子 4 与因子 5 影响较小，推测聚类

-4为珠海，珠海是新的科技发展高地，同时兼顾与港澳的链接，由于常住人口较

少，配套设施对于较少的人口而言相对完善；聚类-2受因子 5 和因子 2 影响较大，

因子 3影响为负，推测为佛山和东莞，属于广州的老牌城市，一方面作为广佛、

深莞一体化发展，背靠广州和深圳，同时具有较好的居民生活水平，以制造业为

主，经济发展也步步紧追其后；聚类-5为剩下 4个城市：惠州、江门、中山、肇

庆，处在中下水平这一阶梯，四所城市各有职责，但发展速度仍然落后，其中肇

庆一直在其中属于垫底，一方面是由于链接非珠三角的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另一

方面是未能找准城市定位。

（五）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五个主成分因子输入作为变量，城市综合得分 score作为自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表 7）。模型拟合 R 方达到了 0.988，说明拟合程度达到了 98%，

模型拟合程度良好，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显著性为 0.004，说明回归分析有较为

明显的显著性。对各个系数进行 t检验，主成分因子 1、主成分因子 2 的线性关

系显著性较为明显，主成分因子 3、主成分因子 4和主成分因子 5 的均超过 0.01，

说明线性关系显著性不明显，参考意义不大。

其中，主成分因子 1 的系数为 0.638，主成分因子 2 的系数为 0.746，说明经

济开放与公共服务水平和科技经济发展与开放水平对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的影

响线性关系显著，且经济开发与公共服务水平每上升一单位，城市竞争力综合得

分上升 0.638单位；科技经济发展与开放水平每上升一单位，城市竞争力综合得

分上升 0.746单位。

表 7 线性回归分析

主因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错误 Beta t 显著性

（常量） 86122.257 3838.229 - 22.438 0.000

经济开放与公共服务 40815.163 4071.056 0.638 10.026 0.002

科技经济发展与开放 47698.806 4071.056 0.746 11.717 0.001

居民生活水平 -294.189 4071.056 -0.005 -0.072 0.947

社会医疗与开放 7999.939 4071.056 0.125 1.965 0.144

社会保障 6118.077 4071.056 0.096 1.503 0.230



五、政策与建议

（一）核心城市加强辐射带动，弱势城市找特色道路发展

深化广佛同城、深莞一体化，使得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广州、深圳）进一

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核心城市可以进一步通过产业转移

对弱势城市进行帮扶以及加强城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通城市群之间的界

限，如在城市群中建设“1小时经济生活圈”以及“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

格局注入新内涵，有望提升广东的整体竞争力，助力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而竞争力较弱的城市，如惠州、中山、江门、肇庆，要学会寻找自身的发展

优势，学习其他城市发展道路，并应着眼于自身短板，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落

实整改措施，细化目标，如将提升经济总量作为首要目标，缩小城市发展之间的

差距，为各城市整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珠海市就是一个优秀案例，通

过发掘城市自身的地理优势，链接港澳的高校教育资源，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崭新

的科技发展战地。

（二）各城市具体分析：个别城市需要补足城市发展短板

广州的城市发展较为全面和综合，特别是在居民生活水平这一指标上位列第

一，其他各方面位居第二仅次于深圳，广州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科技

发展的后劲不足，除了居民生活水平其他都次于深圳，除了需要加强高校资源的

转化以增加科技资源的输出外，也需要引入新兴产业帮助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加

大第三产业的占比，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改革发展。

在深圳的城市发展中，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均名列前茅，

但居民生活水平却是垫底，一方面是深圳配套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设施不够

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深圳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需注重居民生活配套设施的设置。

珠海五项指标发展均衡，目前珠海的居民生活水平位处第二是由于珠海市的

常住人口较少，因此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及每万人口医生数这两个分别度量教

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指标相对处于较高水平，应注意未来人口增加所需的生活配

套需求。

佛山和东莞受到广佛生活圈及深莞生活圈的辐射以带动经济的发展，目前都

是以制造业为主，因此经济发展也紧追不舍，但由于这样的城市定位，也难以越

过广州和深圳独自进行发展。

随着建设“一小时经济生活圈”以及“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惠州、

中山、江门也受到广深珠三市的进一步辐射，同时，发展较好的东莞和佛山也能

够对其进行辐射，这几个城市应该要把握好发展机遇，承接优势城市的产业转移，

找到自身的特色道理，找准城市群中的城市定位，有序分工，协调发展。

肇庆虽然一直在内地九市中垫底，但肇庆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肇庆承东接



西，连接着相对较不发达的非珠三角地区（清远等地区），其区位优势在交通基

础设施的完善后会更加明显，可以将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与相对不发达的非珠地区

链接在一起，在大湾区建设后期，可以使珠三角地区的资本及外资流入，非珠地

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低廉的人力资源等流出，必将成为大湾区辐射大西南乃至东

盟地区的枢纽门户。因此肇庆的城市发展虽然现在一直处于末尾水平，但需要着

力提升沿江港口的区域竞争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打通交通枢纽进

一步带动经济发展。

（三）居民生活水平及社会水平不容忽视

城市居民，即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创造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及

对外开放水平，而城市应该为居民提供的则是社会保障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及社

会基础设施水平。虽然在以上的数据中，居民生活水平、社会医疗与开放水平及

社会保障水平未能与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形成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一个城市的竞

争力与这三个水平仍然不可分割，不能一味地关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而忽略

了城市居民最需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社会的基础保障、医疗与教育资源。

因此，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应该进一步不断完善居民的基础设施与基础保

障，从而提升居民在这所城市的生活幸福感。而居民生活水平与社会水平又与经

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城市在发展中要均衡全面的发展，兼顾经济的发

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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