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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或成为第合肥或成为第1616个双万城市个双万城市

目前，我国已有15座双万城市，分
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
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
青岛、长沙、东莞。

成为双万城市，除了意味着城市强
大的经济实力和人口集聚能力，也对城
市品牌形象和影响力提升具有重要意
义。

5 座准双万城市中，合肥是冲击
“双万俱乐部”的头号城市。2023 年，
合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73.78亿元，
同比增长 5.8%；常住人口为 985.3 万
人，较上年增长21.9万人。

2020 年，合肥 GDP 总量首破万亿
大关，与此同时，合肥人均GDP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的1.6倍。成功跻身“万亿
俱乐部”后，合肥经济延续向好态势，
2021 至 2023 年 GDP 增速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作为一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
市，以往的合肥并不起眼且被长期低
估。与国内很多城市类似，在上世纪
末，合肥依靠家电发展制造业，在引
入海尔、格力、美的、TCL 等品牌后，
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基
地之一。

发展思路的转变造就了“合肥模
式”，也成就了合肥的崛起。

一方面，中科大的搬迁落户带动了
合肥科创实力的提升，随着各类科研院
所、大科学装置、新型研发机构的兴建，
合肥跃升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
也为其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合肥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三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合肥与京
东方合作押注显示技术、合肥携手蔚来
进军新能源汽车、合肥联合长鑫存储建
设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基地，多次
大手笔、精准地“以投带引”，使合肥在
新兴赛道上抢占先机，为其经济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2023 年全年和 2024 年一季度，合
肥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0.6%、12%，维持较高增速。值得关注
的是，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突破式
发展。2023 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
74万辆、位居全国前5，汽车总产量134
万辆。2024 年一季度，合肥全市汽车
产量29.3万辆，同比增长3.1%，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 16.3 万辆，同比增长
28.8%，占全国7.9%。

除新能源汽车外，合肥集成电路、
空天信息、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
和未来产业也逐步成势。

目前，合肥距离双万城市只差人口
这一道关卡。根据 2023 年数据，合肥
距离千万人口大关仅剩不到15万人的
距离。

在强省会战略下，合肥成为省内人

口的流入目的地。2023 年，安徽全省
人口减少6万人，但合肥人口增长21.9
万人，安徽不少地市人口流出，而合肥
人口逆势向上。若合肥能够延续这一
增长趋势，“十四五”期间迈过千万人口
大关不难，有望晋级成为全国第 16 个
双万城市。

宁波宁波、、佛山晋级仍需数年时间佛山晋级仍需数年时间

在准双万城市中，宁波和佛山这两
座城市值得关注。这两座“万亿之城”
的下一场竞逐，关键在于人口。

2018 年宁波 GDP 过万亿元，随后
2019年佛山GDP过万亿元。这两座城
市都是以制造业为主，民营经济发达，
大量的产业工人曾经带来不俗的人口
增量。

佛山人口数量曾经常年高于宁波，
尤其是在2018年、2019年，佛山常住人
口分别比宁波多 14.54 万人、13.74 万
人。

2022 年是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
佛山市常住人口为955.23万人，与2021
年相比，减少了6.03万人。这是佛山常
住人口自本世纪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同年，宁波
常住人口为961.8万人，比上年增长7.4
万人，也在 10 年间首次实现对佛山人
口数量的反超。

从 10 年间人口增长趋势看，佛山
人口增长趋势更明显。2020年七普数
据显示，宁波市的常住人口为940.43万
人，与2010年六普相比，十年共增加了
179.86万人，增长率为23.65%。佛山市
常住人口七普数据为949.89万人，与六
普相比，十年间共增加了230.46万人，
增长率为32.03%。

目前，宁波和佛山距离千万人口分
别差30.3万人和38.46万人，虽然宁波
近两年在人口增长方面占据领先优势，
但二者差距不大，佛山仍有潜力扭转局
面。

自2021年后，宁波、佛山每年常住
人口增量均在 10 万人以下，增速放缓
趋势明显，两座城市的千万人口竞逐可
能将持续数年，这也意味着这两座城市
要迈向双万城市仍需时间。

准万亿城市温州准万亿城市温州、、徐州积极冲刺徐州积极冲刺

另外两座准双万城市——南京和
济南，距离千万人口大关仍有一定距
离，但这两座城市均在落户政策、产业
政策方面加大力度，积极吸引人口。

2016 年，南京成为“万亿之城”，
2020 年，济南 GDP 突破万亿元大关。
目前，这两座城市离千万人口均有 50
万人左右的差距。

2023年，南京常住人口为954.7万
人，增加 5.59 万人，人口增量已连续 3
年保持江苏第一。同年，济南常住人口
为943.7万人，增加2.23万人，人口总量
居山东省第三，在山东人口整体负增长

趋势下，济南成为全省 16 个地市中仅
有的两个正增长的城市之一，另一个是
青岛。

户籍政策不再是这两座城市吸引
人口的限制。2020 年，济南已全面放
开落户。今年5月中旬，南京发布《关
于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有关事项的通
知》，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有合法稳定
住所且实际居住的非南京户籍人员可
直接落户。

记者认为，对南京和济南而言，落
户门槛已经大幅降低，作为省会城市资
源优势突出，辐射能力更强，两座城市
未来冲刺“千万人口”大关更需要靠产
业提升带动就业机会增加，在加大引才
力度、发展人才经济的同时，需要充分
发挥高校集聚的优势，注重留才，打造
优质的人才和就业环境，留住高校毕业
生。

在5座准双万城市之外，徐州、温州
两座GDP不足万亿、人口也未至千万的
城市正在雄心勃勃地冲刺双万城市。

2023年，徐州的GDP为8900.44亿
元，常住人口 902 万人。2023 年，温州
GDP 为 8730.6 亿元，常住人口达到
976.1万人。

温州、徐州尚未达到GDP过万亿，
甚至GDP还未达9000亿元，尤其是徐
州人口仅900万出头，要晋级双万城市
仍有差距。不过，这两座城市目标明
确，未来若加大产业升级和人才引进力
度，会带来经济和人口的双增长。

温州、徐州这两座城市冲刺双万城
市目标明确。温州“十四五”规划纲要
提出，到 2025 年末力争迈上万亿级地
区生产总值、千亿级地方财政收入、千
万级常住人口、百万级新增人才。

城市向“双万城市”的目标迈进，有
哪些关键影响因素？

记者认为，一座城市提升综合实力
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实力，产业布局和人
口政策是重要驱动力。一座城市合理
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能为城市带来新
的增长点，进而增加就业、吸引人口，而
城市的人口政策，例如户籍制度、人才
引进政策等则对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
直接影响。

准双万城市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
的发展水平，要想更上一个台阶，需要
放开户籍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积
极培育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
业，打造有竞争力、有独特自身优势的
产业链，强化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
辐射能力，通过高质量发展形成产业、
人口良性循环、良性增长的新发展格
局。同时，也要加大城市品牌传播和营
商环境优化，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挖掘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的城市功能，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
引力。 本报综合消息

“肯谈价格的房子都卖掉了，还在挂牌出售的房
子，业主都不想降价了。”这是李慧（化名）与多位房产
经纪人交流后的感受。李慧在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
看了很久的房子，仍在观察市场变化，等待着合适的时
机出手。

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打出政策“组合拳”，此后，四个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均出现不同程度回暖，尤其是上海市场表现最为明
显。机构预测，上海6月份二手房网签量有望突破2.5
万套，比2023年月均网签量高出约1万套。

一线城市，见底了吗？

““市场还可以市场还可以，，成交量蛮多的成交量蛮多的””

5月27日至29日，上海、广州、深圳三个一线城市
相继响应“5·17新政”，出台多项楼市宽松政策。

上海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多个单日二手房网签量超
过900套的现象，到6月14日，当日二手房网签量达到
1059套，2024年以来首次单日网签超千套。6月15日，
该市二手房网签量再度突破千套，为1184套。

上海的房产经纪人刘峰（化名）对记者称，新政落
地后，上海市场出现了回暖，成交量整体表现不错。据
他观察，目前价格没有出现上涨，“业主诚心卖房的话，
只要肯谈价，也是能卖掉的。”另一位房产经纪人任铭
（化名）最近一直在带客户看房子，有时候会忙到晚上
才能下班，他也说：“市场还可以，成交量蛮多的。”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6月1日至16日，上海二手
房网签量为13381套，环比上月同期增长82%，较5月份
日均604套的日均水平有大幅提升。中指研究院上海
高级分析师陈炬兰对记者说：“新政放开单身对上海外
环内二手房的购买限制，且外环内老破小房源今年以
来的价格跌幅较大，市场价格继续下跌的空间预期较
小，部分购房人选择尽快出手。”

广广、、深市场表现相对较弱深市场表现相对较弱

新政刺激下，广州、深圳楼市均有所反应。中指
研究院数据显示，5 月 17 日至 6 月 16 日，广州新房网
签套数达 5849 套，相比新政前一个月网签 5213 套上
升了 12.2%；“广州 5·28 新政”后，新房日均成交套数
持续增加，5月28日至6月16日，共网签4052套，日均
网签套数202套；从周度数据来看，6月10日至6月16
日，广州新房网签 1565 套，创 4 月份以来周度成交新
高。

中指研究院数据还显示，5月18日至6月17日，深
圳新房住宅成交2286套/23.21万平方米，比新政前一
个月上涨3.96%；二手住宅共成交4136套/40.32万平方
米，比新政前一个月上涨2.86%。

中指研究院华南分院高级分析师孙红梅分析，深
圳楼市复苏情况低于预期，市场行情冷热不均。核心
区域的优质盘成交比较活跃，包括新房、二手房，位置
好、价格有优势的楼盘的交易量明显上升，冷门板块楼
盘的去化比较难。

一线城市中，北京是唯一一个没有进一步下调首
付比例、房贷利率的城市，但受到其他城市相继落地宽
松政策的影响，北京市场也出现好转。北京市住建委
网签数据显示，5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为13383套，环比
4月上涨0.2%，同比去年5月上涨3.1%。6月1日至6月
20日，北京二手房网签量为8707套，环比5月份同期上
涨约23.19%。

““政策空间值得想象政策空间值得想象””

多位受访专家均认为，一线城市依然保持“以价换
量”的态势。谢逸枫说：“一线城市在楼市新政的刺激
下，市场成交有所回升，但价格没有什么变化，仍处于
以价换量的状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方面，北京、广州、深圳分别环比下降1.1%、
1.4%、0.8%，上海环比上涨0.6%；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方
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环比下降 1.2%、1.3%、
1.6%、1.0%。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因为成交量有
所增加，北京一些二手房业主确实不想再大幅降价，议
价空间变小。目前，市场处于一个博弈期，如果成交量
能维持稳定，价格就会相对坚挺；如果成交量萎缩，业
主心态可能就会变弱。谢逸枫也认为，一系列楼市政
策的落地，使得房价降幅变得相对缓慢，一线城市市场
有了逐渐见底的趋势。

对于未来走势，张大伟认为，一线城市的热度有望
延续一段时间，比如，上海的政策力度较大，市场反应
也比较明显，热度的持续性会相对较好。整体看，一线
城市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尤其是北京，在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限购区域等都有较大的调整余地，同时，当
前的各类政策也在不断创新、种样繁多，政策空间值得
想象。 本报综合消息

时隔2年，双万城市有望再度扩容
新政满月，一线城市楼市咋样了？双万城市指地区生产总值（GDP）

超过 1 万亿元且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城市，目前我国已有15个双万城
市，这样的城市通常代表着较高的经
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吸引力。

2021 年，东莞成为全国第 15 个
双万城市，此后2年，双万城市再未扩
容。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在 15
座双万城市之外，合肥、宁波、佛山、南
京、济南5座城市GDP超过万亿且常
住人口超过940万人，可视为准双万
城市。其中，合肥 2023 年常住人口
985.3 万人且较上年增加21.9 万人，
按照这个人口增长速度，成为今年有
望进阶双万城市的头号候选城市。

此外，徐州、温州两个城市也值得
关注。虽然这两座城市GDP尚未过
万亿，但均鲜明提出冲刺“双万城市”
目标。近年来，徐州、温州在GDP、人
口两项指标上相互赶超，民营经济、先
进制造业成为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