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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

力的重要举措。提升大都市区竞争力的手段不仅包括经济一体化建设，也包括社

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建设。厦漳泉大都市区自 2011年开始大规模的同城

化建设以来，在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上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厦漳泉大都市区

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有利于扩展同城化建设的核心领域、治理厦漳泉区域公共事

务、促进厦漳泉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整合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资源

和实现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从实践进展来看，厦漳泉大都市区社

会管理的一体化建立了党政联席会议制、规划方案合作制和项目制等建设机制，

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开启了社会管理同城化

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建设内容不广、建设深度不够，建设缺乏整

体规划等问题。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有其内在约束，在政府间行

政关系中面临行政区划的制度障碍、在政府间激励机制中面临着分工负责的体制

束缚、在政府间利益平衡中面临着利益博弈的行动困境、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

面临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 

推动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建设，需要采取一系列优化策略。首

先，要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建立大都市区府际合作与多元共治机制，以府

际合作为主导，以多元共治为方向；其次，要从分散化管理走向整体化治理，统

筹区域社会公共事务安排，建立大都市区社会管理的整体化治理机制。以内部一

体化推动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第三，从封闭管理走向协同治理，协调社会

管理各方行动；第四，要从运动管理走向常态化治理，健全利益协调与信息共享，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注重日常工作的对接，建立大都市区社会管理的扁平化治理

机制；最后，要从行政区行政走向区域治理，发挥省级政府的统筹作用，注重社

会管理一体化的顶层设计。 

 

关键词：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社会管理一体化；厦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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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our country, the integra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 is a significant 

method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whole region.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etropolitan area contains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al integration, but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so included. Since the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Xia-Zhang-Quan started in 2011, the many attempts 

and exploration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Xia-Zhang-Quan, which includes expanding the 

construction field of integration, Governing regional public affair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Xia-Zhang-Quan,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integrating social management resources 

and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Xia-Zhang-Quanhave built 

up some mechanism, which includes Party-government Meeting, Planning 

Program Cooperation and Project Schem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varies from coopera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supply to social public affairs, which have obtained some initial 

success, but the fact that the content and level of the construction is 

limited, and the overall designing is deficient. There exist some inherent 

restrictions that affe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Xia-Zhang-Quan.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the 

restriction i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s, the restriction is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 between governments, the restriction is the 

action dilemma of interest game.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society, the restriction is the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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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ors, such a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citizens. 

Several strategi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Xia-Zhang-Quan. Firstly,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building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multi-governance mechanism.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should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multi-governance in social management. Secondly, from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to integrated governance: making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of regional social affairs. Constructing internal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governance should be built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Xia-Zhang-Quan. Thirdly, from closed-off 

management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ordinating actions of social 

management. Fourthly, from “campaign-style” management to Normalizing 

governance: perfecting interests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Building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to cooperating on 

routine work. Finally,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to 

regional governance :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Keywords ：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Xia-Zha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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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一）问题提出 

大都市区是指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积聚而形成的多

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

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

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

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正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治

理，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重大实践探索。随着实践的进展，同城化建设的内容

也不断扩展，呈现出向紧密型、实质性融合方向发展的趋势。 

厦漳泉同城化建设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把厦漳

泉三角地区开发为东南沿海经济开放区。90 年代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把闽

东南地区列为全国六大经济区之一，福建省同时出台一系列支持闽东南区域发展

的政策。2010 年 6 月，厦漳泉一体化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 年 7 月，

中共福建省委提出构建厦漳泉大都市区的设想。2011 年 7 月，厦漳泉三市召开

了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会议签订了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的第一批合作项

目，由此开始大规模地启动了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的步伐。 

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的目标是推动厦漳泉区域合作从城市联盟等初

级同城化建设向推动向紧密型和融合型大都市区发展。随着同城化建设的不断扩

展，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的内容包括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

生态建设等方面。现阶段厦漳泉大都市区的同城化建设主要围绕六大方面展开：

①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化，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信息

基础设施；②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共建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现代

农业基地，合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培育现代海洋产业；③构建区域共同

市场，在金融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上实现一体化；④实施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加强三市在教育、体育、文化、医

疗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合作，对接公共事务的管理。⑤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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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积极推进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治、近岸海域环境综合

整治和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开展生态系列创建活动，实现环境基础设施的共建共

享；⑥共同推进对台合作交流，建设两岸直接往来的综合枢纽。 

关于社会管理的内涵，主要有五种解释，第一种是对人类社会的管理；第二

种是对经济社会中“社会”的管理，第三种是对“政府、市场、社会”三分法中

社会的管理，即第三部门的管理，第四种是作为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第五种是作为“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组成部分的社会建设相对

应的社会管理。①本文研究的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的社会管理，指的是作为 

“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组成部分的社会建设相对应的社会管理，包括了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公共事务管理、社会安全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基于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社会管理的一

体化建设问题，尝试厘清实现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的现实需求，分析

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的实施进展，梳理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内在约束，进而在大的

方向上给出实现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促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

设中社会协调发展、合作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意义 

1.厘清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建设内容 

目前理论界关于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的社会管理的界定仍然比较模糊，社

会管理一体化的建设并没有像经济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建设那样受到理论研究和

实践探索的重视。然而社会管理的一体化是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进入深度融合阶

段的关键突破口。本文通过界定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的现实诉求，

根据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的结构内容，梳理并评价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

化的实践进展，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途径，有助于厘清厦漳泉大都市

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建设内容。 

2.提出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建设机制 

                                                      
①
龚维斌，编.中国社会治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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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实现大都市区同城化中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建设，由于社会管理一体

化的概念、内涵和主要内容界定不清，这种一体化机制的建立还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在对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进展、内在约

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都市区治理理论和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等，本文的研究意

义之一为提出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建设机制。 

3.阐明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社会管理一体化建设，在同城化建设如雨后春笋的新

形势下，是大都市区社会管理转型升级无法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大都市同城

化建设既会给大都市区社会管理带来积极的影响，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建立大都

市区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机制，有助于增强正的效应，消除或减弱负的效应，促

进大都市区社会治理转型升级。因而，本文能够在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管理一体

化的实现路径上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三）研究述评 

1.国内研究述评 

（1）大都市区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研究 

关于大都市区治理结构的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的扩展给区域治理带来了挑战，

关于大都市区治理的结构选择，究竟应该是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成立统一的大都

市区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的主导下，建立协同治理体制？宋道雷

（2015）认为，中国不具备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设置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的条

件，研究大都市区治理的次优选择，是分析如何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同时他

也承认，在没有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的情况下，大都市区治理实际上是辖区内各

地方政府“碎片化”管理，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区域整体利益，并称之为

“反”区域治理。①姬兆亮(2013)主张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协同治理体制，认为政

府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治理主体，在协同治理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促

进区域发展关键在于建立政府间协同治理机制。② 

                                                      
①
宋道雷.大都市区域治理何以可能[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1-109. 

②
姬兆亮，戴永翔，胡伟.政府协同治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3，（2）: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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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建跨区域的大都市区协调机构的研究。此类研究有两种政策主张，一

种是主张在原有的政府部门间组建跨部门的协调结构。杨海华（2014）指出，在

宁镇扬同城化的建设过程中，要组建省级层面的政府协调机构和大都市区地方政

府层面的协调机构，例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成立专门的

第三方合作组织，组建跨区域的协调机构。崔晶(2011)提出，在完成地方政府间

职能合并或机构重组，构建出大都市区范围内统一的人事行政、财政收支和信息

网络体系的前提条件下，大都市区治理中可以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整体性合作组织，

共同治理跨界公共事务。为保证区域合作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既要让地方政

府能够自愿加入和退出，也要设立专项基金，通过中央授权的形式，赋予区域合

作组织对资金的分配权和管理权。合作组织的运作采用“各地方政府授权合作组

织制定跨界公共事务治理方案—各地方政府审批方案—提交国家相关部门审核

批准”的模式。②关于如何看待议事协调机构，谢延会，陈瑞莲（2014）指出中

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成立，是在面对非常规性、突发性和重大性任务时，

对常规官僚机构局限性的自洽性调整。上级政府将非常规任务通过“任务发包”

和“责任捆绑”的形式分配给议事协调机构，整合职能部门力量，促成任务的快

速实施。它与常规官僚机构的治理一起构成了中国官僚制组织相互依赖、相互补

充的有机循环体系。③ 

关于制定大都市区整体发展规划的研究。衣保中，黄鑫昊(2013) 结合对长

吉同城化的分析，提出要建立同城化的协调机构和协调机制，由两地的市政府共

同参与来制定区域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做到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双赢。

④衣保中所指的长吉同城化调机制，协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产

业规划、市场治理等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涉及社会领域建设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

崔晶（2011）认为在京津冀大都市区地方政府治理中，要制定跨区域合作的相关

法律法规，迫使地方政府加强在制定环境保护、交通等发展规划上的合作。⑤ 

（2）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内容相关研究 

                                                      
①
杨海华，郝宏桂.博弈论视角下大都市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以宁镇扬同城化为例[J].区域经济评论，2014，

（5）:53-57. 
②
崔晶.大都市区跨界公共事务运行模式:府际协作与整合[J].改革，2011（7）:82-87. 

③
谢延会，陈瑞莲.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和运作逻辑研究[J].学术研究，2014，（10）:50-55. 

④
衣保中，黄鑫昊.长吉同城化动力机制及对策分析[J].东疆学刊，2013，（1）:92-98. 

⑤
崔晶.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京津冀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作模式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1，（2）: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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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结合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的地方实践，对同城化建设内容的研究主

要涉及到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等

方面。 

交通一体化的研究。交通一体化一般被认为是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的先行条

件或基础条件。王燕(2015)认为交通的一体化是京津冀同城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要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改变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交通规划、运营和管理制度

的一体化，加强“公交化”的轨道交通建设，为要素流动打造快速、便捷和低价

的城际轨道交通。①曾群华（2016）指出，在长株潭同城化建设中，要加快建立

零换乘、无障碍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便捷高效的网络化交通是长株潭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基础条件。②许泽群（2010）对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城际轨道交通的

发展定位和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认为城际轨道交通在功能定位上应做到：①着

重解决区域沿线城镇的联通；②成为城市间综合交通的骨干；③保持线路网络的

相对独立性；④无缝对接其他交通方式；⑤采用多种方式广泛吸引社会投资；⑤

有效连接城市中心区；⑥以多种途径打造城际轨道交通的核心竞争力。③ 

产业一体化的研究。产业的一体化一致是同城化建设的研究热点，同城化建

设的最初目的之一就是改变城市间的产业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赵卓，王亚丽

（2013）认为，建立广佛同城化建设中产业协作机制建设的，应加强在“合理规

划、有序协调”，“产业互补，合作共赢”，“要素流通，资源共享”三个方面

的合作。④王海燕，许培源（2015）研究了厦漳泉同城化建设中产业合作问题；

桑秋等（2009）、林建永等（2011）和赵卓，黄蔼霞（2013）等研究了其他同城

化地区产业合作的问题。 

公共服务供给一体化的研究。随着同城化建设对改善民生的重视，同城化建

设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体化研究开始更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曾群华（2016）倡导

在长株潭同城化建设中，要加强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养老、三市异地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合作，做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同城化，使城市居民真正享

                                                      
①
王燕，王志强.京津同城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实现路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3）:95-101. 

②
曾群华.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的同城化研究[J].求索，2016，（2）:128-132. 

③
许泽群.基于区域城市群的城际轨道交通发展定位和思考[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0，（8）:13-16. 

④
赵卓，王亚丽.同城化下广佛产业协作机制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3，（10）: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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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同城化建设带来的优质生活，①张菊伟（2013）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

同城化建设的关键内容，福莆宁同城化建设中，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和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建设存在投入不足，力度不够的问题。②王燕、

王志强（2015）认为公共服务的共建是京津同城化的有利保障，并给出京津冀在

医疗、教育领域深化同城对接的政策建议。③ 

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的研究。生态环境治理是区域治理的经典议题，在同城

化建设中也不例外。王开科，庄培章和黄如良（2010）指出在厦泉同城化建设中，

要注重生态环境的共治共享。在两市区域范围内合作建立环境综合评价与预警系

统，搭建灾害信息共享平台，健全生态环境治理防控机制，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

系。④陈雯等（2012）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建设中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治理进

行研究，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环境污染的联防联控、进行以流域为单位的综

合整治和开展生态系列创建”。⑤ 

（3）同城化建设的功能研究 

对于同城化建设的功能分析，现有的研究一般从积极的角度来分析，焦张义、

孙久文（2011）认为同城化建设有利于城市功能的耦合，也有利于产业布局的优

化，进而提升大都市区的整体竞争力。⑥高秀艳（2007）认为同城化是有利于逐

步建设大都市经济圈，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⑦衣保中，黄鑫昊（2012）认为同

城化建设具有“集聚效应”、“扩散效应”、“福利效应和品牌效应”。“集聚

效应”体现在同城化有助于产业集聚、进行产生规模效应，提高产出效率；“扩

散效应”体现在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福利效应和品牌效应”体现在同城化能够

增加国民收入、改善福利条件，打造区域性城市品牌。⑧尽管如此，也有学者开

始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看待同城化的功能，谢俊贵（2009）认为，同城化建

设既有正的社会功能，也有负的社会功能。正的功能体现在：①扩展社会发展空

                                                      
①
曾群华.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的同城化研究[J].求索，2016，（2）:128-132. 

②
张菊伟.同城化发展中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问题研究——以福莆宁同城化为例[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31-37. 
③
王燕，王志强.京津同城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实现路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3）:95-101. 

④
王开科，庄培章，黄如良.厦泉同城化建设的现实基础及其发展路径—区域中心城市整合发展的视角[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9）:133-137. 
⑤
陈雯，陈顺龙等.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重塑发展新格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68-284. 

⑥
焦张义，孙久文.我国城市同城化发展的模式研究与制度设计[J].现代城市研究，2011，（6）:7-10. 

⑦
高秀艳，王海波.大都市经济圈与同城化问题浅析[J].企业经济，2007，（8）:89-91. 

⑧
衣保中，黄鑫昊.我国同城化发展的现状及其效应分析[J].理论探讨，2012，（6）: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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