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的城
市阶梯中，京、沪、
穗、深算是一线城
市中的一线，而众
多的省会城市算
是二线，地级城市
则是三线城市。
“等级线” 俨然成
了城市规模和实
力的直观注解。所
以，当业内权威机
构说“一线城市正
被 1.5 线 城 市 迫
近”的时候，所有
心怀远大的二线
子民，都期待“奔
一”的帽子戴在自
己头上，长沙当然
不例外。

2013

年5

月30

日

星
期
四

编
辑/

刘
婞
图
编/

伍
霞

美
编/

聂
平
辉

校
对/

汤
吉

T07

http : //cs . voc . com . cn

■记者 刘婞

2012年， 仲量联行发布一
份名为《中国新兴城市50强》的
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二、
三线城市的增长速度快于一线
城市， 中国房地产巿场活动的
天平正向新兴城市倾斜。

实际上， 由于一线城市的
增长动力放缓， 一些不乏魅力
和实力的城市正迎来一轮崭新
的发展机遇， 这些城市在一二
线间徘徊， 被越来越多的人预
判为1.5线城市。而处于全国高
铁客运枢纽， 区位优势日显突
出的长沙， 晋级条件越来越充
分。

【趋势之一】
核心城市群的向心力

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
间， 中国城市化率从36.22%提
高到49.68%。这意味着，新增的
城市人口约有2亿余人，而这部
分人口的住房需求， 将是一个
不可想象的庞大数字。

2011年， 我国平均城市化
率首次过半，达到51.27%，业内
人士指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过半的城市人口正指引一种城
市发展新方向———以核心城市
为龙头的城市群。 而恰处于国
家级长株潭城市群的龙头位置
的长沙， 就迎来了人口聚合的

利好。
一方面看， 长株潭城市群行

政区域的经济藩篱被弱化， 尤其
在城乡交界的区域， 真正实现经
济和社会资源整合， 形成强大的
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 对长沙而
言，除了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还
有城市本身向外扩张力和内在包
容度的增加。

【趋势之二】
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

长沙引领核心城市群的发
展， 不仅加强了城市对周边人口
和资源的凝聚力，同时，还成了沿
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首选

之地。
身居中部的长沙， 大河西先

导区、望城撤县并区、城际铁路、
沪昆、地铁、过江隧道……一系列
恢弘手笔， 让长沙在不断生长的
区域里开疆拓土， 具备承接沿海
产业转移的条件。

与此同时， 专业市场厉兵秣
马，纷纷更新换代，数千家企业、
数十万从事商业、 贸易人口集中
落户新型专业市场。 众多专业市
场代表的强势外迁， 为城市产业
集群带来了不断的发展动力。

【趋势之三】
城市品牌号召力质变

核心城市群对人口的向心
力、 东部沿海产业的梯度转移，无
一不阐释着长沙发展的大好时机，
随着城市发展的走势强劲，其品牌
号召力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据不完全统计， 长沙近五年
的城市版图上，规划、待建、在建
的摩天大楼就有160座。数据虽暂
未得到官方证明， 却释放了长沙
整体行情向好、 国内投资者对长
沙信心提升的信号。

交相辉映的是， 城市的品牌
号召力增强，强势资本纷纷入驻；
品牌入驻又反作用于城市发展升
级。城市综合体、工业地产、度假
地产多种物业形态绽放星城，中
铁山语城、 澳海澜庭、 北辰三角
洲、骑龙大街、复地崑玉国际、新
地东方明珠、华悦城、新华都等品
牌开发商一致认为，2013年将会
是长沙新一轮的爆发点。

人口、产业、品牌升级
2013，长沙升1.5线城市？

高速发展的长沙正向1.5线城市迈进。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