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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杭退，新晋两万亿
城市的安居“异化”

研究团队用房价收入比
和房租收入比两个指标综合
评估城市的安居指数。

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
安居指数普遍得分较低。而
将四座一线城市作为衡量标
尺，会发现三座“出格”城市，
分别是三亚、厦门和杭州。

在 57城的安居指数评价
中，三亚安居指数仅高于北
京，位居倒数第二。厦门高
于深圳和上海，位居倒数第
五，随后是杭州与广州。

三亚、厦门高昂的房价
压力并非一时之变。早在
2022年，研究团队就曾发现，
三亚、厦门是彼时为数不多房
价上涨的城市。热门旅游城
市、美丽度假海岛等属性的加
持，让两地在当地居民自住需
求之外，增加了大量外来游客
的投资与消费需求。

这种需求转化为实际的
数据变化，就是持续推高房
价、房租收入比。三亚房价
收入比为 44.7，超过深圳、北
京，位居 57城第一；房租收入
比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
位居第四。

如果说三亚与厦门在安
居指数上是一线城市的“友
邻”，那杭州可以说是初次造

访的“新客”。数据显示，广州
安 居 指 数 为 51.33，杭 州 为
48.74。这是杭州第一次超过
广州，正式挤进“一线城市”内
部的位次。

具体而言，杭州房价收
入比为 25.4，房租收入比为
0.52；广 州 分 别 为 27.5 与
0.43。也就是说，杭州租房更
难，广州买房更难。

2022 年，全国房价震荡
后进入低迷阶段。硬币的另
一面，房价的震荡让 57 城安
居指数排行榜意外频发。其
中以杭州、武汉为突出代表。

如 果 单 独 比 较 收 入 指
标，那杭州以 7万元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
势；但若将房价的指标纳入
考虑，情况则大为不同。杭
州房价收入比为 25.4，武汉仅
为 15.1。而在这种状况下，杭
州房价持续上涨，继续拉高
了居民的住房压力，导致在
整体舒适度排名上，甚至不
如老牌一线城市广州。

杭 州 房 价 的 上 涨 或 与
2023 年亚运会的举办有关。
大型国际赛事前的准备工
作，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
貌、城市治理等多方面系统
着手，使人们对城市发展预
期提高。这个原因同样可以
解释同年举办大运会的成
都。一场大赛改变一座城的

案例并不少见。

人多却不太堵，郑州和
深圳是怎么做到的？

导致杭州整体生活舒适
度下降的两个原因，一面是
房价的逆势上涨，另一面则
是交通的加剧拥堵。

研究团队继续用职住分
离度、通勤空间半径、通勤高
峰拥堵指数三个维度衡量城
市的交通便捷度。

数据显示，二三线小城
市交通舒适度较高，如南宁、
呼和浩特、绍兴、常州等。而
北京、重庆、上海等超大城市
则长年稳居拥堵前列。

杭州交通舒适度排名从
47名降到53名。具体在2022
年百度通勤高峰拥堵指数这
一指标，排名直升 12名；成都
也不遑多让，同比上升6名。

作为人口流入强市，杭
州、成都的拥堵并不奇怪。
在十年新增常住人口十强城
市中，有 8座城市位于堵车前
20 名，仅有郑州和深圳两座
城市逃出“魔咒”，分列 34 和
25 名。而郑州和深圳，展现
超大特大城市交通治理的两
种路径。

在人口密度之外，交通
便利度与城市道路规划、生
产集聚区与生活集聚区的距
离等多个因素紧密相关。

郑州的经验在于，结合
实际需求对城市道路进行改
进。以中州大道（黄河立交
至陇海立交）段交通拥堵为
例，市自然规划局听取民生
意见，实施“一环十横十纵”三
期改造工程，通过车道拼宽、
优化路段出入口设置等综合
措施并行，提升路段通行能
力。

深圳的亮点在于，带状
组团式空间结构的前置布
局，使得城市各个城区均有
实力强劲的产业集聚，每个
组团的生产集聚区与生活集
聚区相对均衡，实现产城融
合、职住平衡，大大减少了通
勤距离，从而缓解交通通行
压力。

收入负增长背后的韧
性之问

收入是生活舒适度的底
气。研究团队继续沿用历年
惯例，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衡量 57 城的“腰杆”有多
硬。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上
北深广依然位居四强，其后
依次为苏州、杭州、南京、宁
波、厦门与无锡。苏、杭均为
7 万元以上，与深、广差距不
大，拥有向上进击甚至赶超
的实力。而 7 万元关卡的优
胜者，从 2021 年的上北两城
迅速进化到六城，展示了实
力与韧性。

领 先 者 的 清 单 引 人 瞩
目外，还有一座城市格外突
出——三亚。

这是 57城唯一一座收入
增速为负的城市。据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2年，三亚人均
居民可支配收入 37504元，比
2021 年 减 少 258 元 ，增 速
为-0.68%。

三亚的“失速”明显有着
特殊时期的特殊背景。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数据

显示，2022 年全市旅游总
收入为 434.71 亿元，同比
下降 41.8%；接待过夜游客
人数 1314.79万人次，同比
下降39.2%。

将近一半的跌幅，对
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三
亚来说堪称重创。同时也
为其敲响了警钟：城市如
何增加自身韧性？

在研究团队看来，若
从旅游业的单一视角跳脱
出来，多种产业类型、“多条
腿”同时走路，或许将更具
平衡力和稳定力。

以 另 一 座 热 门 旅 游
海岛——厦门为例。这座

“国际知名的花园城市”，曾
大力发展旅游业，全市全
年旅游收入在 2018年曾占
GDP 的 29.3%。作为厦门
旅游业的名片，鼓浪屿岛
上聚集了大量民宿、特色
小店和咖啡厅，符合人们
对浪漫海岛的想象。

但是，厦门在打造“城
设”的同时，还在低调修“内
功”。从 2014年“促进现代
服务业试点方案”，到 2022
年的“先进制造业倍增计
划”，厦门陆续培育计算机
与通讯设备、机械装备、旅
游会展、现代物流等多个千
亿产业，通过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打造自
己的硬核产业实力的同时，
也为人均 67999 元的可支
配收入铸造了根基。

因此，三亚应进一步
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抓住国家政策红利包，
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
点的基础上，布局前瞻性
新型产业、继续发展高新
技术企业，实现产业强则
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祝每座城市都有抗风
险、再出发的韧性与活力。

郭倩倩

江浙多出宜居城市，崖厦杭住房压力超一线……

中国中国舒适之城在哪里在哪里？？
近日，国内一家大型调查机构通过近

30 个量化指标，从生活舒适、市民准入、
市民待遇和公共空间体验四个维度，观察
当今中国诸城现状，推出《57 城生活舒适
度 榜 2023》，试 图 寻 找 中 国“ 舒 适 之
城”——

生活舒适度，是人们评价一座城市
时，最出于生存本能的考虑因素。在研究
团队看来，住（租）房压力小，百姓得以安

居；收入水平高，人们拥有更多物质选择
权；交通畅通度高，上班族通勤往来便利，
三者兼得，是为舒适。

研究发现，这是长三角在理想之城四
个子榜中，表现最为强势的一个指标领
域。在生活舒适度总榜十强的座次中，长
三角地区独占八席，其余两个是第三名的
佛山和第九名的长沙，分别是珠三角地区
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唯一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