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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地方政府机关搬迁现象

“政府搬家”的算盘
“城市资源的转移，不是单靠政府的力量就可

以实现的。沈阳曾经把博物馆建在南面很远的农

村，最后还是没有多少人去。”

当前国家对土地控制越来越严，特别是近年来

禁止党政机关新建大楼，地方政府搬迁的越来越

少。

近年来的城市化浪潮中，政府机关搬家现象，

在各地遍地开花。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县

市一级政府机构迁移非常普遍，地市级政府机构搬

迁也有很多，偶尔也有省级政府驻地搬迁。

在中国地方以往的治理实践中，经常用政府机

构搬迁当做拉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杠杆，或者是疏解

主城区功能、改善交通拥堵的手段。地方政府机关

搬迁往往在当地整个发展战略的框架之下，其搬迁

理由似乎都很有说服力。地方政府到底是如何盘

算的？搬迁之后的实际效果又是怎样？

喻女士是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居民。她家在市委党校旁边，距
离如今湖南省政府所在地不到10
分钟车程。

自 1999年起，喻女士家就在
市委党校家属区里，当时这里非
常“郊区”，“周边都是山和水，也
没有什么建筑，特别荒凉”。

变化来自湖南省政府驻地的
搬迁。2004年8月13日，国务院在
给湖南省的批复中写明：“同意湖
南省人民政府驻地由长沙市芙蓉
区五一中路迁移至长沙市天心区
湘府路。”两个月后，湖南省政府
迁入新址办公。

“湖南省政府之前靠近袁家
岭商圈，是长沙的CBD和老城区。
省政府新址靠南，更加接近湘潭、
株洲。”在长沙生活近20年的李先

生说。
湖南省政府迁址后，一些变

化慢慢发生。一是商业地产逐渐
增多，以前市委党校附近只有小
饭馆，省政府来之后立刻开了一
个大饭店；二是日常生活便利。之
前喻女士要去最近的超市，也要
坐上半小时公交车，现在走到附
近的超市只要十多分钟。

但对普通长沙人来说，现在
提到省政府还是会觉得是郊区。

“那边家具城挺多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不过基础设施比较齐
全，医院学校超市商场什么都
有。”

除了生活便利很多，让省政
府周边居民感受最直接的是房价
飞涨。“我家以前住的是市委党校
的老房子，”喻女士说，“省政府搬

过来后，周围楼盘越来越多，地价
也明显上涨。2008年，家里就把之
前的房子卖了，赚了一笔。”

迁址之初，湖南省宣称搬迁
目的是加快长（沙）、株（洲）、（湘）
潭三市融合的步伐。迁到新址后，
湖南省政府新机关院距市中心约
8公里，同时也将长沙与株洲和湘
潭的距离直接缩短。

不过，省政府旁边的普通市
民很难体会到长株潭一体化的进
展，他们只关心跟自己生活最相
关的部分。“这边生活越来越方
便，未必全是因为省政府搬迁所
致。城市化发展也是重要原因，因
为新省政府东南方有红星商圈慢
慢扩张。”喻女士说。

湖南省政府驻地搬迁之后

2006年 4月 27日，国务院发
布国函（2006）29号文件提出：同
意西安市人民政府驻地由西安市
莲湖区西华门大街迁至西安市未
央区凤城八路。

西安市政府本来位于西安城
墙圈内中心地带，为什么要搬去
北郊？“我觉着跟北京面临的问题
相似，”西安媒体人周欣（化名）告
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市政府在
市中心，周边交通非常拥堵。而且
政府办公场所也不够大。”早在
2003年，西安市委、市政府就“是
否搬迁”向市民公开征询意见，城
区交通拥堵成为推荐搬迁的首个
理由。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
会长张宝通此前对媒体表示，老
市府位于城区中心位置，因行政

驻地的带动效应，老城区经济社
会发展已到饱和的状态，且与古
城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城市旅游发
展相矛盾。而西安东郊和西郊已
大量开发，人居密集，唯有北郊是
一张“白纸”。

2011年 3月 1日，位于西安市
北郊凤城八路的新市府全面投入
使用。之后众多利好消息接踵而
至：位于北郊的西安高铁站 2011
年运行；西安市教育局负责人也
透露，将西师附小搬迁到凤城七
路附近，提升北郊的教育资源配
置；2015年 5月，西安市中医医院
迁至北郊并正式营业。

在行政强力推动下，西安北
郊的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提升。“北
郊过去是村庄，现在都是高楼大
厦。”一位接近西安市政府的人士

告诉记者，他过去走的路都是土
路，“现在面貌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在西安经商的孟先生眼
里，“买房子还是去南边。”虽然北
郊的商业发展迅速，已有众多商
业品牌进驻，但是孟先生发现，

“商业地产去是去了，但是去的人
太少，只有未央路一条街还比较
繁华。”

“行政机关搬迁大多是为了
城市新区开发，也有很多理论支
撑。”长期关注城市发展、曾为沈
阳策划操办“亚洲体育节”的宁湘
伟告诉记者，“城市资源的转移，
不是单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实现
的。沈阳曾经把博物馆建在南面
很远的农村，最后还是没有多少
人去。”

“西安北郊过去是村庄，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多次搬家。
2014年 5月，福建省政府正式批复
《关于南平市行政区划调整的请
示》，并同意“南平市政府驻地由南
平市延平区八一路 439号，迁至南
平市建阳区南林大街36号”——这
已经是南平市政府过去 45年来第
三次搬家了。

2013年 8月，湖北仙桃政府机
关在20年内第二次搬家，仙桃政府
斥巨资南迁引发广泛议论。据《中
国广播网》报道，仙桃市政府新大楼
总投资 1.5亿元，旧楼只用了不到
20年，已经被卖了出去。仙桃市几
乎所有的行政单位都将以这种卖旧
楼建新楼的形式陆续搬迁到新区。

“有些地方搬得有点频繁了，这
是对政府搬迁模式的过度使用。”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
国告诉记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完善，这种模式（对促进城市发展）
的影响越来越弱。”

上世纪90年代，此类模式在中
国地方使用得较为频繁，许多政府
都是在那时迁到新区。

“青岛在1990年代把政府从老
城区搬迁到浮山，现在的五四广场
旁边，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在郑国
看来，地方政府之所以集中在那时
搬迁，一是 1990年代是中国城市
化、工业化最快的时期，城市快速扩

张；二是土地财政。中国土地使用
制度从1990年代改革，特别是中央
和地方实施分税制后，土地财政在
地方收入中占更高比重，地方政府
便通过土地开发来增加收入。

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的开
发新区热潮以及政府搬迁，都是为
了配合土地财政。况且当时国家对
土地管控相对宽松，致使政府搬迁
的现象在全国交替上演。

从以往实践案例中看，政府搬
迁未必一定能够带动城市发展。“深
圳、青岛成功了，鄂尔多斯则是很典
型的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郑
国说，“城市发展有集聚效应和扩散
效应，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时，城市是
需要集中的，此时把政府搬到郊区
就会出问题；如果城市规模已经扩
大了，需要建新城、新区，此时把政
府搬迁出去是有利于调整城市空间
结构的。”

除此之外，一个城市的发展速
度对“政府搬家”能否见效也很重
要。“政府在搬迁中首先要解决投资
的问题，需要一大笔钱。如果城市
处在缓慢发展时期，经济不景气，这
时迁出去，投资是比较困难的。”郑
国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如果经济
发展速度快，政府搬迁出去，投资能
够跟上，效果很快就出来了。”

（据南方周末）

在宁湘伟看来，“政府直接发
展新区的构思，往往都是出于强势
政府的自信。许多政府机关搬离
老城区后，生活也不方便，新建的
配套设施往往都跟不上。”

同时，城市发展受主政者的思
维影响极大。更重要的是，地方每
一届领导上任之后想法千差万别，

“今天这个领导想往东发展，新来
的领导又想往西，政策总是游移不
定。”宁湘伟告诉记者，“沈阳多年
来就有市政府搬迁的传言，但一直
没有动。其实，城市的发展最终要
受各种利益的制约，迁移往往带来
巨大的成本。沈阳迁移比较成功
的是大学，大学有主动搬迁的动

机，地方大了，学生数量可以迅速
增加。”

如果仔细梳理全国各地的发
展思路，许多城市都有靠政府搬家
带动新区的想法。2011年 1月，海
南省海口市新行政中心启用，包括
海口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部分机
构、市政协等部门，都迁往滨海大
道长滨路的新办公区。有关人士
表示，新办公区的建设是贯彻海口
市“西拓”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以行政中心建设为突破口，带动
教育和高科技产业功能区、旅游度
假功能区建设，从而全面加快西海
岸新区建设。”

“发展新区的构思，
往往出自强势政府的自信”

“有些地方搬得有点频繁了，
这是对政府搬迁模式的过度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