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l3卷第 3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1．13 No．3 2007 

巾夕 城市群发展及其对 

巾原城市群昀启示 

王召东，樊俊锋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区 

域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点。本文从界定城市群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对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进 

行研究，并结合河南省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分析，提 出促进中原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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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群 的形 成是 各城 市之 间克 服 单个 城 市 在 资源 等方 面 的不 足 ，在更 大 区 

域范 围 内调整 资源 配置 、实现共 同增 长 的关 系越 来 越 密切 的 过 程 。一个 内部 经 

济发展 协 调的城 市群 可 以使地 理位 置 、生产 要 素 和 产业 结 构 不 同的 各 等级 城市 

承担不 同的经济 功能 ，在 区域范 围内实 现单 个 城 市无 法 达 到 的规 模经 济 和 集 聚 

效 应 。因此 ，近年 来河 南省 为加 速 区域经 济增 长和 推进城 市化 发展 ，提 出 了中原 

城 市群 战 略 。 

一

、城 市群 的相关 理论 

(一 )城 市群 的定 义 

英 国学 者霍 华 德 (E．Howard，1898)最 先 从 城 市 群 体 (Town)的角 度 来 研 究 城 

市 ，明 日的 田园城 市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 的“田园城市 ”正是 通过 “组合 

群体 ”来 协调 和发 展 的 。随后 ，许 多 欧美 学 者 对 城市 群 理 论 进 行 了更 深 入 的研 

究 ，但 真 正 具 有 现代 意 义 的城 市 群 概 念 当 属 法 国地 理 学 者 戈 特 曼 (Jean．Gott- 

man)在 20世 纪 50年代 提 出的概 念 ，他 认为 城市 群 是城 市 发 展到 成熟 阶段 的最 

高空 间组 织形式 ，是 在地 域上 集 中分 布 的若 干城 市 和特 大 城 市集 聚 而 成 的庞 大 

的 、多核 心 、多层 次城 市集 团 ，是大 都市 区 的联合体 。 

由于中 国的城市 化是 在城 乡 隔离 制度 的独 特背 景 下 推进 的 ，都 市 区的发 展 

受 到了严 重制 约 。同时 ，由于中 国城市化 还 正处 于快速 推进 时期 ，真正 的戈特 曼 

意义上 的大都 市 连 绵 区还 处 于发 育 过 程 中。 因此 ，国 内学 者 更 喜 欢 用 城 市 群 

(Urban Agglomeration)来 指称 在 中 国城 市化 过 程 中 ，在特 定 地 域 范 围 内 ，由若干 

个 不 同性质 、类 型和 等级规 模 的城市 基 于 区域 经 济发 展 和 市场 纽 带 联系 而 形成 

的城市 网络 群体 。 

20世 纪末期 以来 ，伴 随着市 场经 济 的深入 发 展 和工业 化 、城 市化 的推进 ，城 

乡隔离 制度 的逐 步消 除 ，中 国以大 中城市 为 核 心 的都 市 区 在一 些 经 济较 为发 达 

的地 区获得 了快 速发展 。因此 ，在对 中 国城 市群 的认 识上 ，既要 强调城 镇 之 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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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互作 用 与 功 能互 补 ，也要 强 调 城 乡之 间 的互 动 和 

都 市 区的扩展 。这样 ，可将 城 市群 定 义 为 ：在 一 定 规 

模 的 地域 范 围 内 ，以一定 数 量 的 超 大或 特 大 城 市 为 

核 心 ，以 众 多 中 小 城 镇 为 依 托 ，以多 个 都 市 区 为 基 

础 ，城镇 之间 、城乡 之间 紧密联 系 而形 成 的具 有 较 高 

城 市化水 平和 城镇密 度 的城市功 能地 域 。 

(二 )城 市群 的特 征 

城市 群 的 特 征 归 纳 起 来 ，包 括 如 下 三 个 方 面 ： 

(1)内在 有机性 。城市 群 并 不 是 自然 地 理 意 义 上 的 

城 市 密集 分 布 ，它 具 有新 的不 同于 各城 市 简 单 加 和 

的整体 特征与 功能 。城 市群体 发 展可 使 区域 经 济 在 

生产 要素 的组 织与创新 方 面具 有 较强 的可 更 新 性 和 

自生性 ，促进 地 区产 业结 构 不 断 优化 并 形 成 良好 的 

产业 布 局 ，从而 使得各 城市 优 势互 补 ，产 生最 大 效 益 

并 实现 资源 的集 约 利用 。而 且 ，城 市 群体 发 展 有 利 

于基础设 施共 享 、区域资 源合 理开 发 、环 境 污染 的地 

区性治 理 、地 区性 防灾 等 。城 市 间 的 密切 联 系 与 强 

烈的相互作用增强 了城市经济 与文化的辐射 ，加速 

了城市化 进程 和城 市 文 明在 乡村 的普 及 。 (2)空 间 

上 的层 次性 。区域是 一个 在空 间 范 围 内具有 差 别性 

和层 次性 的范 围概念 。 由于城 市 群作 为 一个 区域 组 

织 ，其 空 间 载体 是 由发 挥 中心 职 能 和 经济 组 织 职 能 

的中心 城市辐 射周边 城 市所 组成 的 城市 体 系 ，因此 ， 

就 中心城 市所 具有 的地理 范 围差 异 以及 中心 城 市 经 

济地位 和经济规模影 响而言 ，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 

空 间范 围也具 有差 别性 和层 次 性 。 (3)经 济 上 的能 

级 均衡性 。从 发 达 地 区的 城 市 群来 看 ，一 个 成 熟 的 

城市群 内具有 高效 的联 系 系统 ，包 括 ：各 城 市 之 间经 

济管理 技术指 导与 交流 系统 ；生产 装 备 、技 术装 备 和 

技 术援 助系统 ；文化 科技 教育 服务 系统 ；流 动 式 的居 

民生活服务系统 ；邮寄和流动商业系统 以及现代通 

信 联络 的技术 系统 等 。这些 高效 的联 系系统 使 城 市 

群 内部 的 地理 摩 擦 几 近 于零 ，且 每 个 城 市都 表 现 出 

极大 的开放性 。城 市群 内合 理 的城 市分 工 构成 的产 

业支持 网络使 个体 城市 可专 注 于 自己的核 心 竞争 力 

塑造 ，有 效 地 避 免 了各 自为 政 和 破 坏 性 竞 争 行 为 。 

而且 ，迅 速 而低 成 本 的技 术扩 散 将 带 来 巨 大 的溢 出 

效应 ，加速城 市群 内技术 知 识 的积 累 ，增 加 整 体创 新 

发生 的可能性 。统 一 的城市 群 大市 场可 创 造 良好 的 

资本流动条件 ，各城市可有效利用金融 的外部性 ，吸 

纳城 市群 的 资金 和 人 才 ，减 少 各 城 市 的能 级 差 。整 

个城 市群 因此表 现 出能级均 衡 的发展 态势 。 

(三 )城 市群 的功 能 

其 一 ，要 素 集 聚 功 能 。城 市 群 所 构 成 的经 济 圈 

具有一 定 范围 内集聚 和扩散 商 品与 各类 生 产 要 素 的 

能力 。 由于都市 圈 打破 了 区域 行 政 分 割 ，降 低 了交 

易 成 本 ，加 之 科 技 力 量 较 强 、资 本 和技 术 有 一 定 优 

势 ，具备 发展 较 高 层 次 产 业 的条 件 ，能 吸 引 资本 、劳 

动力 、技 术 、信 息 等 要 素 向城 市 群 聚 集 ，理 论 界 称 之 

为 “极化效 应 ”。都 市 圈 首先 是 一 个 集散 中心 ，是 区 

域经济循环网络的重要空间节点。凭借较优越的交 

通 和信 息 服 务 ，成 为 大 宗 商 品 的交 易 地 和进 出区 域 

货物 的 中转 中心 。伴 随商 品 流 的集 散 ，技术 流 、资 金 

流、信息流 、人才 流也将高速 集散。生产 要素 的积 

聚 ，有利 于在 城市 群 内部 形成 协 调有 序 、分 工合 理 的 

产业 体 系和产 业集 群 ，减 少产 业 雷 同 ，避 免 盲 目竞 争 

和资源浪 费 。都 市 圈要 成 为 区域 性 中心 ，必 须 在 区 

域经 济活 动 中 有 效 地 实 现 商 品 和要 素 的集 聚 与 扩 

散 ，成 为 区域 内商 品 、资 金 、技 术 、信 息 、人 才 流 动 的 

中心。 

其二 ，辐射 带 动功能 。随 着 城市 群 规模 扩 大 、产 

业 升级 、效益 提高 、技术进 步 加快 、创 新 能 力增 强 ，它 

必然 对周 边地 区产 生强 大 的辐 射 和带 动 作用 。 中心 

城市极化作用将带动综合经济中心的形成 ，成为本 

区经 济振 兴 的基地 ，成为新 技 术 、新产 品 的开发 推 广 

中心 以及 带动 区域 经济腾 飞 的龙头 。 

其三 ，整体 竞 争 功 能 。通 过 城 市 群 经 济 社 会 一 

体化 协调 发展 ，使各 城市 之 间形 成合 力 ，增 强参 与 国 

内国际竞 争 的整体 实力 。而 且 有利 于 用地 空 间统 一 

布局 ，克 服各个 城 市分散 规划 、分块 建 设 的现 象 。利 

用都市圈内城市相邻 的条件 ，统一规划用地，合理布 

局新 建企 业 ，提 高单 位 土地 的经 济产 出率 ，起 到节 约 

耕 地 的作 用 。如 果 采 取 都 市 圈 战 略 ，在 有 限土 地 面 

积 上 容纳 更 多城 市 人 口，减 少企 业 和 基 础设 施 的重 

复 建设从 而少 占土地 ，才能 做 到既 完成 工 业化 ，又保 

护 了耕 地 的基 本需 求 。 

其 四 ，区域 创 新 功 能 。城 市 群 的兴 起 必 然 伴 随 

着 技 术 和制 度 上 的创新 行 为 ，必 然 聚 集 许 多有 创 新 

能 力 的企 业 ，不 断推 出新 的企业 组 织 形 式 和 经 营体 

制 ，转换 政 府 管 理体 制 和运 行 机 制 。城 市 群 体 内创 

新行为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促进周边地 区 

的发展 ，成 为 区域 发展 的动 力 。 

二 、国 外城市 群发 展研 究 

(一 )国外城 市群 发展现 状 

西 欧是 工业 化 和城 市 化 进 程 开 始 最 早 的地 区 ， 

城市化 水平 高 ，城 市 数 量 多 ，密度 大 ，均 以 多个 城 市 

集聚 的形 式 形成 城 市 群 ，如 英 国 的伦 敦一 伯 明翰一 

利物浦 一曼 彻斯 特城 市群集 中 了英 国 4个 主要 大 城 

市和 10多个 中小城市 ，是英 国产业密集带 和经济核 

心 区 ；法 国 的 巴 黎一鲁 昂一 勒 阿 弗 尔 城 市 群 是 法 国 

为 了 限制 巴 黎 大都 市 区的 扩展 ，改变 原 来 向心 聚 集 

发 展 的城 市 结构 ，沿 塞纳 河 下 游 在更 大 范 围 内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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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工 业 和 人 口而 形 成 的 带 状 城 市 群 ；德 国 的莱 

因一鲁 尔城 市群 是 因工矿业 发 展 而形 成 的多 中心城 

市 集 聚 区 ，在 长 116公 里 、宽 67公 里 范 围 内 聚集 了 

波恩、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等 20多个 城市 ，其 中 

50—100万人 的 大城市 有 5个 ；荷 兰 的兰斯 塔 德 城市 

群 是 一个 多 中心 马蹄 形 环状 城 市群 ，包括 阿姆 斯 特 

丹 、鹿特 丹和 海牙 3个 大城 市 ，乌 德支 列 、哈勒 姆 、莱 

登 3个 中等城市 以及众 多小城市 ，各城市之 间的距 

离仅 有 10—20公 里 。该 城 市 群 的特 点 是 把 一 个 城 

市所 具有 的 多 种 职 能分 散 到 大 、中、小 城 市 ，形 成 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空间组织形式 ，以保持整体 的统 

一 性 和有序 性 。 

美 国城市 群 的形 成 与 制 造 业 的发 展 密 切 相 关 ， 

三大 城市群 都分 布在 制 造业 发 达 地 区。波 士 顿一 华 

盛 顿城 市 群 分 布 于美 国东 北 部 大 西洋 沿 岸平 原 ，北 

起 波 士顿 ，南至 华盛 顿 ，以 波 士 顿 、纽 约 、费 城 、巴 尔 

的摩、华盛顿等一系列大城市为 中心地带 ，其 间分布 

的萨 默尔维 尔 、伍 斯 特 、普 罗维 登 斯 、新 贝 德 福德 、哈 

特福特、纽黑文、帕特森、特伦顿、威 明尔顿等城市将 

上 述特 大 中心 城 市 连 成 一 体 ，在 沿 海 岸 600多 公 里 

长 、100多公里 宽 的地 带上 形成 一个 由 5个 大 都 市和 

40多个 中小 城 市组成 的超 大 型 城 市 群 ，面积 约 13．8 

万 平方公 里 ，人 口约 4 500万 ，城 市 化 水 平 达 90％ 。 

虽然 面积 占国土面 积 的 比重 不到 1．5％ ，但 却 集 中 了 

美 国人 口的 20％左 右 ，它是 美 国经济 核 心地 带 ，制 造 

业产值 占全 国的 30％ 。各个 城市 都有 自己 的特殊 功 

能 ，都有占优势的产业部 门，城市之间形成紧密 的分 

工协 作关 系 。芝 加 哥一 匹兹 堡 城 市 群 ，分 布 于美 国 

中部 五大湖 沿岸地 区 ，东起 大 西洋 沿 岸 的纽 约 ，西 沿 

五大湖南 岸至芝加哥 ，其 间分 布有 匹兹堡 、克利 夫 

兰、托利多、底 特律 等大 中城市以及 众多小城市 ，城 

市总数 达 35个 之 多 。这两 个 城 市群 集 中 了 20多个 

人 口达 100万 以上 的大都 市 区和美 国 70％ 以上 的制 

造业 ，构成一个特大工业化区域 (又称之为“制造业 

带”)，这一地带是美 国212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 、人 

口最稠密 的地 区。第 三个 城市群 ，即圣地亚哥一 旧 

金 山城市 群 ，分 布 于美 国西 南部 太 平 洋 沿 岸 ，以洛 杉 

矶 为 中心 ，南起 加利 福尼 亚 的圣 地 亚哥 ，向北 经 洛 杉 

矶 、圣 塔 巴 巴拉 到 旧金 山海 湾地 区和 萨克拉 门托 。 

日本 是亚 洲地 区 城 市 群 发 展 程 度 最 高 的 国 家 ， 

已形成 典 型 的城 市 群 。 日本 城 市 群 又 称 为 “东 海 道 

太平洋 沿岸 城市 群 ”，由东 京 、名古 屋 、大 阪 三大 都 市 

圈组成 ，大 、中、小 城 市 总数 达 310个 ，包 括 东 京 、横 

滨、川I崎 、名古屋、大阪、神户、京都等大城市 ，全 日本 

11座 人 口在 100万 以上 的大 城 市 中有 10座 分布 在 

该 城市 群 区域 内。三 大城 市 群 面 积 约 10万 平 方 公 

里 ，占全 国总面 积 的 31．7％ ；人 口近 7 000万 ，占全 

国总 人 口的 63．3％ 。它集 中了 日本 工业企 业 和工 业 

就业 人数 的 2／3，工业 产值 的 3／4和 国 民收入 的2／3。 

三大 城 市 群 以及 各 主要 城 市各 具 特 色 ，发 挥 着各 自 

不同的功能。其 中，作为东京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东 

京 的 城 市 功 能 是 综 合 性 的 ，是 日本 最 大 的 金 融 、工 

业 、商 业 、政治 、文 化 中心 ，被 认 为 是 “纽 约 +华 盛 顿 

+硅谷 +底特律”型的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世界 大 

城 市 。 

(二 )国外城 市群 发展 特 点 

城 市群 是伴 随 工业 化 而 出现 的 ，因此 它 主 要 分 

布在上述发达工业化 国家，其特点有五个方面。 

第一 ，具有 良好 的地理 位置和 自然条件。国外 

城 市 群都 位 于适 宜 人 类 居 住 的 中纬 度地 带 ，并 且 都 

处于平原地 带。平原地带便于农 业耕作、居住和交 

通联 络 ，因此 人 口总是 向平 原 集 中 ，导 致 城 市也 向平 

原集 中。如 日本是一个 岛国，平原面积狭窄 ，仅 占国 

土面积的 24％ ，最大的平原是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 ， 

其次 是 名 古 屋 附近 的浓 尾 平原 和京 都 、大 阪 附近 的 

畿内平原。 日本的人 口和经济高度集 中于这三大平 

原地带 ，在工业化过程 中，这三大平原逐渐发展成三 

大 城 市 群 ，它 集 中 了 日本 全 境 63．3％ 的 人 口 和 

68．5％ 的 国民生产 总值 。 

第二 ，具有 中枢的支配地位。国外 的超大 型城 

市 群 往 往 都 是 国家 或 洲 际 的 中枢 ，乃 至全 世 界 的政 

治经济 中心 ，它常常集外贸门户职能、现代化工业 职 

能 、商业 金 融 职 能 、文 化 先 导 职 能 于 一 身 ，成 为 国家 

社会经济最发达 、经济效益最高的地 区，具有发展 国 

际间联系的最佳 区位优势 ，是产生新技术、新 思想 的 

“孵 化器 ”，对 国家 、地 区乃 至世 界经 济发 展具 有 中枢 ， 

的支 配 作用 。如 美 国大西洋 沿 岸 城 市群 是 美 国最 重 

要的工商业区 ，其 中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 ，纽约是联 

合国总部所在地 ，表 明这一核心区域不仅是美 国的 

政治 中心 ，而且 也 是世 界政 治活 动 的 中心地 。 

第三 ，具有完整 的城市等级体 系。城市群是一 

个 巨大 的城市 群体 ，不仅 拥 有数 个 大 的 中心 城 市 ，而 

且 还 有大 量 的 中 小 城 市 ，是 一 个 包 括 大 、中 、小 城 市 

和市镇 的城市群体。其 中，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形 成 

和发展 中起 着 核心 作用 。 中心 城市 是 人 口与产 业集 

聚 的引 力 中心 ，世 界 上 已形 成 的 城 市群 中 的 中心 城 

市都 是 由 2个 以上大 城 市或 特 大城 市 组 成 。如美 国 

东 北部 大西 洋 沿岸 和五 大湖 沿岸 以及 西部 太 平洋 沿 

岸 3大 城市 群都 集 中了美 国的 主要 大 城市 ，日本 、英 

国的城市群也都 以首都等大城市为核心。 

第四 ，空间体系结构形 态大多沿长轴呈带状拓 

展。世界城市群大多都是 长轴呈 带状拓展 ，也有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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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结构拓 展 的 。如 美 国大 西 洋 沿 岸 、太 平 洋 沿 岸 

两个 城 市 群 、日本东 海 道 太 平 洋沿 岸 城 市 群 等均 沿 

海岸 延伸 ，呈现 出带状 的空 间结 构特 点 ，而 欧 洲西 北 

部城 市群 略呈环状 拓展 。 

第 五 ，具有 发 达 的 区 域性 基 础设 施 网络 。交 通 

运输业 和信 息产业 的快 速发 展是 国外城 市 群 发展 的 

主要 驱动力 。国外 城 市 群 大 多 拥 有 由 高 速 公 路 、高 

速铁 路 、航 道 、通 讯 干 线 、运 输 管 道 、电力 输 送 网 和 

给 、排 水管 网体 系构 成 的 区域 性 基础 设 施 网络 ，其 中 

发 达 的铁 路 、公 路设 施 构 成 了城 市 群 空 间结 构 的骨 

架 。不 论城 市 群 的空 间结 构 形 态 如 何 ，城 市 群 总 有 

一 条产业和城镇密集分布的走廊 ，通过发达的交通、 

通讯 网络相 连 。同时 ，城市群 区域 内除 城 市用 地 外 ， 

还有大 片 的农 田、林 地 相 间 ，作 为 获 取 新 鲜农 产 品 、 

提供游 憩场 所和改 善环 境 的空 间有 机组 成部分 。 

三 、中国城市 群发展 研 究 

(一 )中 国城 市群发展 现状 

进 人 20世纪 90年 代 ，随 着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济体 制 目标的确 立 以及市 场化 改革 力 度 的不 断 加 

大 ，中国 的城 市化进 程 加快 ，大城 市 的辐 射 带 动作 用 

及 综合 功能 不断增 强 ，城 市 间开 放度 加 大 ，市场 纽 带 

作 用 加强 ，初 步 出现 了区域一 体 化态 势 ，崛 起 了一 批 

初 具规 模 的城市 群和正 在形 成 中的城 市群雏形 。 

目前 ，中 国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代 表 性 城 市 群 主 要 

是 ：以上海 为 中心 、南京 和杭 州 为次 中心 的长 江三 角 

洲 城 市群 ，共有各类 城市 55个 ；以广州 为 中心 、深 圳 

和珠海 为次 中心 的珠江 三角 洲城 市群 (不 含香 港 、澳 

门)，共有各 类城 市 24个 ；以北 京 和天 津 为 中心 、青 

岛 和大 连 为 次 中心 的 环渤 海 地 区城 市 群 ，共 有 各 类 

城市 52个。这三大城 市群不论从人 口和产业 的集 

聚程度 ，还 是从 中心城 市规模 和总体 城 市 数量 而 言 ， 

都已具备大都市连绵区(Extended Metropoliation Re— 

gion)的基本特 征 ，是 正 在 形 成 中 的 中 国大 都 市连 绵 

区 。此外 ，中 国还 出现 了 一 大批 正 在 形 成 中 的城 市 

群雏 形 ，如 以成 都 和重 庆 为 中心 的 四川 盆 地城 市 群 

(简称 “成渝 城市 群 ”)、以武 汉 为 中心 的江 汉 平原 城 

市 群 (简称 “武汉 城 市群 ”)、以长 沙 为 中心 的湘 中地 

区城 市群 (简称 “长株 潭 城 市群 ”)、以西安 为 中心 的 

关 中地 区城 市群 (简称 “关 中城 市 群 ”)、以郑 州 为 中 

心 的 中原 地 区城 市群 (简 称 “郑 州 城 市群 ”)、以哈尔 

滨 为 中心 的 松 嫩 平 原 城 市 群 (简 称 “哈 尔 滨 城 市 

群 ”)、以福 州 和 厦 门 为 中 心 的 闽 东 南 沿 海 城 市 群 

(简称“福厦城市群”)等等。 

(二 )中国城 市群 发展 特点 

改革 开放 以来 ，中 国城 市 经过 20多 年 的迅猛 发 

展 ，经济实 力 不 断增 强 ，集 聚效 应 明显 增 加 ，已经 形 

成 了一 批城 市群 和都市 圈 。 

第 一 ，城 市 群 格 局 已初 具 雏 形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地位 日益 突 出。 目前 ，中 国城 市群 区域 已经 形 成 

了 国家 级 城 市 群 、地 区 级 城 市 群 和 地 方 级 城 市 群 。 

不同等级的城市群具有镶嵌结构特点。国家级城市 

群 由大 都 市 中 心 支 配 ，具 有 阶 梯 状 规 模 等 级 特 征 。 

目前 中 国主要 国家级城 市群 有 以上 海 、南京 、杭 州 为 

中心 的长江 三角洲 城市 群 ，以北 京 、天津 为 中 心 的环 

渤 海 城市 群 ，以广 州 和深圳 为 中心 的珠 江 三 角洲 城 

市 群 ，以成都 、重庆 为 中心 的蓉 渝 城 市 群 ，以武 汉 为 

中心 的长江 中游城 市群 ，以沈 阳、大 连 为 中心 的辽 中 

南城 市 群 。地 区级 城 市 群 嵌 套 在 国家级 城 市 群 中 ， 

通 常被 一个单 一大 都 市 核心 组 织成 统 一体 ，在 地 区 

级城 市 群 中城 市规模 较 小 。中 国主要 的地 区级 城 市 

群有 以厦 门、泉 州 、漳 州 、福 州 为 中心 的环 泉 州 湾 城 

市 群 ，以郑州 为 中心 的中原地 区城 市群 ，以长 沙 为 中 

心 的 长株 潭 城 市 群 ，以西 安 为 中心 的陕 西关 中城 市 

群 ，以济南 、青 岛 为 中心 的 山东半 岛城 市群 等 。地 方 

级 城 市 群包 含 在 地 区级 城 市 群 中 ，代 表 城 市居 民的 

生活空间，并随着每一地方中心的影响对邻 近区域 

的延 伸 、吸引 和再组 织 而发 展 。此类 城 市 群数 量 多 ， 

类 型也 多样 。 以上 这 些 城 市 群 有 的 已基 本 成 型 ，有 

的正处 于雏形 阶段 。 

第 二 ，城 市 群 发展 地 区 差 异 明 显 。从 空 间布 局 

看 ，这些 城市 群约 2／3分 布 于东 部 沿海 地 区 ，除珠 三 

角、长 三角 、环渤 海 湾 三 大 城 市 群 外 ，还 有 环 泉 州 湾 

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其余 1／3 

位 于 中西 部 地 区 ，如 西 部 的 渝 蓉 城 市 群 、关 中城 市 

群 ，中部 的长 江 中游 城 市 群 、长 株 潭 城 市 群 、中原 城 

市群。从经济 和人 口在城市群 的空间聚集程度看 ， 

中 国城 市 群 的发 展 速度 呈 现 从 南 向北 、从 东 向西 依 

次 递减 的态 势 。从 城 市 群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看 ，城 市 群 

人均 GDP及其增长速度呈现南 高北低、东高西低 的 

发 展态 势 。从 城 市 群 内部 城 市 的规 模 结 构 看 ，改 革 

开放初期环渤海湾城市群是 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 

城 市 群 体 系 最 完 整 的地 区 ，但 就 现 状 来 说 ，沿 海 地 

区三大城市群中珠三角整体 的城市化水平最高 ，长 

三 角城 市体 系相 对 比较 完善 。 

第 三 ，城 市 群 内城 乡统筹 体 系建设 逐 步 建立 ，基 

础 设施 建设 进一 步完善 。城 市 群 内城 乡一 体 化 开始 

显 现 。 乡镇 企业 的高 速发展 成 为推 进 城市 化 的重 要 

动力 ，以较为集 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 

工业发展模式 ，在城市群 内部传统 的农业生产方式 

逐 渐 纳人 到整个 社会 化 的分工 体 系 中 。提 出城 市反 

哺农 村 ，工业 反 哺农 业 ，城 乡经 济 表 现 出相 互 交 融 、 

利 益共 享 、风险 同担 的趋势 ，使 区域 的整体 经 济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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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 益得 以提 高 。随着 中 国城市 群 经 济 的持 续 高 速 

发展 。城 市 间 的基 础 设 施 体 系 建设 加 快 。如 在 珠 三 

角 开始建设 以广州 为核 心 的城 际轨 道 交 通 。在 长 三 

角 以上海 为核 心 ，以一小 时单 程 出行 时 间为 标准 ，建 

设都 市 圈快 速 交 通 网 络 。在 城 市 群 内部 城 市 、镇 及 

农村 居 民点之 间正 由发 达 的交通 和 快捷 的通讯 等基 

础设施 连 成一 体 。 

四、中外城 市群 发展 经验 对 中原 城 市群 的启 示 

(一 )中原城 市群 发展 现状 

中原 城市群 就 是 以郑 州 为核 心 ，以洛 阳、开封 为 

支撑 ，包括 新 乡、焦作 、许 昌、平顶 山、漯 河 、济 源 9个 

城市 构成 的城市 群 体 。其 中 ，有 特大 城 市 2个 、大城 

市 4个 、中等城 市 2个 、小城 市 15个 、县 城 34个 、建 

制镇 374个 ，城 镇 密 度 为 7．3个／平 方 公 里 、城 镇 化 

水平 为 31．8％ ，土 地 面 积 5．88万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3 836万 。分 别 占河南 省 总量 的 35．2％ 和 40．1％ 。中 

原城 市群建 设不 仅是 国家 整 体产 业 空 间发 展格 局 的 

重要 一环 ，也是 中西 部地 区发 展 崛起 的关键 支撑 点 ， 

更是 中原 经济 隆起 的根本 途径 和必 由之 路 。 

中原城 市群 在 框 架 上 分 三 个 层 次 ：第 一 层 次 是 

大郑州 都 市圈 ；第 二层 次 以郑 州 大都 市 圈 为 中心 ，以 

洛 阳、济源 、焦作 、新 乡 、开 封 、许 昌、平顶 山 、漯 河 等 8 

个 中心城 市为结 点 ，构 成 中原 城 市群 紧 密联 系 圈 ；第 

三层 次为 外 围带 。这 一 区 域城 市 布 局 紧凑 ，经 济 联 

系 日益 紧 密 ，是 河 南 省 总 体 发 展 水 平 最 高 的地 区。 

该 区域 的 GDP和 财政 收入 分 别 占河 南 省 的 55．2％ 

和 55％ ；工 业增 加值 在 GDP中 比重 达 到 46．2％ ，占 

河南省 工业 增加 值 的 59．6％ ；第 三 产 业增 加 值 占河 

南省 的 59．9％ ；社会 消 费 品零 售 总 额 和 出 口总 额 分 

别 占河 南省 的 56．9％ 和 75．5％ ；年末 居 民储 蓄余 额 

达2 852亿元 ，占河 南省 的 58％ 。金融 、房地 产 、现 代 

物流等 服务 业发 展迅 速 。 

中原城 市 群 产 业 集 群 的 发 展 主 要 依 托 中 心 城 

市 ，大 多分布 在 郑 州 ，产 业 集 群 化 趋 势 明显 ，带 动 了 

相关产 品 和产 业 的发 展 。 近年 ，中 原 城 市群 的 产 业 

发展无论 是 在空 间布局 上 ，还是 在 产 业 配套 上 ，都 呈 

现出 了较为 明显 的集 群 化 趋 势 。一 方 面 ，核 心 企 业 

的产业 扩散带 动 了上下 游产 品 的发展 。这 主要 表 现 

为 以核心 企 业 为 支撑 点 的产 业 集 群 ，如 以 中铝 河 南 

分 公 司 为核 心 的郑 州 上街 铝 工 业 产 业 集群 ；另 一 方 

面 ，产业 集群 也 带 动 了农 牧 业 、商 贸 流 通 、物 流 配 送 

等服务业 的发 展 ，如漯河 源 汇 区 肉类 加工 集 群 、郑 州 

食 品加 工集群 、郑 州服 装 加 工 产 业 集群 等 。2004年 

中原城 市群 的 GDP 占全省 的 44．76％ ，而 中原 城 市 

群 总量 扩张对 全省 总量 扩 张的贡 献率 为 51．62％ ，对 

全 省增长 的贡献率 为 54．13％ ，均 超过 其 占全省 比重 

的 7—10个 百分 点 ；在第 二产 业 、第 三 产业 及 财政 收 

入等 方 面 。无 论 是 对 全 省 经济 总量 的扩 张 还 是对 全 

省经 济增 长 的拉 动 ，平 均 贡 献 率均 高 于 其 占全省 的 

比重 。产 业集 群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经 济 集 聚 度 ，形 成 

了 良好 的产 业 集 聚效应 。 

目前 。中原城市 群 的 主要 问题 是城 市 布 局分 散 、 

产业 同构 、内部竞争 严 重 ，尚未形 成 城 市群 的 整 体优 

势 。建设 中原 城 市 群 的关 键 在 于 通 过 政 策 引 导 、外 

力 推 动 ，促 进 各 城 市 功 能 互 补 、联 动 发 展 ，提 高 城 市 

群 系 统整 体功 能 。 

(二 )中外城 市群发展 对 中原城 市群 的启 示 

中原 城市 群发 展 的关 键 是 加 快 由 目前 的 “区划 

城 市 ”向“经济城 市 ”转 变 ，遵 循 市 场 规律 ，协调 城 市 

功能分工 。密切经济联系 ，促进各类要素整合 ，形成 

在 国际 国 内市 场具 有竞 争活 力 的特 色鲜 明的产 业 支 

撑 ，实现优 势互 补 ，合 力 推进 。 

其一 。培 养增 长 极 ，实 现 中心 城 市 跨 区 域 扩 张 。 

根据 增 长 极 理论 ，中心 城 市 是周 围地 区经 济增 长 的 

动力 源 ，通 过 向周 围地 区 的创 新 扩 散 、信 息 传 播 和产 

业 关联 效 应等 带动周 围地 区 的经济 发 展 。 中原城 市 

群 要 实 现 一 体化 发展 ，各 个城 市 的功 能定 位 就不 能 

仅 仅 从 自己的 特 点 和 自己 的需 求着 眼 ，而应 从 整 个 

城 市 群 的特 点 和 需求 着 眼 ，使 得 群 内某 个 城 市 的优 

势 功 能成 为整 个城市 群 的这 种功 能 的最 重 要 组成 部 

分 。作 为 河南 省 最 大 的 城 市 ，郑 州 市 应 以建 设 全 国 

区域性 中心 城市 为 目标 ，加快 发 展 步伐 ，重 点 打造 郑 

东 新 区 ，使 其 成 为 中原 城市 群 经 济 隆 起 带 的一 个 亮 

点 、新 的增 长点 和带 动点 ，从 而使 郑 州成 为 中原 城 市 

群经济隆起带发展的龙头。 

其 二 ，加快 基 础 设 施 一 体 化 建 设 步伐 。交 通 是 

大 都 市 区形成 的 重要 条 件 ，也 是 大 都 市 区 空 间有 序 

发 展 和空 间合理 组合 的关 键 。城 市 的效 率 源 于基 础 

设 施 的一体 和共 享 ，同样 ，城市 群 的效 率 也 依赖 于 群 

内各城 市之 间基 础设 施 的一 体化 ，所 以 ，基 础设 施 一 

体 化是 城市 群建设 的必然 要 求和 主 要 内容 。 中原 城 

市 群 的交通 设施 的一 体化 首先 是 以群 内城 市高 速公 

路 建 设 为 主 ，除 了 已经建 成 和 正 在 建设 中 的连 接群 

内各 城 市 的 高速 公 路 之 外 ，应 尽 快 规划 建 设 城 市群 

内以郑 州为 中心 的放 射状 以及 周 边 8个 城市 各 自相 

接 的菱 形高 速公 路 网 ，打造 半小 时到 一小 时 城 市 圈 ； 

中期结 合郑 州地铁 建设 规 划建 设 连接 郑 汴 洛三 城 市 

的轨 道 交通 线 ，在 城 市群 内形 成 一 个具 有 更 快 速度 

和 更大 人流 、物 流 、信 息 流 通 过量 的 主轴 ；远期 规 划 

建设 以郑州 为 中心连 接群 内各 其 他城 市 的快 速 轨 道 

交通网。这样 ，中原将最终形成一个城 市呈点状分 

布 、各 城 市 间 以轻 轨 和高 速 公 路 等快 速 交 通 网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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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城 市有 机体 。其次是 通 讯 及视 频 信 息设 施 建 

设 和运 营的一 体化 。 中原 城 市群 应抓 住 这 种并 轨 建 

设 的契 机 ，统 一制定 通讯 基础设 施 建 设 规划 ，改变 目 

前各 城 市独立 成 网、相对 封 闭运 行 的格 局 ，在各 城 市 

之 间实 现互联 互通 ，做 到互联 网信息 共 享 、电 视节 目 

共享 、电话 网络共享 ，并按 照 一个 价格 以 同城标 准 收 

费，降低成本 ，增加信息 流量 ，提 高信 息使用效 率。 

再 次是金 融服务 的同城化 。各 金 融机 构 营业 网点 等 

金 融服务 设 施 的 建 设 都 应 从 城 市 群 全 局 的 角 度 考 

虑 ，实行 城市 间免费存 取 款服 务等 金 融 服务 项 目，以 

提 高金融 服务 的效率 。 

其 三 ，加 强 与发 达 经 济 体 的联 系 。中 原 城 市 群 

建设 就是 要 实 现 城 市结 构 和 功 能 的互 补 和 互 动 ，抛 

弃各 城市 孤 立 的 发 展 战 略 ，从 更 大 的市 场 范 围— — 

中原 城 市群 的角 度 去审 视 各 城 市 的 比较 优 势 ，重 新 

分工 和协作 ，实 现 资源 的优 化 配 制 ，从 而 提 高效 率 ， 

实现 帕 累托改进 。 

中原 城市 群 要 隆起 ，必 须 实 现 与珠 三 角 和 长 三 

角 的 有效 对 接 ，通 过 人 员往 来 交 流 学 习 比较 先 进 的 

市场经济文化和理念 、先进 的管理模式等 并学 以致 

用 ，切 实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吸 纳 发 达 经 济 体 中 的 创 业 

者 、资本 和产业 来 中原城 市群 ，并 为其 提 供 尽 可 能好 

的生存 环境和 生存 条件 ，对群 内建设 起 到示 范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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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Foreign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Inspiration to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WANG Zhao·dong，FAN Jun·feng 

(School of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advanced spati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and is the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ic points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 

al competition．Starting from defining the basic urban agglomeration theory，the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and charac- 

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Henan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and puts forward some key measures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 

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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