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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要总结关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城镇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运用集聚一碎化指数对陕西关中城镇

集聚一碎化的状况进行了测定。通过对测定结果的分析认为，关中城镇集聚与碎化均在同时进行，但主要以集聚

为主，碎化过程是在以核心城市为主的大都市向外围扩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被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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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便捷、快速交通网络体系的

建立及人们对舒适、清静居住环境的向往，1970年

代美国出现了明显的逆城市化趋势，大都市人口开

始迁往高速公路沿线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整个

区域发展更趋均匀，分散的倾向更加明显n]。我国

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偏重于城市发展战略

的导向下，城市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城市与乡村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

但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密集地区，随着区域协调

机制与产业合作机制的逐步建立，区域内城镇之间、

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有逐渐缩小趋向，外围城镇与中

心城市合作与互补的倾向逐渐明显，外围城镇在获

取合作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分离倾向

性。近年来，尽管关中城镇“碎化”的趋向还不突出，

但伴随着关中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的迅速发育，

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空间要素集聚与扩散较为活跃的

地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西安为首的特大城市开

始将部分产业和人口向近邻或远郊县扩散；另一方

面关中“一线两带”的核心城镇凭借其在区位、科技、

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对周边城镇和

境外的资本、人力资源、产业的吸引具有明显的“洼

地效应”，并逐渐成为区域的绝对中心。这一系列的

地域空间变化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地区的城镇的空

间分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准确判断关中城镇

群体空间分布的状况、分散程度及其演化趋势，从而

为今后在政策上推动关中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

有益的参考。

一、关中区域概况

关中位于陕西省中部、第二亚欧大陆桥陇海一

兰新线中段。关中有城市8个，建制镇404个，国土

面积53 598平方公里，人口2 179．9万人，平均每

6 700平方公里有一城市，每133平方公里有一建制

镇。这里城镇连绵、产业密布，聚集了全省80％的

科技实力、73％的国内生产总值，具有带动陕西省经

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2]。关中城镇主要位于关中

中部平原，城镇沿陇海铁路和西宝及西潼高速、咸铜

铁路和西铜高速、西韩铁路呈走廊一串珠状扩张，目

前已经形成以西安为中心，以宝鸡、咸阳、渭南、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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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杨凌为次级中心，以陇海铁路陕西段和宝潼高速

公路等为轴线，以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为特点的产

业经济体系，并被陕西省列为“一线两带”重点建设

区域。但由这一地带的轴心向南、向北主要是以县

城为核心的建制镇和乡集镇，城镇逐渐趋于稀疏，规

模变小，缺少能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

从而弱化了关中中部以南、以北两大区域与关中中

部的密切联系。

二、关中城镇集聚一碎化指数测度

为了比较全面地衡量关中的区域集聚一扩散程

度和分布状况，我们主要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

入、第二产业总产值、第三产业总产值六个主要衡量

城镇经济发展最常用指标[1]，采用碎化指数和均匀

度指数两种方法进行测算。

碎化指数是衡量区域间分散程度的一个指标，

在实际计算中主要反映区域单元中政府单元个数的

变化和不同单元在区域中比重的变化，均匀度指数

消除了碎化指数中单元个数的影响，纯粹从区域城

镇单元分布的均衡性考虑。

碎化指数计算方法：

I=∑厢；业=xi／∑Xi
f=l l=l

其中：Ⅺ为区域中每一个政府单元的某一指

标；∥为每一政府单元指标占区域总指标的比重；I

为碎化指数，其范围从1～扛。当I=1时，区域高
度集中，当所有∥都相等时值最大，区域绝对均匀。

均匀度指数计算方法：

I。=∑厨石
i=1

I’为均匀指数；yi为每个区域单元指标占区域

总指标的比重，I。值从1胍～l，I。越接近1越均
匀，值越小越集聚。

根据1985—2003年《陕西统计年鉴》的相关指

标值‘妇和运用以上测度方法，得出关中地区及各市

域的碎化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具体见表1和表2。

袭1 关中碎化指数与均匀度指数

注：1998年以前按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市计算，1998年以后由于杨凌示范区的成立，关中按五市一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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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关中各市域碎化指数与均匀度指数(2002)

注：西安包括西安市、户县、周至县、高陵县和蓝田县1市4县；成阳包括咸阳市、兴平市、武功县、礼泉县、乾县、泾阳县、三

原县、永寿县、彬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1市lO县(市)；宝鸡包括宝鸡市、凤翔县、岐山县、扶风县、眉县、太白县、

风县、陇县、千阳县、麟游县l市9县；杨凌仅为杨凌示范区。

三、对关中城镇集聚一碎化指数

测度结果的分析

通过表1可以看出，1985、1990、1998、2002年

关中碎化指数分别为2．1647、2．09'03、2．0866和

2．0526，呈逐步下降趋势，这说明关中自改革开放以

来，总的发展趋势是在进一步集聚，这与国内其它发

达的城镇密集区先集聚后碎化的发展趋向恰好呈现

趋同[3]，同时这一集聚化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大环

境和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发展阶段也是密切相关

的。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了平衡区域生产力

布局，各地区，尤其是各城市的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

都受国家计划的调节和控制，因而区域发展相对均

匀，碎化指数较大。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国家实行了

向东部倾斜的非平衡发展政策，对内地的投资力度

和支持力度有所减弱，但在市场经济以及地方政府

追求效率的作用下，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向关中核

心城市(尤其是西安)集聚的倾向极为明显，关中碎

化指数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另外，与沿海其它城

镇密集区相比(江苏沿江地区碎化指数宁镇杨为

3．6669，苏锡常为3．7872，通泰为3．4308)。[1]一方

面关中碎化指数小，说明关中区域集中度较高，城市

数量少，并且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第二、三产业

主要集中于关中中部地区，尤其是以西安为主的大

都市区；关中均匀度指数较大，说明关中经济总量有

限，多数城市之间差距不明显，呈现出一种低水平的

均匀状态，核心城市在区域中的主导地位不突出，需

加强整合，强化空间集聚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进

行区划合并或调整；另一方面从关中碎化指数的变

化幅度来看，关中碎化指数近年来变化幅度不明显，

说明近年来关中各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联动效应较

弱，城市与城市之间在经济、社会交往过程中联系较

少，以信息、资金、技术、人才为主体的生产要素在区

际间流动不频繁，这与关中多年来高度的行政分割，

各自独立发展的状况有关。

另外，通过表2与表1的比较可以看出，2002

年关中各市域碎化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与关中碎化指

数和均匀度指数差异较大，西安的碎化指数和均匀

度指数都小于关中，说明西安市域内部发展不均衡

程度和中心城市与乡村地域差距程度均大于关中，

中心城市集聚作用极为明显，因而发展县域经济，培

育市域内部新的增长极，是西安今后区域发展的主

要方向。铜川的碎化指数小于关中，说明市域内部

发展不均衡程度和中心城市与乡村地域差距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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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中，中心城市集聚作用较为明显，但弱于西安，

铜川的均匀度指数大于关中，说明铜川内部城镇单

元分布的均匀性好于关中。咸阳、宝鸡、渭南的碎化

指数大于关中，说明咸阳、宝鸡、渭南内部发展不均

衡程度和中心城市与乡村地域差距程度均小于关

中，咸阳、宝鸡均匀度指数小于关中，说明咸阳、宝鸡

内部城镇单元分布的均匀性比关中差，渭南均匀度

指数大于关中，说明渭南内部城镇单元分布的均匀

性好于关中。就各市域碎化指数得分的比较来看，

西安地区碎化指数最小(1．4723)，且接近于1，渭南

地区碎化指数最大(3．1636)，铜川、宝鸡、咸阳介于

其间(杨凌属于特例)，这说明关中的各市域问，西安

的集中化程度最高，西安市区的发展水平与周围市

辖县的差距最大，渭南市区的发展水平与周围市辖

县的差距最小，其它市域介于其间。就各市域均匀

度指数得分的比较来看，西安地区均匀度指数最小

(O．6585)，渭南地区均匀度指数最大(0．9539)，且接

近于1，宝鸡、咸阳、铜jI『介于其间，说明西安地区的

集聚倾向最为明显，城乡差距过大，渭南地区区内发

展较为均匀。铜川均匀度指数排序出现与碎化指数

排序不一致，主要与铜川市单元个数较少有关。

心城市为主的大都市向外围扩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

被动现象。造成这种趋向的主要原因：(1)由于城乡

差距、城镇差距过大，资本、技术、人才、产业在转移

过程，受核心城市强的磁力吸引和其对核心城市偏

好的影响，呈现单向集聚倾向。(2)关中目前正处于

工业化中期，经济和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是这个阶

段最显著的特征，核心城市对周围区域产生的回流

效应强于扩散效应。如2003年，关中5市一区国民

生产总值占全省73％，人口占全省的60％，高出全

省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95亿元，占到全省总投资的66％，全省102个重点

项目中，关中五市一区占73个，2003年省政府确定

的36项重大技改项目中，有28个分布在关中“一线

两带”上的核心城市。(3)关中城镇这种集聚一碎化

趋向既是历史遗存、现状基础的延续，又是在一定地

理环境基础上，按城镇化进程和地域经济开发要求

进行合理化布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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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brief conclusion of actuality of society--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t-

ies and towns in Central Shaanxi Plain，the agglomeration--fragmentation situation of dries and towns in Central

Shaanxi Plain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index of agglomeration--fragment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agglomeratiofl

and fragmentation of dries and towns in Central Shaanxi Plain are going at the same time．In addition，the agglom-

eration is the main trend and the fragmentation process is a passive phenomenon with the central cities spraw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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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孙海军 关中“一线两带”城镇群水资源承载力问题研究 2006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形

势日益严峻。陕西关中“一线两带”城镇群水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平均的17％，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

文在归纳梳理国内外承载力研究的基础上，从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供需平衡角度出发，对关中“一线两带”城镇群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进行系统分

析与评价，采用多目标规划与决策方法计算水资源承载能力，并最终提出水资源优化配置措施、水资源调控手段以及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实施建议。

    在理论研究部分，首先阐述水资源承载力相关概念，包括水资源、水资源系统、承载力；其次着重分析水资源承载力概念、内涵以及基本特征；最

后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价。通过以上研究为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研究中，首先论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水资源总量；其次系统分析当前开发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水资源供需平衡状

况，确定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指标；最后分析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程度以及潜力。

    在对承载力测算过程中，首先从区域水资源供需预测及平衡分析出发，构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继而采用多目标规划与决策模型测算出区

域在近远期的承载能力，表现在生产总值、人口数量、粮食产量、BOD排放量方面。

    最后部分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与调控的研究，分析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主要内容与特征，并依据测算结果与当前水资源发展态势提出水资源优

化配置措施、调控手段以及提高水资源的实施建议。

2.期刊论文 夏显力.张会.赵凯 陕西关中城镇体系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集体经济2008,""(6)
    文章分析了陕西关中城镇发展现状及城镇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关中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中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目标及实施策略.

3.期刊论文 王兆宇 加快陕西关中地区城市化的条件分析与战略思考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8)
    陕西关中地区拥有推进城市化雄厚的工业基础、著名的历史城镇及密集的高校和人才等有利条件,但从关中地区作为陕西经济发展"中轴"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看,城市化尚处于初期阶段,总体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高新技术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投融资体制

改革相对滞后等.加快关中地区城市化进程,必须从科学优化城市结构布局、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革除投融资体制机制障

碍等角度进行战略思考.

4.学位论文 孙毅 陕西关中地区城镇化建设研究 2008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以来，全国各地都加强了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制定了既符合国情又突出当地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加速

了城镇化进程。如何从省情出发，走有陕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们始终关注的一大课题。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

，关于如何加快关中城镇化建设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方针，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文章提出陕西省地处内陆，由于历史沉淀因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发达层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发达

地区，而关中地区又是陕西的核心区。因此，陕西要加速经济发展，实现从温饱经济向小康经济的跨越，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关中地区城镇化建设是

一条现实途径。

    论文对关中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了阐述，主要有：城镇建设结构不完整、资源配置不合理：大、中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经济关联度不高；各级

城镇普遍存在内涵不足，特色模糊等问题。

    提出了关中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主要从一）、加快促进城镇体系的完善，积极构建以“西安都市圈”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二）、加大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城市振兴；四）、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乡村地区工业化步伐

；五）、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环境综合治理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陕西关中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5.期刊论文 夏维力.李博.XIA Wei-li.LI Bo 陕西关中地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分形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6,25(4)
    文章从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研究中的应用入手,根据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运用Zipf公式,对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进行了分维测

算.结果表明,该区域城镇体系具有分形特征,说明分形理论适合关中地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的测算分析.并在分形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区城镇规模结构

的分布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分形理论的测算与分析结果,提出了关中地区城镇体系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建议.

6.期刊论文 刘科伟 陕西小城镇发展的模式探讨 -经济地理2001,21(3)
    陕西小城镇具有发展水平低、分布不平衡、数量增长超过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等特征,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非农经济落后、宏观指导不力、微

观管理不到位等方面,其发展上既有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又存在着自身基础薄弱、大中城市的竞争限制和地理环境制约等不利条件.作者认为陕西小城

镇的发展应与区域优势资源的开发和非农产业的发展相结合,突出重点,以质的提升取代量的扩张,因地制宜的选择发展模式.基于此认识本文提出了陕西

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地理区和六种不同类型地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7.学位论文 丁超 陕西关中地区陵寝遗址绿化研究 2008
    随着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中国的遗址保护工作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并揭开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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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保护工作的大幕。陕西省是我国的文物大省，文化遗产比比皆是，其中关中地区是文化遗产最密集的区域。在关中地区诸多的文化遗产中历代帝王

陵寝遗址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但是，目前国内从陵寝绿化概念的界定到保护体系的建立均尚属空白。

2005年10月17日至21日在古城西安召开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大会提出了“古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在不断变化的城镇和自然景观中的文

化遗产保护’’的议题，为我们开展遗址绿化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

    陵寝遗址的保护不仅仅是对遗址本身的保护，对其周边环境的保护也十分必要，因此，遗址绿化的保护也是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文章详细分析了

关中地区陵寝绿化的现状，发现由于自然气候的变迁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导致关中地区陵寝遗址的绿化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由于观念的落后和保护的不

当使得原本就遭受破坏的遗址绿化更是雪上加霜。

    陵寝遗址绿化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陵寝遗址及其它相关文物的保护、促进旅游的开发和发展、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生产使

当地住民增收等。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通过对关中现存的陵寝遗址及其绿化现状进行了分析，揭示出陵寝绿化存在的问题，提出陵寝绿化保护的概念

，尝试性的构建陵寝遗址绿化保护体系和必要地段的规划方法。

    首先，本文详细的阐述了陵寝遗址绿化所遇到的难题及解决办法，并提出了以“保留”、“完善”、“保护”、“重新规划”为保护策略，以“先

面后点、先重后轻、尊重历史、满足未来”为保护原则的陵寝遗址绿化保护方法。

    其次，归纳了陵寝遗址绿化保护的现状和不足，根据不足提出相应的补救和规划措施--综合全面的规划、采取过渡形式、全面的恢复、实现良好的

风貌。

    最后，根据陵寝绿化现状提出以遗址保护为首要目标，以M=G*(A+B+C+D+E+F)为模式的绿化面积，以5：4：1(乔、灌、草的绿化覆盖面积)或是1(1-

2)：10：30(每30平米范围内，1棵落叶乔木，或1到2棵常绿乔木，10棵灌木)乔、灌、草的绿化比例，采用“园中有园”手法合理布局的遗址的绿化思路

，并且在最后结合实例进行分析。本文采取理论研究一可行性研究一实践性研究的辨证思想的研究路线对关中陵寝绿化的保护和规划建设进行系统阐述

，讨论出一些适合于现阶段关中陵寝绿化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旨在适应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遗址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和实践指导，将遗址保护工作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以适应全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

8.期刊论文 郑多梅.张斌让 早春豌豆——夏白菜——秋菜豆一年三熟栽培模式 -西北园艺2008,""(11)
    早春豌豆-夏白菜-秋菜豆一年三种三收高效栽培模式适宜于离城镇较近的陕西关中灌区推广应用,最好选择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层较

为深厚的沙壤土或壤土地块,栽培效益较高.10月底至11月初种植豌豆,实行地膜覆盖栽培,翌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上市;白菜4月下旬育苗,5月下旬移栽

,7月中旬上市;菜豆7月中下旬播种,10月中下旬上市.

9.期刊论文 张晓露.刘科伟.ZHANG Xiao-lu.LIU Ke-wei 基于集群创导的关中城镇化发展探讨 -人文地理

2006,21(2)
    当前,我国中西部较落后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城镇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持薄弱,缺乏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引

,因而导致了城镇化低质推进现象.有鉴于此,本文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借鉴国外集群创导和沿海地区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经验,通过对产业集群与

城镇化之间互动关系和关中地区实施集群创导的条件和优势进行分析,提出了以集群创导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健

康快速发展的陕西关中地区城镇化发展思路.

10.期刊论文 杨柳.张定青.Yang Liu.Zhang Dingqing 基于城河关系的关中地区滨河小城镇生态化发展空间格局初

探 -华中建筑2010,28(1)
    陕西关中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自古以来与渭河水系密切关联.该文以关中地区滨河小城镇为研究对象,结合本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特点,从

城镇布局与河流水系的空间形态关系入手,对滨河小城镇进行类型化分析;针对当前城镇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盲目建设及缺少生态理念指导等现实问题

,提出城镇与河流协调发展的理念,探索不同类型滨河小城镇生态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模式及相应策略,促进城镇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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