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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区域地理要素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
——以关中地区为例

王镇中，段汉明

(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西安710127)

摘要：从区域视角出发，应用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作用，通过解析关中地区城镇空闻格局演变与区域地理要素方面的关系，认为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

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

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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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地理要素，是指构成区域地理系统的主要

成分或部门，它由社会环境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组

合形成。社会环境要素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地表和气候等。例如：地形地貌、

自然资源、气候、水文、人口与文化、交通条件、经济

的各部门、社会政治等等，都可以归为区域地理

要素。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

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演变始终受到无意识的自然

要素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的约束与引导，两者交替

作用而促成城镇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发展阶段与空

间格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

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

化阶段。

二、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

空间格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

影响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座落在具有一定自然地理特

征的地表上，其形成、建设和发展都与自然地理因素

有密切的关系。地质、地形、地貌、气候、水文、资源

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交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背景，从总体上影响区域城镇空

间格局。[1]从区域城镇的分布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地形、河流、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是城镇分布的基本

因素。

城市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形条件，有较大面积

的平地来满足城市建设的用地要求和方便对外交通

联系，扩大其腹地。河流等自然条件是城镇分布的

基础，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水，充足的水资

源可以加速城市经济持续发展，水资源缺乏往往成

为经济发展的失衡条件和制约因素，水资源时空分

布是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矿产资源

与农业发展则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矿产资源

开发一般为点状布局，集中在某些据点，当矿产资源

收稿日期：2007一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XRK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0678“9)

作者简介：王镇中(1282一)。男．陕西汉中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万方数据



第2期 王镇中等：城镇区域地理要素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 123

储量大，且成片分布，有利于集中开发时，这些矿产

资源开发点进而可能发展为城市。在早期依托资

源，而交通条件不明显的情况下，随着矿产资源的点

状布局，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分散阶段。

如西汉时期，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

翔)、漆(彬县)等增设过铁宫的城镇，仅依托资源，其

城镇空间结构表征为分散阶段。

(二)交通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区域的基础设施(如交

通、电力、通讯等)建设，对城镇的发展和区域城镇空

间格局有明显的支撑作用。[1]城市间的距离直接关

系到城市间的协作、城镇体系的发展等问题，在这种

条件下，区域交通条件对城镇网络的支撑性成为城

镇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交通发达地区

经济也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城镇吸引范围比较

大，从而有可能改变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可达性的改善，区位的变

化，带动了沿线商贸业的发展，城镇空间格局则表征

为点轴阶段。这一点在关中地区尤为明显，当陇海

铁路通车，宝鸡、铜川、咸阳由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

陕西的重要工业城市，蔡家坡、虢镇等原来不引入注

意的地方，这时也皆以陆运便利而成为当地的商业

中心，关中地区的城镇空间格局表征为点轴阶段。

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兴平、铜

川、渭南、华阴、韩城等都分布在铁路和公路干线上，

而由这一地带中心向南向北，城市逐渐趋于稀疏，规

模也开始变小。在交通因素明显的情况下，开发过

程中新的资源开发型城市的生成、发展对于原有城

镇产生促进作用，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枝

状阶段。例如，解放后，关中地区交通条件已有较大

改善，伴随着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铜川市、韩城市、华

阴市、蒲城、彬县、风州、潼关、礼泉等一大批城市相

继形成并迅速发展，促进了渭北区城镇发展。

(三)经济技术发展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输，加

强了城市间的联系，推动了城镇密集区的形成。城

镇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产业逐渐集中和发展的结果，

城镇是各种产业集中的地方，随着产业的集中和发

展，人口也随着集中起来，人口的集中又促进了城镇

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先

导，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关中地区迅速兴起，户县

余下、虢镇、蔡家坡、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

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

业城市。

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日

益加深。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高级服务业开始向市

场前景广大的地区迁移集聚，而区域中心城市则成

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地和跨国公司高级管理机构的集

聚地。综合性交通走廊的形成和信息业的迅猛发

展，导致城市要素在高密度集聚的同时，空间上也开

始向相对松散的郊区和周边城镇扩散。从而使城市

更趋向综合性、兼容性和多种产业交叉的状态发展，

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将会较快的发展和普及，

使传统城镇布局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1]在资源、

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等复合作

用下，城镇发展进入了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

互补、整体优化、共连共享嵌套体系，是以城乡互动、

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组团式城镇

群阶段。

(四)社会政治因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延伸，社会政治因素是城市

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城市的生成、发展的历史本

身就是社会政治交替作用的历史。嘲在以往的城市

研究中，社会政治因素大多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背

景看待，忽视了其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一般认

为，城市发展源自经济增长，但如果细读城市发展的

历史，便会发现，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

．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体制，或依

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宏观发展政策等。国家宏观发

展政策对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分布、

生态环境维护、生产力布局等诸多方面，均有着决定

性作用，其既可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也可以减缓

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

均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主导作用。关中地区的城镇，

2 000多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

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自然环境的变

迁，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

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今天的现代化

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三、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演变解析

从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的历史和现状分析，

其城镇的生成、发展以及空间格局的演变与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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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水资源)、交通的发

展、主导城市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等因素密切

相关，同时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

渭河平原区位于陕西省中部，除秦岭北坡小部

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易于耕

作，农业发达。地势南北高而中部低，属暖热带半

湿润气候带，年平均气温为12—13．6℃，年平均降

水为500一700毫米。加之本区属渭河流域，渭河

横贯关中中部，水资源条件较好。良好的自然地理

要素为城镇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

故而，从历史上来看，渭河平原区的城镇密度与人口

密度始终高于关中地区的平均水平(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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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关中地区城镇密度演变图

(资料来源：据谭其骥《中国历史地图集》统计)

图2关中地区人口密度演变图

(资料来源z据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I谭其骥

‘中国历史地图集'统计)

反观作为二级阶地的渭北区，其位于陕北黄土

丘陵沟壑区以南，渭河平原区以北，土地面积近2万

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平均海拔高度800一1 200米，地势自南而北逐渐升

高，塬沟的相对高度差一般在100米左右。受地形

和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在历史上，其城镇密度和人口

密度始终低于关中地区平均水平(见图1、图2)。

(一)从西周到西汉——关中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周代在今西安西郊沣河东西两岸建立统治中

心——沣镐二京，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交通

方面，关中为王畿之地，采邑、食邑很多。在镐京与

各封国采邑间，在京城至六乡之间，修筑了可通行车

马的贡道。集市与京城、采邑之间开辟了转输货品

的道路。干道和支道纵横交织，形成了王畿内的城

乡道路网。这对于镐京和各城邑间的联系，对农业

及手工业的发展和剩余农产品交换，均起到重要的

作用，从而也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们加之周武

王取得天下以后，“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为于华

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施旅；示天下

不复用也。，，[5]的政治措施，关中地区除国都地区之

外为团状外，其余大多沿河流呈离散的点状分布。

秦人进入今陕西境内后，在定都咸阳之前，秦为

了取得良好的发展区位，426年中曾六迁其都，其中

在雍城时间最长(250多年)。在秦国当时政治、军

事、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定都咸阳具有“据河山

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秦的一系列经济

政治改革，如在商鞅变法中，“采小乡、邑，聚为县，置

令、拯”，消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为社会经济

及城市发展扫平了政治上的障碍。随着郑国渠的修

通和渭河航运的开通，以及秦始皇时期大修驰道，并

把战国时期的割据道路，沟通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

的全国道路网络，其沿线的雍、郦县、武功、美阳、咸

阳、高陵邑、栎阳邑、频阳、郑邑等城镇取得较大发

展。这些城镇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和关中东部，从

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核心地带。秦时期关中地区城镇

数量有较大增加，关中地区有城镇39座。关中城镇

空间格局具有了点轴阶段的雏形，并初步形成城镇

等级结构。

西汉时期，鉴于关中地区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

和良好的经济条件，都城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

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关中城市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

多，规模不断扩大，汉长安人口达24万。西汉为了

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叛乱，把富豪权贵等30多万人

迁入长安周围，以实京师。汉代的陵寝制度，以长安

为中心，在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范围

内，修建了茂陵、平陵、安陵、长陵、杜陵、阳陵、南陵、

霸陵、奉明、高陵等10座陵城。此外，关中的郑(华

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城镇增设过

铁官，陈仓(宝鸡)、船司空(潼关和华阴之间)等城镇

∞鲫∞加加∞舳∞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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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交通职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迁

人人口“以实京师”的人口政策，寝陵制度，矿产资源

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

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图1，图2)。

西汉时期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呈现两个显著特

点：(1)团状结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共有都城1

座，县城44座，陵城10座。沿渭河谷地从西向东包

括陈仓组团(5县)、武功组团(4县)、户县组团(3县

3镇)、长安组团(渭河以南1都3县3陵)、六陵组

团(带状渭河北塬6陵3县)、郑县组团(4县)、华

阴组团(4县2镇)等七大城市组团，共计都城1座、

县城26座、陵城10座。北塬之上，散点式分布，共

17座县城。(2)城市主要聚集在渭河平原及黄土高

原一级阶地。海拔小于500米的渭河平原共有城市

34座，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有城市12座，二级阶地的

塬上城市仅8座。

(二)由东汉至西晋——关中城镇的缓慢发展

自东汉至西晋，由于国都的迁移，加之东汉末年

董卓之乱和三国时期的战乱，关中地区城镇出现了

缓慢甚至停滞发展。东汉建都洛阳，随着国都的迁

徙，关中城镇数量锐减，其间渭河平原只有城镇26

座，形成了以3座郡治和10座陵为主体的城镇组

团，其余呈散点状分布。连年战乱是造成东汉末年

关中城镇和人口锐减最重要的原因。自董卓迁都长

安后，关中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也就成了

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战场，从而导

致关中经济残破，关中地区的城镇数量和人口均下

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6](见图1、图2)。

曹魏统治时，战争比以前有所减少，社会经济有

所恢复。加之其为完成统一大业，长期与蜀汉争战，

继续治理陇坂道和贯通秦岭的褒斜道、散关道、子午

道、傥骆道等，使得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西晋统

一后，社会秩序更趋安定，经济明显发展，少数民族

大量迁入，晋武帝还推行了鼓励人口增殖政策，为人

口增加和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三国初期

至晋惠帝元康六年70余年间，关中地区的城镇和人

口进入缓慢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见图1，图2)。

(三)由东晋到南北朝——关中城镇的低谷

自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末，是关中历史上的动荡

期。其间尽管长安先后作过前赵、前秦、后秦等小王

朝的国都，这对关中城镇的恢复发展无疑是个有利

条件。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关中成为各种政治

势力争夺的核心地带，战乱对关中的破坏也就特别

严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然

灾害也不少，饥荒时有发生，人口大量外流。【6]在这

连年杀伐攻战中，关中人口大减，社会经济日益脆

弱，使得关中地区的城镇发展跌至了低谷。关中地

区经过三国及南北朝战乱时期，城镇的生成与衰亡

随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变化，关中城镇明显减少。至

前秦末期，关中地区仅有城镇11座。

(四)隋唐时期——关中城镇的巅峰

经过汉以后的战乱与低谷，隋唐两朝又建都长

安。此时，“丝绸之路”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东

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频繁，加之隋、唐王朝为

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大力发展全国水陆交通，

用驿路把各州、府、县连结起来，使中央的政令能直

接迅速推行到各地，从而使得交通网络更为四通八

达，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繁荣

达到了关中地区城镇发展的巅峰(见图1，图2)。

隋历时较短，关中地区虽为国都之地域，但城镇

发展状况不如西汉时期，城镇空间格局仍呈团状分

布。包括；扶风组团(1郡4县)、武功组团(5县)、

京师组团(1都12县)、凤翔组团(1郡5县)，关中渭

河谷地共1都2郡26县。

唐代国力强盛，唐长安规模宏大，城内商业十分

繁荣，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

关中城市发展史上继西周、秦、西汉之后出现的第4

个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除长安外，东部有同州府

的冯翊、朝邑、韩城，西部有凤翔府的武功、礼泉、周

至、岐山、扶风等，这些城镇或地处交通要道，或位置

优越、资源丰富，或农产品生产和贸易能力发达，城

镇的经济职能日益加强。交通方面，唐朝在以前各

代交通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在各地增辟驿路，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特别是在唐玄宗、代宗、

德宗执政年间，大兴工程，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

的道路网体系。全国的主干驿路都由京都长安伸

出，辐射到全国各地。长安位于关中中部，四通八达

的驿道均匀地分布在关中，各条主干驿路都连接着

众多条分支野路，覆盖全国各州县。每条驿路都呈

羽状分出很多文路小径，遍布城乡各地。因此，唐代

陕西境内，道路如网，路通九运。n]当时关中地区有

较大城49座、镇13座，城镇的发展进入了与区域整

体发展相协调的新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布局呈现出

均匀的网络状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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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元明清——关中城镇的萧条衰落

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乱，使关中经济受到严重破

坏，国都长安屡遭战火，失去了其全国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的地位，其它城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

相继萧条衰落。关中地区在宋辽金夏时期也没能摆

脱战乱厄运，初期作为宋朝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

地，后期作为宋金军事角逐的战场。因此各城镇难

有发展，有的还遭到严重破坏。

元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基本稳定，局部地区

有所发展，元代关中地区著名城市有长安、同州、华

州、耀州、乾州、凤翔和陇州等，城市分布结构呈散点

状。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

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巩固政权，并从江淮、山西向

关中大量移民，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加之关中地

区商业交换和其他经济活动都比较发达，因而出现

了一批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城镇，如三

原、泾阳、大荔、朝邑等。另外在熟路交通要道上也

恢复和产生了一些市镇，如潼关、大庆关(今大荔县

境)等，城镇主要沿道路发展，尤其是关中经陇东到

兰州、银川一线，城镇尤为密集。清时期关中地区共

有城市41座，镇152座，从城镇数量上多于以前历

代(见图1)。

(六)解放后——关中城镇发展的新篇章

建国后，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关中平原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地

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

的重点，城市也获得长足发展。陇海铁路宝天段的

修复，兰新线的建成通车和宝成铁路的建设，使宝鸡

成为我国东部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及重要工

业城市。除西安、咸阳、宝鸡之外，关中铁路沿线的

户县、余下、虢镇、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

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

城镇。“一五”和“二五”时期，国家156项重点项目

中，陕西占24项，其中绝大部分在关中地区，另有

50余个大中型项目也在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建设，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

展，形成了西安、咸阳、宝鸡、兴平、蔡家坡、铜川和余

下等城镇密集地带。而渭北区，则因为交通条件、水

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鲜有项目布局，

工业化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由于工业化和商品

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强调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并相应地

放宽了城市设置标准，关中地区的城市数量有了较

快的增加。1983年和1984年相继设置了渭北东部

的煤炭、建材基地韩城市和新工业基地及地区中心

渭南市，1990年在著名的旅游区华山所在地设立华

阴市，1993年设立兴平市，1997年设立杨凌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关中城市行政区划变动的同

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比较快，大大超过了改革

开放前的速度。[7]2005年，关中有城市8座，建制镇

424座。
‘

处于该阶段的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道路建设)日益完善，空间结构呈多核心和多轴状

态，以西安为中心，形成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韩城

和铜川等城市为核心，以陇海铁路线、西宝高速、210

国道、310国道、312国道等为主轴线，以关中地区日

益完善的省道、市道为次轴线，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

“点一轴”型空间结构。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

线两带”的建设将是推动关中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

力机制，将促使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地域形态和城市

化体系向更高层面转化。在今后的20年里，它将是

陕西省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轴。[83在资源、综合交通、

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以及国家的宏观发展

战略等复合作用下，城镇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分工

协作逐渐合理，关中城市群逐步成熟发展，整个关中

地区将逐渐趋予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结语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

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

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

于不同演化阶段。对于关中地区的城镇，2 ooO多

年来，在自然地理要素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政治经济

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

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

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

镇的产生到隋唐时的巅峰再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

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城市群的雏形再到组团式

城镇群阶段。

(下转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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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王镇中 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动力机制与优化研究 2009
    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综合运行的结果，又是实现区域资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更好发展的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优化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提升城镇区域的整体功能和经济带动能力，与区域资源、环境相协调，是关中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本文以关中城镇区域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了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进展及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界定了城

镇区域的概念。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将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表征为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隋唐时的巅峰再到今天的

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枝状发展阶段、到城市群的雏形再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并运用分形原理定量化的对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现状

进行分析研究，分别测算其空间结构聚集维数、网格维数、空间关联维数，结合定性分析，得出其当前的空间结构不是一种区域协调、紧凑、集约、有

序、可持续的空间结构。

    通过对传统要素(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交通、区域文化等)以及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新因素(全球化、制度、信息、体制、新经济等)的全

面分析，采用复杂巨系统分析的方法基于自组织和他组织复合作用研究资源、环境、经济、政策、文化、信息、体制等对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提出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是一种自组织和他组织复合发展的过程，两者复合作用而构成特定阶段的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通过区域城镇空

间结构对资源、环境、经济、综合竞争力等的反馈效应研究，认为关中城镇区域窄间结构的演化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区域城市化进程，减轻

环境压力、有效集约利用资源，提高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空间结构演化中也同样存在负反馈，这种负反馈效应突出表现在城市集聚与扩

张中对生态环境的负反馈。

    在资源、环境、经济、政策、文化、信息、体制等对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基础上，通过趋势分析，提出面对全球化与再地域化并存、

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继续深入、国家宏观政策的良好机遇、关中城镇群建设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将逐步落实的新的时代

背景，关中城镇区域逐步形成以西成为中心，以宝鸡城镇组团、杨凌城镇组团、铜耀城镇组团、渭华城镇组团、彬长城镇组团为辅助的组团状发展格局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实现这一空间联系紧密、高效率，城乡关系协调、与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组团式格局，需要通过诸如：夯实产业基础

，发展产业集群；建立协调机制、统筹区域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交通网络；实施空间管制，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城际合作，促进协调发展；转换

政府角色，促进区域发展等途径对现状关中城镇区域空间结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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