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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

方创琳, 宋吉涛, 张 蔷, 李 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等级、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成因和

空间区位的城市群，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有机耦合而成的空间聚合体

和综合集群体。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综合分析，得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

在形成，城市群间的等级职能正在参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进行重组，中国城市群结构体

系由 28 个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目前尚处总体发育雏形阶段，

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战略支撑点和增长极点，主宰着国家经济

发展的命脉。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

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 3 个城市群，二级城

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 11 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

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 14 个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

很大，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

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

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

系形成发育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竞争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国际化、全球化

与动态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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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群结构体系是指 3 个以上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按照一

定的组合方式通过各种通道有机联系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综合集群体。在城市群结构体

系中，每个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是多个城市和城镇的集合，类似城市体系中的一个

“独立城市”。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它的

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因此，探

讨城市群结构体系，有助于密切各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合作、结构互补，有助于为城市群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寻求良好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之路[2]。

国外关于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研究最早源于 20 世纪初期。E. Howard 最先从组合群体

角度研究城市群结构体系，P. Geddes 在 《 Cities in Evolution 》 中运用区域综合规划方

法，将城市演化形态归结为城市地区 (City Region)—集合城市 (Conurbation)—世界城市

(World City)，其中集合城市被看作是城市群结构体系。芬兰 E. Saarinen 于 1918 年提出

了城市群是有机的生命体的观点[3]。W. Christaller 于 1933 年首次将区域内的城市群体系

统化。1939 年 M. Jefferson 对城市群规模体系展开了理论探讨，1942 年 G. K. Zipf 首次将

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的分析[4]。1942 年 R.Vining 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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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结构体系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性。1950 年 O.Duncan 在 《大都市与区域》 中首次

引入“城市体系”(Urban System) 的观点[5]。1957 年美国地学者 E.L.Ullman 提出用空间相

互作用理论研究城市群内外空间相互作用机制[6]。1964 年 J.Friedmann 结合 W. W. Rostow
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提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化相关模式，以此反映城市群的发展阶段

与过程[7]。1968 年瑞典 T. Hagerstrand 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8]，哈盖特 (P. Haggett) 和克

里 夫 (A. D. Cliff) 以 此 理 论 提 出 了 城 市 群 空 间 演 化 过 程 模 式 [9]。 1970 年 希 腊 C. A.
Doxiadis 预测世界城市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10]。1985 年 D.A.Rondinelli 总结出区

域城市群体相互联系的 7 种类型[11]，J. B. Mcloughlin 强调城市群应当通过理性规划约束

达到空间持续平衡发展[12]。1986 年 J.Frindmann 研究了城市体系的等级网络，指出城市体

系的等级关系将成为跨国公司纵向生产地域分工的体现[13]。1991 年 Y. N. Pyrgiotis、K. R.
Kunzmann & M. Wegener 分别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网络化城市群

结构体系进行了研究[14, 15]，认为城市群实际上是产业空间整合的产物，将占据全球经济的

核心位置。1994 年加拿大 T. G. McGee 提出了“城乡融合区”(Desakota) 的概念[16]。1995
年富田禾晓则以都市空间为经，结构演变为纬，对日本的城市群作了深入研究[17]。1996
年 J. G. Papaioannou 开展了全球城市群结构体系网络化发展模式的研究。

国内涉及到与城市群结构体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屡见于各种文献之中[18]。其中，周一星

提出了都市连绵区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IR) 概念，认为 MIR 是城市群发展

的更高级空间形态[19, 20]。崔功豪将城市群结构划分为城市区域、城市群组和巨大都市带 3
种类型[21, 22]。许学强等从劳动分工和工业生产组织方面分析城市群形成的基本原理[23]。顾

朝林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中国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与动力机

制[24, 25]。姚士谋在其著作 《中国城市群》 中将城市群定义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

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

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

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26, 27]。张京祥研究城市群体空间演化机理及空间运行系统[28]。

朱英明建立城市流强度模型，综合分析城市群的增长特征以及分配机制[29]。阎小培从整体

角度研究港澳珠三角，分析了该城市群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30, 31]。代合治将我国 17 个城

市群划定为 4 个等级[32]。邓先瑞等从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功能结构角度研究城市群结构的

优化[33]。王建等在 《到 2030 年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 报告 (2005 年) 中提出建设中国

20 个都市圈的设想。

综观国内外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与发育态势，可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在形成，

城市间的等级职能正以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为指导进行重组。正如 J.弗里德曼

(Friedmann) 所言，在全球化时代，评价一个城市群的地位与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大小，

而在于各城市群参与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地位与程度以及占有、处理和支配资本和信息

的能力[34]。未来的城市群结构体系是以不同等级的交通网络和生态网络为基本构架，以协

调城市群内部及城市群之间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形成的具

有吸引集聚能力和辐射扩散能力、具有发展潜力和扩展张力的有机体系。

2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配置格局

2.1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等级、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成因

和空间区位的城市群，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有机耦合而成的综合

集群体(图 1)，由于受资料限制，本文研究范围暂不包括台湾省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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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定位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中国

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

潜力的核心地区，也是一系列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等高度集

中且激化的地区，同时又是目前

全国和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地区。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一系列

日趋激化的区域性矛盾迫切需要

通过构建城市群结构体系实现指

导与约束。据不完全统计，中国

城市群结构体系中 28 个城市群

的总面积占全国的 21.98%，但却

集 中 了 全 国 44.63% 的 总 人 口 ，

60.43%的非农业人口，62.29%的

固定资产投资，76.85%的经济总

量，77.72%的工业产值，70.0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5.75%的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 提 供 着 全 国

67.30%的地方财政收入、73.09%
的 进 口 总 额 、 80.40% 的 出 口 总

额、94.16%的外资和 40.92%的粮食[35]，是今天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

区，因而也是我国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重点地区 (表 1)。
2.3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空间配置格局

从空间配置格局分析，综合统计我国已经发育起来的城市群、国家和各省正在培育

的城市群、计划有条件培育的城市群，可知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 28 个大小不同、规

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的空间有序、分工相对合理的空间集群体 (图 2)。各

个城市群的组成及在全国大经济区中的隶属关系、核心城市个数见表 2。

3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等级划分

3.1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等级划分指标的确定与计算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等级主要依据城市群发育程度进行分级。鉴于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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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构成框架

Fig.1 Constitutional scheme for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表 1 2003 年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分析 (% )
Tab. 1 Analysis of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amework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2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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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程度、交通通道、经济外向度等指标在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综合比较，选用以下 14 个指标作为衡量城市群发育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1) 城市群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指数 CFD1：为该城市群人均 GDP 占所有城市群人均

GDP 比重与该城市群经济密度占所有城市群经济密度比重之积的平方根。

(2) 城市群交通运输条件指数 CFD2：为该城市群货运量占所有城市群货运量比重、

客运量比重和人均客运量比重、人均货运量比重之积的四次方根。

(3) 城市群邮电通讯指数 CFD3：为该城市群每 10 万人邮电局所拥有量占所有城市群

的比重、万人电话机拥有量所占的比重、邮政业务总量所占的比重，电信业务总量所占

的比重之积的四次方根。

(4) 城市群基尼系数 CFD4：CFD4 = 1.067 - 20.22 (1/A) - 0.089lnA，A 为人均 GDP。

(5) 城市群内部城镇密度指数 CFD5：为城市群内部城镇数与城市总面积的比值。

(6) 城市群中首位城市发育指数 CFD6：该城市群建成区 GDP 占该城市群 GDP 的比

重、与该城市群建成区人口占该城市群人口的比重之积的平方根。

(7) 城市群内行业区位熵指数 CFD7：CFD7 =
9

i = 1
!xi Ri (i = 1，2⋯9, 为行业重要性指

数)，R1 为交通仓储邮电业职工数，R2 为批发零售业人数，R3 为金融保险职工数，R4 为

房地产业人口数，R5 为社会服务业人口数，R6 为教育、文化、广播和影视业职工数，R7

为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人口数，R8 为制造业从业人员数，R9 为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数。

(8) 城市群内部建成区面积指数 CFD8：为建成区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

图 2 2003 年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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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城市群内部规模以上企业结构成长指数 CFD9：CFD9 =
2

i = 1
!!i Cpi" ，其中 ! 为不

同性质 (内资、港澳台、外资企业) 的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作用系数，Cp 为企业总产量。

(10) 城市群内部商品流通量指数 CFD10：为该城市群人均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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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C16 

¡¢£¤¥
¡¢£¤¥ 

¡¢£¤ 
¡¢£ 

¡¢£¤¥¦§¨©   3 ¡¢ C17 

¡¢£¤¥ ¡¢£¤¥¦§¨©ª«¬®¯°±²³
¡¢£¤¥¦§¨ 

  9 ¡¢ C18 

¡¢£¤¥ ¡¢£¤¥¦§¨©ª«¬®¯°±²³
¡¢£¤ 

  8 ¡¢ C19 

¡¢£¤¥¦ ¡¢£¤¥¦§¨©ª«¬   3 ¡¢£¤ C20 

¡¢£¤ 
¡¢£ 

¡¢£¤¥ ¡¢£¤¥¦§¨   3 ¡¢ C21 
¡¢£¤¥¦ ¡¢£¤¥¦§¨©ª«¬®¯°±²³

¡¢£¤¥¦§¨©ª«¬ 
 10 ¡¢ 

¡¢ 
C22 

¡¢£¤ 
¡¢£ 

¡¢£¤¥¦§¨©ª«¬®¯°±²³
¡¢£¤ 

  8 ¡¢ 
¡¢ 

C23 

¡¢£¤ 
¡¢£ 

¡¢£ 
¡¢£ 

¡¢£¤¥ ¡¢£¤¥¦§¨   3 ¡¢ C24 
¡¢£¤ 
¡¢£ 

¡¢£¤¥¦§¨©ª«¬®¯°±²³
¡¢£¤¥¦§¨©ª«¬® 

 11 ¡¢ 
¡¢ 

C25 ¡¢£¤¥
¡¢£ 

¡¢£¤¥ 

¡¢£¤¥¦ ¡¢£¤¥¦§¨©ª«¬®   4 ¡¢£ C26 
¡¢£¤¥
¡¢£¤ 

¡¢£¤¥ ¡¢£¤ 
¡¢£ 

¡¢£¤¥¦§¨©ª«¬®¯°±²³
¡¢£¤¥¦§¨©ª«¬ 

  9 ¡¡¢£ C27 

¡¢£¤¥
¡¢£¤¥ 

¡¢£¤¥ ¡¢-¡¢£ 
¡¢£ 

¡¢£¤¥¦   2 ¡¢ C28 

6 11 28 166 166 35  
 

表 2 2003 年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空间组织现状一览表

Tab.2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status of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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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所有城市群的比重、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所占比重

之积的平方根。

(11) 城市群的产业熵指

数 CFD11：为第一、 二 、 三

产业的区位熵之积的立方根。

(12) 城市群的经济外向

度指数 CFD12：用进出口商品总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

(13) 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指数 CFD13：用城市化水平表示。

(14) 城市群的工业化成长指数 CFD14：用工业化水平表示。

对选取的 14 个指标，每一个指标对城市群形成发育影响作用的大小用影响系数 !i 表

示，其值根据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 (表 3)。
3.2 中国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计算

根据中国城市群等级划分指标计算值及对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影响系数，计算城市群

发育程度指数 "i，计算公式为：

#i =
14

i=1≠4
!$iCFDi - %4 CFD4

由于基尼系数是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指数，其值越大代表收入差异越大，所以在计

算城市群发育程度时按负项指标计算，受统计数据的限制，对其中的 24 个城市群发育程

度指数计算结果按照由大到小的排序见表 4。

3.3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等级划分方案

根据 &i 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分为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的 ’i > 5，对应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 3 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 2 < (i < 5，对

应 11 个城市群 (表 5)，三级城市群 )i < 2，对应 14 个城市群 (资料统计不全的 4 个城市

群均是发育程度很低或计划培育的城市群，因而将其归为三级城市群之中)。

4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空间分异特征

对比分析全国 28 个城市群在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城镇密度、城市密度、集中度和

表 3 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各指标的影响系数 !i

Tab. 3 The effected coefficient of indexes !i subject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表 4 中国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i

Tab. 4 Calculating results for the indexes "i subject to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表 5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等级划分方案

Tab. 5 Scheme on classification of grade for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 C13 C1 C22 C2 C25 C23 C7 C18 C10 C8 C9 C20 
ji 10.579 9.924 5.414 3.991 3.733 3.594 2.809 2.626 2.614 2.573 2.495 2.478 
¡¢ C3 C26 C21 C11 C19 C17 C12 C24 C4 C6 C15 C16 
ji 2.471 2.418 2.259 2.084 1.802 1.797 1.744 1.732 1.688 1.485 1.341 0.463  

*i

+i

¡¢ ji ¡¢£¤¥ ¡¢ 
¡¢ ji > 5 ¡¢£¤¥¦§¨©ª«¬®¯°±²³´µ¶·  ̧  3 
¡¢ 2 < ji < 5 ¡¢£¤¥¦§¨©ª«¬®¯°±²³´µ¶·¸¹º»¼½¾¿ÀÁÂÃÄÅÆÇÈÉ

¡¢£¤¥¦§¨©ª«¬®¯°±²³´µ¶·¸¹º»¼½¾¿ÀÁÂÃ 
11 

¡¢ ji < 2 ¡¢£¤¥¦§̈ ©ª«¬®¯°±²³́ µ¶·¸¹º»¼½¾¿ÀÁÂÃÄÅÆÇÈÉÊ
¡¢£¤¥¦§¨©ª«¬®¯°±²³´µ¶·¸¹º»¼½¾¿ÀÁÂÃÄÅÆÇÈÉ
¡¢£¤¥¦§¨-¡¢£¤¡¢ 

14 

 

,i

-i

.i

/i

¡¢£¤ CFD1 CFD2 CFD3 CFD4 CFD5 CFD6 CFD7 
wi 2.0259 0.6650 0.2660 0.1330 0.5320 1.5961 0.7980 
¡¢£¤ CFD8 CFD9 CFD10 CFD11 CFD12 CFD13 CFD14 
wi 0.3990 1.0640 1.4631 1.1476 0.9310 1.3301 1.7291  

0i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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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等指标，发现其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和发育的不平衡性具有一定

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发育的阶段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和明显的分化性。

4.1 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发育具有阶段性

依据城市系统演进的组织与自组织理论，城市群的形成发育可分为鼎盛阶段、趋向

鼎盛阶段、发育成熟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发育雏形阶段共 5 个阶段。参照国际上著名

城市群发育过程，可知我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较低且差异很大。由表 4 看出，发育程

度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育指数高达 10.58，其次是珠江三角洲 9.92，发育程度最

低的酒嘉玉城市群只有 0.46。在统计的 24 个城市群中，发育指数小于 2 的占 34.78%，发

育指数在 2~3 的占 39.13%。将发育程度不同的城市群作双对数曲线分析发现，中国城市

群的首位度特别突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具有明显的发育优势，按照分形理论，

中国城市群体系中处在发育成熟阶段的城市群其发育程度还远远不够。辽东半岛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重庆城市群、成都城市群等是未来城市群结构体系中

的重点培育对象。

在低发育程度水平下，目前我国尚无处在鼎盛阶段的城市群；处在趋向鼎盛阶段的

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图 3)；处在发育成熟阶段的城市群有辽东半

岛、山东半岛、京津冀都市圈、闽南金三角城市群、重庆城市群和成都城市群等；处在

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包括浙中城市群、呼包鄂、武汉、长株潭、关中和南北钦防城市

群等；处在发育雏形阶段的城市群包括银川平原城市群[36]等。

4.2 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空间发育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4.2.1 处在趋向鼎盛阶段的一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包括京津冀

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多为双核或多核心城市群。沿海地区优越的

区位条件使城市群发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4.2.2 处在发育成熟和快速发育阶段的二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东中部地区的环渤海经济

区、长江上游经济区和闽南金三角地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主要分布在中国中

部地区，成为中国城市群体系中高发育城市群与低发育阶段城市群之间的过渡区域。

4.2.3 处在发育雏形阶段的三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如分布在西藏经济区、新

疆经济区、黄河上游经济区、南贵昆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中的城市群，这些地区大

致自北部向南以大兴安岭、阴山山脉、六盘山和横断山脉为界，是中国年降水量 400 mm
的分界线，以西地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高寒地区，在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下，该区

域很难形成高发育水平的城市群。具体包括呼包鄂、银川平原、兰白西、酒嘉玉、天山

北坡城市群等。

4.2.4 三大经济发展主轴线和三大经济核心区是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了“T”字型发展战略和“!”字形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沿海、沿长江、沿陇

海—兰新线的三大经济发展主轴线，培育起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经

济核心区，并逐步建立起网络型经济体系。正是有了三大轴线和三大经济核心区，才成

为中国一级城市群发育发展的重要阵地和城市群最集中的地区。在全国统计的 28 个大小

城市群中，其中有 85%的城市群集中在三大轴线和三大经济核心区。其中沿海地区集中

了 9 个城市群，沿长江轴线集中了 5 个城市群，沿陇海—兰新线集中了 7 个城市群。

4.2.5 大江大河流域经济带是城市群密集地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

江流域等大江大河是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区，集中了全国 81%的城市群，说明水资源对城

市群的形成与发育及其空间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4.2.6 综合性运输大通道分布地区是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区。综合性运输大通道直接决定

着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技术联系强度，是城市群发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

空间分布与组织状况左右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态势。京广铁路线、京沪线、京哈线、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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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新线、成渝线、包兰线、京九线等铁路干线是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区。

4.2.7 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群是省域经济发展核心区。从城市群的分布状况分析，所有

的城市群基本都是所在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重心区和核心区，代表着该省区经济

发展的主阵地，部分省区有着一个以上的城市群，发挥着省域经济发展的“双核”或

“多核”功能，如云南省的滇中城市群和个开蒙城市群等。

4.3 城市群经济与人口密度呈现出空间的不均衡性

4.3.1 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密度差异悬殊。经济密度最大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达 1908 万元

/km2，而最小的酒嘉玉城市群仅为 3.93 万元 /km2 (图 4)。从分布上来看，第一层次和第

二层次的城市群主要分布在京广线以东地区。处在第一层次的城市群经济密度超过 960
万元 /km2，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闽南金三角城市群；处在第二

层次的城市群经济密度介于 500 万 ~960 万元 /km2 之间，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都

市圈、中原城市群、大武

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

浙中城市群；处在第三层

次的城市群经济密度介于

200 万 ~500 万 元 /km2 之

间，包括辽东半岛、成都、

济宁、哈大长、晋中、关

中、皖中城市群等；处在

第四层次的城市群经济密

度小于 200 万元 /km2，包

括银川平原、兰白西、酒

嘉玉、天山北 坡 、 黔 中 、

滇中、南北钦防、个开蒙

城市群等。

4.3.2 中国城市群的人口

密度差异悬殊。中国城市

群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

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大一致

性，即高经济密度的城市

群也是人口密度高的城市

群 (图 5)。处在第一层次

的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济

宁城市群，人口密度介于

660~760 人/km2。处在第二

层次的城市群人口密度介

于 400~600 人 /km2 之 间 ，

包括珠江三角洲、山东半

岛、长株潭、闽南金三角、

武汉、皖中和浙中城市群。

处在第三层次的城市群人

口 密 度 介 于 200~400 人

/km2 之间，包括京津冀都

图例

1680 - 1908

500 - 960

210 - 500

5 - 210 亿元 /104 km2

图 4 2003 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密度分布示意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density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图 3 2003 年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组成与发育阶段分析图

Fig. 3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phases for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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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圈、成都城市群、关中城市群、赣北鄱阳湖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山东半岛城

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晋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南北钦防城市群。处在第四层次的

城市群人口密度小于 200 人 /km2，包括银川平原、兰白西、呼包鄂、酒嘉玉、天山北坡、

滇中、哈大长、个开蒙和拉萨—日喀则城市群。

4.4 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与城市化水平具有空间的分异性

4.4.1 城市群人口规模大小不一，分布不均，呈现出规模 - 位序分布规律。由图 6 看出，

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群包括成都城市群、重庆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

圈。这四个城市群集中了 2.19×108 人，占城市群总人口的 37.26%。人口规模处于第二层

次的有哈大长、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济宁、中原、关中、武汉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这些城市群分别分布在哈大线、黄河中下游沿线和京九线沿线地区；人口规模处在第三

层 次 的 城 市 群 包 括 皖 中 、

赣北鄱阳湖、长株潭、黔

中、滇中和兰白西城市群，

主要分布在武夷山、雪峰

山、武陵山之间长江支流

流域以及长江和黄河的上

游，水热条件较好，农业

经济相对发达，集中了大

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最

少的城市群主要是西部地

区的城市群，分布比较分

散，主要有呼包鄂、银川

平原、晋中、酒嘉玉、天

山北坡、南北钦防、个开

蒙等城市群，这些城市群

自然条件较差，经济相对

落后，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方。对整个城市群体系绘

制人口规模与位序的双对

数曲线图发现，中国城市

群结构体系的人口规模属

于 规 模—位 序 分 布 规 律 ，

双曲线基本呈直线。因此，

人口规模分布不均成为城

市群人口规模分布的最大

特点。

4.4.2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

水平高低不等，区域分异

明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

城市群为闽南金三角城市

群和辽东半岛城市群。前

者 城 市 化 程 度 高 达

53.66%。居于第二层次的

城市群有哈大长、呼包鄂、

图 5 2003 年中国城市群人口密度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 5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density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图例

600 - 760

440 - 580

200 - 400

4 - 190 人 /km2

图 6 2003 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示意图

Fig. 6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cale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图例

5900 - 8400

2100 - 3900

1100 - 1800

90 - 86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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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这 5 个城市群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都 在 40% 以

上，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

段。处于第三层次的城市群

包括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

岛、皖中、武汉和长株潭城

市群 (图 7)。处在第四层次

的城市群范围大，包括了新

疆经济区、西藏经济区、黄

河上游经济区、南贵昆经济

区、长江上游经济区和黄河

中游经济区的城市群。这些

城市群人口总量少，非农业

人口的数量更少，而且都有

向中心城市集聚的特点。例

如昆明、南宁、贵阳、成都

与重庆、南昌、兰州、银川

和西安分别集聚了所在城市

群 非 农 业 人 口 的 59% 、

56% 、 47% 、 59% 、 38% 、

50%、59%和 46%。

4.5 城市群外向型经济发展

具有明显的分化性

由于各城市群所处的区

位各不相同，外向型经济发

展规模与程度也各不一致，

分化现象很明显。一般地，

越 是 靠 近 沿 海 地 区 的 城 市

群 ， 经 济 发 展 的 外 向 度 越

高，外向型经济越发达，相

反，越是身居内陆地区的城

市群，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

就越低 (图 8)。处于第一层

次的城市群只有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闽南金三角城市群，经济外向度在 150%~ 190%之

间。经济外向度处在第二层次的城市群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分别为中

国东部地区和北方地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地区，其中京津冀都市圈中北京和天津在进出

口方面占主导地位，2002 年两城市的进出口额占该都市圈进出口总额的 96.9%，而长江

三角洲地区各城市进出口额要相对均衡的多。经济外向度处于第三层次的城市群有辽东

半岛、山东半岛、晋中、皖中、武汉和南北钦防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有主要的港口作

为依托或有巨大的辐射源。

4.6 城市群内部集聚程度呈现出空间的异质性

选用城市群丰度指数反映中国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集聚程度。令 h 为市辖区人口，H
为城市群总人口，d 为建成区面积，D 为城市群总面积，e 为市辖区经济总量，E 为城市

图 7 2003 年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 7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level on urbanization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图例

50 - 74 %

38 - 50 %

30 - 38 %

20 - 30 %

图 8 2003 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外向度的区域分异示意图

Fig. 8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opening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图例

150 - 190

70 - 80

20 - 36

10 - 20

2.5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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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济总量，Du-t 为城镇数密

度指数。则计算公式为：

Du = h
H

d
D

e
E

Du-t

4

!
计算表明，城市群群内

丰度处于第一层次的是京津

冀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这 3
个城市群包含的城镇数量大、

人口众多，经济发达 (图 9)。
丰度处于第二层次城市群包

括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

岛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关

中城市群。这 4 个城市群自

然 条 件 好 ， 农 业 经 济 发 达 ，

发达的交通设施和城市化加

速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山东

半岛和辽东半岛城市群逐渐形成了都市连绵区。丰度处于第三层次的城市群所在区域穿

插于第一和第二层次之内，包括哈大长、成都、重庆、闽南金三角、浙中、长株潭和南

北钦防城市群。丰度处于第四层次的城市群多分布在京广铁路线以西的西部地区，这些

地区自然条件差，资源与市场相对缺乏，经济与人口的集中功能相对较差。

5 结论与讨论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在全

国生产力布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承担着全国和地区各种

生产要素流的汇聚与扩散职能，在全面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推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今天，

应从多学科多维视角强化对其形成机制、空间分异、产业重组等规律性的综合研究。

(1)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研究成果，得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在

形成，城市群间的等级职能正在参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进行重组，中国城市群结构

体系由28 个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目前尚处总体发育雏形

阶段。

(2)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研究与发展晚于西欧北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约 80 年左右，

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正在迅猛催生着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形成与发展[37]。

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总体上将告别发育雏形阶段，依次逐步实现向

快速发展阶段、发育成熟阶段、趋向鼎盛阶段和鼎盛阶段的分阶段跨越。

(3)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中，各城市群在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与人口密

度、集聚程度、发育程度、经济外向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均衡性、异质性和

竞争性。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如何通过群内或群之间的差异成因比较研究，借助有效的

产业整合创建城市群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来达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命

题。只有合作型的竞争才能体现城市群的整体力量[38]。形成产业分工合理、空间竞争有

序、市场运行高效的城市群结构体系，是城市群结构体系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

(4) 对于处在第四层次的城市群，尽管目前发育程度较差，看上去无法称之为城市

群。考虑到中国城市群建设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各省在培育各自的经济发展增长极

图 9 2003 年中国城市群内部集聚程度的空间差异分布图

Fig. 9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inter-conglomeration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03

图例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四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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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往往有意识地人为将相互毗邻且发展势头较好的若干城市集中起来作为城市群，承

当增长极。因此，从中国城市群发育的特殊国情出发，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地区发展

平衡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可以沿用“城市群”的称谓，这些目前发展条件和集聚状况

较差的城市群将是未来各省 (自治区)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城市群。

(5)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理论体系相当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

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当中，专门研究城市群及城

市群结构体系的著作不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全球化角度研究的更少。因此，

要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动力机制及其相关理论的系统研究。

(6)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强化“跨”城市群合作的巨大力量，通过竞争与合

作[39]，打破群内分割，实现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并且主动融入世界城市经济体系，逐步迈

向国际化和现代化，既是未来我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群结构体

系形成发育的内在要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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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Patterns
for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ANG Chuanglin, SONG Jitao, ZHANG Qiang, LI M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Structures System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SUAs) in China are the spatial
and synthetic polymers coupled organically by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degrees, grade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formative reasons and spatial locations
through various flows of substance, power,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Based on the synthetic
analysis of the SSUAs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found out that world SSUAs are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the functions with different grade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fabricating profoundly now through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g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in the incipient phase as a whole, they are the
most vigorous strategic strong point and growth pole with the greatest potential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the future, and they will domin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identifies three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ng results using of model subject to the index of development degree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The first grade group constitutes Urban Agglomerations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of capital Metropolitan Coordinating Region. The
second grade consists of 11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Shandong Peninsula, Chengdu and
Wuhan metropolitan coordinating regions. The third grade group is composed of 14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central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north Tianshan Mountains.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the 28 Urban Agglomerations, but
such differences are reasonable to some degree. They have showe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ies including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ases, non-equilibrium in overall
distribution, regularities in regional heterogeneous pattern, distinct disintegration and
heterogeneity in inter-con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the multi-dimension, regularity and
phase subject of the SSUAs in China, enhance studi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heterogene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SUAs and reinforce research on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dynamic monitoring.
Key words: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lassification of grad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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