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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Global Regions(GRS)相关文献综述以及GRS边界界定方法和程序建构

的基础上，本报告对中国的三个比较典型的GRs——长三角GR、珠三角GR以及

京津冀GR进行了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和内部空间结构边界的界定研究。然后以长

三角GR为实证，探讨和分析了GRS的边界演变的动态过程以及边界演变的动力

机制。

本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1、GRS边界界定一般方法和程序的构建。传统的一般边界界定的方法是通

过地理单元“属性”的方法进行判断。本文中边界界定的一般方法主要基于“均

质区域”的角度，通过“理论法”——地理单元空间的“相互关系”结合“属性

法”进行研究。

2、中国三大GRS边界界定。(1)长三角GR的核心层次整体空间范围包括

上海市(不包括崇明县)、苏州市、无锡市、常卅【市(不包括溧阳市)、镇江市(不

包括句容市和丹徒县)、南京市(不包括原江浦县、六合县和高淳县、溧水县)、

扬州市(包括广陵区、邗江区、仪征市、郊区和江都市)、泰州市(包括海陵区、

高港、靖汀、泰兴、姜堰)、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通州区和海门市)、嘉兴

市、杭州市(不包括临安市、淳安县、建德县)、湖州市区、绍兴市(包括越城

区、绍兴县和上虞县)、宁波市和舟山市(不包括岱山县和嵊泗县)：(2)核心层

次的珠三角GR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东莞、深圳惠州等的相关

县市区。而中观层次整体空间范围包括汕尾、清源、肇庆三市，外围层次则包括

沿京广线的韶关以及河源、阳江等城市；(3)严格意义上，按照GRS形成的两个

条件，京津冀GR不是一个成熟的GRS。然而，放眼不远的未来，按照京津冀目

前的发展态势、宏观的区位环境以及国家的战略重点来看，京津冀GR将加快其

区域整合和一体化的进程，而中心城市的区域带动作用将进一步明显。核心层次

的京津冀GR范围目前来看仅仅包括北京一天津城镇密集轴。

3、中国三大GRS归纳比较。(1)内部联系。京津冀GR的劳动地域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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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对要低丁：长三角和珠三角GRS。而长三角GR的劳动地域分工要高于珠三角

GR(2)空间形态与结构。珠三角GR属于都市连绵区型的区域；京津冀GR属于

城市走廊型区域向都市连绵区型发展的过渡类型。长三角GR的空间结构呈现删

络状的结构形态。(3)发展阶段。珠三角GR和长三角GR的发展阶段已经到达都

市连绵区阶段，多核心、网络状的空间结构基本形成。而京津冀GR尚处于城市

向心体系阶段向都市连绵区的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

4、GRS边界演变的动态特征。通过长三角GR的边界动态演变分析，归纳

一般GRS边界动态演变的特征如下。(t)GR边界演变的“阶段性”特征。(2)

边界演变呈现“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空间”特征。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和带

动作用日益显著，主要节点城市之间的区域交通走廊对于GRS的内部边界演变极

具意义。(3)GRS内部“边界型地域”在不断形成和演化。

5、GRS边界演变的动力特征。通过长三角GR的边界演变分析，归纳一般

GRS边界演变是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或区域整合)的结果。其中，演变

动力既包括地方政府、全球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推动力，又包括区域核心城市辐射

力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力。

关键词：Global Regions(GRS)长三角GR珠三角GR京津冀GR边界

界定演变过程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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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In this report，based on literature summaries related to global regions

(GRS)arguments，methods and processes for border divison and definition of

GRS is anaylized．Then about the most typical GRS in China，i．e．，the Yangtze

Delta Regions，the Pearl Delta Regions and the Beijing—Tianjing—Ji(Jing·Jin—JI)，

divi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whole spatial boundaries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boundaries are carried out from perspectives of territorial labor

divisions together with the tradional attribution methods．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report，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GRS’borders is explored，with case study

of Yangtze Delta Region．Finaly,mechanisms of border changes or evolutions

is briefly discussed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global and local forc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port include the following ones．

1．General methods and processes for border division and definition of

GRS are established mainly based on spati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geographical units and territorial labor divisions．

2．The core area of Yangtze Delta GR contains Shanghai city(Chongming

not included)，Suzhou，Wuxi，Changzhou(Liyang County not included)，

Zhenjiang(Jurong and Dantu not included)，Nanjing(Jiangpu，Luhe and

Gaochun，Lishui not included)，Yangzhou(including Guangling，Hanjiang,

Yizheng，Jiaoqu and Jiangdu)，Tamhou(including Hailing，Gaogang，Jingjiang，

Taixing and Jiangyan)，Nantong(Chongchuan，Gangzha，Tongzhou and

Haimen included) and Jiaxing,Hanghzou(Lin’an Chun’an，Jiande not

included)，Huzhou(not included the courts)，Ningbo and Zhoushan(Daishan

and Shengsi not included)．

3．The core area of Pearl River Delta GR contains Guangzhou，F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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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shan，Zhuhai，Jiangmen，Dongguan，Shenzhen
and Huizhou．

4．The core area of Jing—Jin-Ji(semi一)GR only contains the urban

corridors between Bering and Tianjin．

5．Degree of territorial labor divisions of Jing—Jin—Ji GR is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Yangtze Detal GR and Pead River Delta GR，while labor division

degree in Yangtze Delta GR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Pearl Delta GR．For the

spatial forms，the Pearl River Delta GR shows features of megalopolis．

Jing-Jin-Ji GR has mixed features of urban·corridor types and megalopolis．

While Yangtze Delta GR has networked features of spatial structures．

6．Evolution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al borders of GRS show features such

as“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the ring-style diffusion and corridor extenti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border regions internal the GRS have been

gradually come into being．

7．The border evolution of the GRS is the result of forces from

globalization and 10calization．

Key Words：Global RegiOIlS(GRS)；Yangtze Delta GR；Pearl Delta GR；

Jing·-Jin-Ji GR；Border

IV



图卜1

图2—1

圈2—2

图2—3

图2—4

图2—5

图3—1

图3—2

图3-3

囝3—4

图3—5

图3—6

图3—7

图3—8

图3—9

图3一10

图3一11

图3—12

图3一13

图3—14

图3—15

图3—16

图3—17

图3一18

图3一19

图3—20

图3—21

图3—22

图3—23

图3—24

图3—25

图3—26

图3—27

图3—28

图3—29

图3—30

图3—31

图3—32

图4一I

插图目录

本文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美国东北沿海的大都市带

辽宁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示意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分布图．
中国沿海都市连绵区分布．

都市连绵区形成演变的空间模式．．，．．．．．．．．．

基于行业就业空间分布与就业结构的聚类结果

都市区结构模式归纳．．．．．．．．．．．．．．．．．．．．．

长三角GR及其周边地区结构分析．．、．．．．．．．．．

长三角GR都市区空间组合。。．。．．，．．。．。。。．。．

长三角GR非农产值比重空间特征．．．．．．．．．．．
长三角GR非农人口比重空间特征．．．．．．．⋯．
基于传统“属性方法”的长三角GR边界界定，
长三角GR的核心层次遥感影像⋯．⋯⋯．．．
2002年长三角GR区域结构类型聚类分析．．．．，

珠三角遥感影像．．．．⋯．．．⋯．．．．，．．．．．．．．
基于行业就业空间分布与就业结构的聚类结果

都市区结构模式归纳．．．．．．．．．⋯⋯⋯．．．．
珠三角及其周边地区都市区结构模式．．．⋯．．
广东省非农行业门类人口比重．．．．．，．．．．．．．．

广东省非农产值比重．．．．．．．．．．．．．．．⋯．．．
基于传统属性方法的边界分析⋯．．，．．．．．．．．
珠三角GR遥感影像图．⋯，⋯．．．．．．．．．．．．．
珠三角GR空间结构分析．．．．．．．．．．．．．．．．．．．
环渤海湾地区自然地形条件遥感影像．．．．．．．．

环渤海湾地区区域结构聚类分析．．．．．⋯，，．，
京津冀GR县市区的聚类结果，．．．．．．．．．．．．．．

京津冀GR都市区结构模式归纳．．．⋯⋯．．．．
京津冀GR都市区结构模式．．．．．，，．⋯．．．．．．
非农行业门类人口比重．．．．．．．．．．．．．．．．．．．．

非农产值比重．．．．．．．．．．．．．．．．．．．．．．⋯．．．
基于传统方法的边界分析．⋯．．．．．．．．．．．．．．
“500强”在环渤海湾地区的投资项目空间分布

重要投资地点与绩效领先企业的空间分布．．．

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区域．．．⋯⋯．．⋯．．，．
城市集群型区域．⋯⋯．．．⋯⋯．．．．．．．．．．
城市走廊型区域⋯⋯．．．．．．．．．⋯．．．．．．．
都市连绵区型区域．．．．．．．．．．．．．．．．．．．．．．．．
传统属性方法长三角GR边界分析(1995年)．

6

0

2

3

4

6

4

5

6

7

8

8

9

0

2

5

7

8

9

O

1

2

2

5

7

7

l

2

3

4

5

5

7

1

4

4

4

5

4

一■■_o

o丝o■卫■卫o■心o■■■““蛆o

o“o巧；；；巧矗∞蛎巧墙阻H门∞似



垦童查堂堡圭星些望三堡堡童 !；!坠!望§i些!望墨堑壅；量枣；鎏壅皇±}鱼坌堑

图4—2 传统“属性方法”的长三角GR边界分析(200i年)．．，．．．⋯．，744
图4—3 1984年长三角GR区域经济结构类型聚类分析．．．．．．．．．．．．⋯．．．76
图4—4 199I午长三角GR区域经济结构类型聚类分析，，．．．．．．．．．．⋯．．766
图4—5 2002年长三角GR区域结构类型聚类分析。．．．．．．．．．．．．．．．．．，。。777

图4—6 1984—1992年地理单元总人口年变化率⋯⋯．．．．．．．．．．．．．．．．．799
图4—7 1992—2002年地理单元总人口年变化率．．．．．．．．．⋯．．．．．．．．．．8080
图4—8 长三角GR的人口分布密度．．，．，．．．．．．．⋯．，．，．．．．．．．．．．．．．8181
图5—1 全球和地方关系．⋯．．．．．．．．．．⋯．．⋯．．．．．．．⋯．．．⋯．．．．844
图5—2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竞争机制分析．．．．．．．．．．．．⋯．．．．．．．⋯．．86
图5-3 1980年代以来“世界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行业演变．．．．．．．．89

图5—4 “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项目空间分布．．．．．．．．．⋯．．．．．⋯．．．93
图5—5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于研究开发项目的空间分布．．⋯．．．97
图5—6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于服务业项目的空间分布．．．．．⋯98
图5—7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空间分布．⋯98
图5-8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于传统制造业项目的空间分布．．．．．．99
图5—9 地方行政推动与市场力量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曲线．．，．．．．．．．103

图5—10沪宁杭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发展比较．．．．．．．．．．⋯．⋯．．．．⋯．．115
图5一Il中小城市及其大城市工业空间圈层结构的改变，，．．．．．⋯．⋯．．121
图5—12昆山历年实际利用外资变化．．．．．．．．⋯．．．．．．．．．⋯．．．．．．．．．125
图5一13昆山新批外资项目个数历年变化⋯．．．．．⋯．．．．．．．．⋯．⋯．．126
图5—14城市竞争绩效的投入历年变化(1)⋯．⋯．．．．⋯．，，，。。．⋯．126
图5—15城市竞争绩效的投入历年变化(2)．⋯．．．．．．，⋯．．．．．．⋯．．126
图5—16城市竞争绩效的产出方面(1)．．．．．．．．．．⋯．．．．．．．．．．．．⋯．127
图5—17城市竞争绩效的产出方面(2)，．．．．．⋯．⋯．．．．⋯．．．．．．．．．127
图5—18历年昆山出外考察的城市地区和次数⋯⋯．．．．．．．⋯．．．．．．．．135
图5—19历年外地城市地区来昆山考察状况统计．．．．．．．．⋯．．．．．．．．．．，136
图5—20中小城市及其大城市空间圈层结构的改变分析．．．．⋯．，．．．．⋯139



表目录

表3．1解释总方差⋯⋯⋯⋯⋯⋯⋯⋯⋯⋯⋯⋯⋯⋯⋯⋯⋯⋯⋯⋯⋯⋯⋯⋯．．21
表3—2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旋转矩阵⋯⋯⋯⋯⋯⋯⋯⋯⋯⋯⋯⋯⋯⋯⋯⋯⋯．，22

表3．3长三角GR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及其内部单元归纳⋯⋯⋯⋯⋯⋯⋯⋯～33
袁3—4解释总方差⋯⋯⋯⋯⋯⋯⋯⋯⋯⋯⋯⋯⋯⋯⋯⋯⋯⋯⋯⋯⋯⋯⋯⋯．．35

表3．5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旋转矩阵⋯⋯⋯⋯⋯⋯⋯⋯⋯⋯⋯⋯⋯⋯⋯⋯⋯。36

表3．6珠三角GR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及其内部单元归纳⋯⋯⋯⋯⋯⋯⋯⋯433

表3．7广东省部分地级城市区位商⋯⋯⋯⋯⋯⋯⋯⋯⋯⋯⋯⋯⋯⋯⋯⋯⋯一“

表3．8解释总方差⋯⋯⋯⋯⋯⋯⋯⋯⋯⋯⋯⋯⋯⋯⋯⋯⋯⋯⋯⋯⋯⋯⋯⋯．499

表3．9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旋转矩阵⋯⋯⋯⋯⋯⋯⋯⋯⋯⋯⋯⋯⋯⋯⋯⋯⋯．．50

表3．10世界500强典型时段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566
表3—11京津冀GR整体空间范围边界⋯⋯⋯⋯⋯⋯⋯⋯⋯⋯⋯⋯⋯⋯⋯⋯588

表3—12北京天津外围地区(河北省级)开发区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60

表3．13京津冀、珠三角GR主成分分析⋯⋯⋯⋯⋯⋯⋯⋯⋯⋯⋯⋯⋯⋯⋯623
表3．14长三角GR主成分分析⋯⋯⋯⋯⋯⋯⋯⋯⋯⋯⋯⋯⋯⋯⋯⋯⋯⋯⋯一633

表5．1长三角OR各城市利用500强投资项目历年比较⋯⋯⋯⋯⋯⋯⋯⋯⋯93
表5—2世界500强在长三角GR典型投赘项目的区位商⋯⋯⋯⋯⋯⋯⋯⋯．103

表5．3长三角区域整合(一体化)过程的“事件性”分析⋯⋯⋯⋯⋯⋯⋯107
表5．4沪宁杭周边地区的昆山、江宁、萧山崛起轨迹的事件性分析⋯⋯⋯113

表5．5 昆山、萧山、江宁等中小城市发展比较分析⋯⋯⋯⋯⋯⋯⋯⋯⋯⋯114

表5．6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指标与昆山市域的比较⋯⋯⋯⋯⋯⋯⋯⋯125
表5．7昆山城市竞争的事件性绩效分析⋯⋯⋯⋯⋯⋯⋯⋯⋯⋯⋯⋯⋯⋯．．1288
表5．8第一阶段昆山发展和竞争的SWOT分析⋯⋯⋯⋯⋯⋯⋯⋯⋯⋯⋯⋯129

表5．9第一阶段的重要经营有效性策略⋯⋯⋯⋯⋯⋯⋯⋯⋯⋯⋯⋯⋯⋯⋯130

表5—10第二阶段昆山发展和竞争的SWOT分析⋯⋯⋯⋯⋯⋯⋯⋯⋯⋯⋯⋯131

表5．11第二阶段的重要经营有效性策略⋯⋯⋯⋯⋯⋯⋯⋯⋯⋯⋯⋯⋯⋯⋯133

表5．12第三阶段昆山发展和竞争的SWOT分析⋯⋯⋯⋯⋯⋯⋯⋯⋯⋯⋯⋯135

表5．13第三阶段的重要经营有效性策略⋯⋯⋯⋯⋯⋯⋯⋯⋯⋯⋯⋯⋯⋯．．1377



1 绪论

1．1 GIobaI Region$(6RS)的提出及其界定

区域不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城市不是绝对独

立发展，而是处于一定的区域经济背景之下的相对独立单元。因此哈维曾经说：

“空间组织有必要超越空间”，即超过城市本身的空间，以区域整体的力量进行

全球合作与竞争。然而纵观世界城市(World City)(Peter Hall，1966；Peter

Hall，1995；Friedmann，1986；Friedmann，1988)、全球城市(Global City)

(Sassen．1991)，还是城市密集区(胡序威，2000；刘荣增，2002)、大都市带

(Megalopolis)、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Gertler，1996：Scott，

1996)的研究，对城市与区域相结合的这种影响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

足。GRS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前提，在城市之间竞争向以区域为主的竞争演

变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和形态(顾朝林，1999；崔功豪，

1992：周一星，1997：胡序威，2003；李红卫，吴志强，2005)。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在前人关于珠三角的研究基础上，考虑到全

球城市体系由“树枝纵向结构”向“网络状横向结构”的转变，同济大学吴志强

教授在我国首先提出了“Global Regions”(GRS)的概念(吴志强，2002)。认为

GRS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较好的解决了人都市带的一些城市社会经济问题，这是一

种城市要素集聚的新形态。

1．2@RS“边界”概念、特征及研究意义

1．2．1 “边界”概念与功能辨析

(1) 地理单元“边界”的概念

区域地理系统边界是构成区域的基本要素，区域地理边界与地理区域是相

辅相成的，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前者对后者则有鉴定意义(张军涛，刘锋，

2000)。由于地理学区域观念的差异，使得区域地理边界的认识也不一样。在已

查到的文献中，对地理边界(或称界线)进行总体概括的主要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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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界线是将地域单位加以区分的线或带．一般处于地理要素或地理综

合体特征变化梯度最大的地段，按属性分为自然地理界线和经济地理界线两

类⋯⋯(左大康，1990)。

②地球表层空间内，被一个或一组地域要素相区别的地域单位之间的作用

界面称为地理边界。其中地域要素成为划界因子，被划界因子区分形成的地域单

位称为地理区。

⑨地理界线反映了划分地理客体各组成要素的空间结构。界线是某一区域

引退其显著特征时给出另一毗邻区域显著特征的地带。在一个二维地理连续体

中，界线代表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的过渡带(V．Y．苏瓦治夫，1983)。

④且E．索恰瓦在《地理系统学说导论》一书中指出：“区域的界线乃是

地理系统组集之间的界线，同时也包括交错区(后者也是具有一定结构的地理系

统)”。

⑤潘赛在其《世界政治地理》(彦屈远译，1975年。世界书局)一书中，

将(国际)界线定义为“一条表明国家领土范围的界线”。

⑥我国大多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区的界线是比较模糊的，具有一

定宽度的的带。

举凡上述诸种认识，区域地理系统界线既是地域分异的因素，也是区域形

成的因素，体现出区域地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条界线不只是分割相互砒连

的地域单元，而且是区域之间联系接触的纽带。尽管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定义

地理界线，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承认；第一，地理界线是区分地域单元

的线或过渡带。第二，界线是相邻区域的分异标志，又影响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界线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2)“边界”功能辨析

边界不仅仅具有分割毗邻区域的分离功能(也称屏障功能)，还具有充当区

域之间接触纽带的接触功能(也称中介功能)。第一，分离功能。区域边界的分

离功能把区域形成过程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通过在该区域范围内的积聚过

程来加强这种限制。同时，区域边界还具有屏障作用，起着阻抑区域毗连过程相

互渗透的作用。社会经济地理学中，这种分离功能更具有意义。因为，它加强了

经济区之间的反差，在区域专业化形成过程中，它既是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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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结果。在结点区域中，边界的屏障作用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比区域核心更为

显著。第二，接触功能。区域边界的接触功能，即区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界线

两侧各种形式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换的基础。从动态角度看，区域界线既

具有鉴别、辨识的意义，又具有毗邻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作用。这两方面辨

证联系的过程在时空中以特定的序列出现，如先以屏障功能为主，后向接触功能

转变。区域地理系统之间的交流，可以出现在整体界线上，或者通过某种通道在

界线的“突破点”出现。第一种交换类型在均质区域中较为典型，如城市区域不

同功能区物流、人流、资金流、交通流等的交换。第二种交换类型在结节点区域

较为常见。如位于边境地带的各个国家的地区，其经贸往来只能在口岸、互市贸

易区进行。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地理系统界线的分离功能和接触功能是辫证联系

的。当区际交流开始出现时，分离作用表现为对“流”的反射和过滤功能：当交

流实现时，边界的分离作用又因为“流”的交换而减弱。这一点在分析各种地理

区域结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时非常重要。另外，地理单元之间

边界的过渡形是相对的，有差别的。由于区域地理单元的等级)f；同，其边界的明

显程度也不一样。通常等级越高的区域单元，其内部结构比较复杂，其间的边界

就比较模糊：相反等级较低的地理单元之间，其边界就表现的明显一些。因此，

高级单元间的边界比低级单元间的边界宽。

按照区域地理系统的真实情况，历史与现实形成的对象和现象的地域差异

确定界线，阐明区域地理系统界线的性质和类型，探讨区域划分依据和指标、沦

证其在科学上和实践上的意义，是区域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边界线不完整，

无法在地域上勾画出来，无法准确度量区域面积，形不成完整的区域。曾经有过

弹性经济区的概念，认为经济区不必有明确的界线。果真如此，是很难执行的。

没有界线，就没有确切的密集，没有明确的范围和指标，很难进行正常管理。

1．2．2 GRS边界概念

GRS作为一种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典型的地理系统单元。通

过上述地理单元“边界”的概念辨析可知，GRS“边界”一方面指的是GRS的整

体空间范围边界，另一方面，由于GRS又包括若干层次的“低级别”区域单元，

因此GRS边界也包括其内部结构边界的意义。通过GRS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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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结果。在结点区域中，边界的屏障作用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比区域核心更为

显著。第二，接触功能。区域边界的接触功能，即区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界线

两侧各种形式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换的基础。从动态角度看，区域界线既

具有鉴别、辨识的意义，又具有毗邻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作用。这两方面辨

证联系的过程在时空中以特定的序列出现，如先以屏障功能为主，斤向接触功能

转变。区域地理系统之问的交流，可以出现在整体界线上，或者通过某种通道在

界线的“突破点”出现。第一种交换类型在均质区域中较为典型，如城市区域币

同功能区物流、人流、资金流、交通流等的交换。第二种交换类型在结节点区域

较为常见。如位于边境地带的各个国家的地区，其经贸往来只能在口岸、互市贸

易区进行。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地理系统界线的分离功能和接触功能是辫证联系

的。当区际交流开始出现时，分离作用表现为对“流”的反射和过滤功能：当交

流实现时，边界的分离作用又因为“流”的交换而减弱。这一点杠分析各种地理

区域结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时非常重要。另外，地理单元之间

边界的过渡形是相对的，有差别的。由于区域地理单元的等级不同，其边界的明

显程度也不一样。通常等级越高的区域单元，其内部结构比较复杂，其问的边界

就比较模糊；相反等级较低的地理单元之间，其边界就表现的明显些。因此，

高级单元间的边界比低级单元间的边界宽。

按照区域地理系统的真实情况，历史与现实形成的对象和现象的地域差异

确定界线，阐明区域地理系统界线的性质和类型，探讨区域划分依据和指标、论

证其在科学上和实践上的意义，是区域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边界线不完整，

无法在地域上勾厕出来，无法准确度萤区域面积，形不成完粘的区域。曾经有过

弹性经济区的概念．认为经济医不必有明确的界线。果真如此，是很难执行的。

没仃界线，就没有确切的密集，没有明确的范围和指标，根难进行正常管理。

1．2．2 GRS边界概念

GRs作为一种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是4种典型的地理系统单元。通

过上述地理单元“边界”的概念辨析可知，6RS“边界”一方面指的是6RS的整

体空间范围边界，另一方面，由于GRS又包括若干层次的“低级别”区域单元，

因此GRS边界也包括其内部结构边界的意义。通过GRs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和内

因此GRS边界也包括其内部结构边界的意义。通过GRS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和内



部结构边界的分析，可以分析6RS的发展发育过程以及内部结构演变的过程。

1．2．3 GRS边界特征

(1)动态性

城市和区域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特征。GRS同样如此，

其发展发育决定整体空间范围边界的动态性：内部结构的演变和整体空间边界的

动态性也决定了其内部边界的动态特性。

(2)层次性

一方面，GRS具有若干个子系统单元，如长三角GR包括上海都市圈、苏锡

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次单元；另一方面，与都市稍有不同的是，不同层次的

GRS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更大一些，譬如大珠三角与珠=三角的层次差异。同

时，由于其动态特征也决定了其层次性的特点。本文中的边界界定等研究兼顾了

GRS的层次性特征。

(3)模糊性

这是由城市的辐射与吸引作用的阶段性、层次性等所决定的。城市群中各

个大中小城市，由于城市规模所决定的城市势能强弱，形成了城市的辐射与吸引

作用的大小，影响着区域之间各个城市辐射与吸引的范围大小，城市作用是绝对

的，而城市作用的大小则是相对的，这里有一定的地区界线(主要是经济区的界

线．中心城市在区域内作用大小的地区界线等)，但是这里具有一定的数学j二的

模糊概念(姚士谋，2001)。

1．3 GRS“边界”的研究意义

1．3．1 科学意义

复杂都市圈或者6RS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的意义。边界界定与边

界动态变化——格局与格局变动。

城市科学的研究方向。目前城市科学的主流研究方向中，以下两个方面受

到曰益广泛的关注：第一，全球化、地方化以及信息化、市场化的国际和国内背

景条件下．城市科学开始更多地注重区域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如全球城市区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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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域主义、城市竞争联盟；第二，规划控制、图则等微观实施层面的深入研究

以及市场经济下的城市规划制度的变革、城市规划体系完善等。GRS边界界定的

研究属于第一个方面的范畴，即宏观层面的城市区域问题研究，也是城市地理学、

城市规划学以及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城市科学问题研究。

1．3．2 实践意义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正在加紧编制，国家发改委将区域规划作为国家

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国家发改委将一反此前构想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和成渝四大经济圈发展的区域规划，而有意成立“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

济圈”两个区域经济试点。国家发改委这一最新构想意味着区域规划首次正式作

为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重点，同时这也标志着被选为试点区域之-的长三角，其

一体化进程首次进入国家级的发展战略。我们国家的发展观经历了平衡发展、重

点发展(沿海地区)的阶段，现在“科学的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发展，这是在更

高层次上的回归。长三角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理应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由“行政

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迈进。

从全球的大背景来看，核心都市及其是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

的一大趋势，因此区域规划被写入“十一·五”规划是“应该”的。然而区域规

划的前提之～是确定所要编制规划的地理单元边界。因此，关于GRs边界界定、

边界演变过程及其演变机制的研究和探讨是区域规划、区域发展策略制定的基础

理论依据，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4(Ills“边界”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内容及其技术路线

在对国内外相关区域的“边界”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卜-，将本文分为

三个部分(图1-1)。

第一部分：中国三大GRS边界界定的研究。目前，中国比较成熟的全球城

市区域包括长三角GR、珠三角GR以及京津冀(北)GRs。本文根据GRS的基本

特征以及借鉴都市区、都市和都市圈等的界定标准和指标、原则，采_}=}j多种方法



相结合的途径进行中国上述三大GRS的整体空间范围界定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

绪论与相关综述

l
边界界定方法和程序l
／＼

I传统“属性”方法l l地域单元劳动地域分工“相关关系”法【

}
中国三大GRS边界界定．／／l＼．

长三角GR l 珠三角GR 京津冀GR℃≥5立迤乡
整体空间范围边界 内部结构边界 劳动地域分工

＼．-／／ 发展阶段

I三大GRs画纳比较 l 。
结构与彤态

上土 属忭方法界定的比较

GRs边界动态演变：长三角案例 b 人口变化的边界分析

_J 经济变化的边界分析

＼／

GRs边界演变机制：长三角案例 l
“事件性”分析

山 山

I全球化动力] I地方化动力l；争
核心城市辐射带动

I
地方政府l戏略与策略

r] fl世界500强投资分析．

I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图卜l 本文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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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国GRS边界演变的动态研究。GRS边界的动态特征体现在其

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在不断的动态演变，其边界演变的研究对于

GRS的发育、发展以及相应的区域规划编制、区域发展战略等具有借鉴意义。本

文以长三角GR为案例，采用人口变化和经济结构变化等方法探讨中国GRS的演

变途径和过程。

第三部分：中国GRS边界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边界的界定能够反映GRS

的静态空间格局，而边界演变则反映了GRS的发育和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边界

演变的机制分析则能够从深层次根本上揭示GRS发展和演变的动力因素。本文吼

k三角GR为案例分析，根据新经济时代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全球化

(跨国公司投资等)、地方化(包括地方政府作用、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角度

来探讨GRS的演变动力。

总之，上述的内容和思路研究，其目标是：以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理

论为指导，结合经济学、人1：3学、城市规划学等的分析方法，对GRS“边界”的

界定和“边界”的演变进行较为系统地实证分析和研究，归纳出巾国GRS的空间

格局特征和格局演变规律，依此为我国GRS的发展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提升提供背

景分析和依据。

1．4．2 研究方法

(1) 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定量研究可以提高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成果的可信度。但是，由于研究主

体的复杂性和定量指标的选择往往具有一定的人为主观性，仅靠定量方法不可能

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坚持了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

(2) 静态分析和动态研究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都市6RS的来龙去脉。并预见其未来趋势。

(3) 辩证分析和系统研究相结合

用全面观点、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运

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去考察诸问题的内外部联系。

(4) 研究文献的搜集．对于研究资料的搜集

一是到统计局、计委、规划局等部门索取统计资料、文字资料、图表资料



以及典型材料等：二是结合规划实践．深入现场，进行调杳研究，获取第一手资

料。三是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资料查询，并通过网络直接与城市、部门等联系，

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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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S边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1 GRS及其相关区域界定的原则

2．1．1 GRS的界定

同济大学李红卫博士曾经假设GRS应该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区域规模、

作用方面的条件。这是决定着区域是否在全球有一定的地位。第二．是区域的文

化、制度，这是区域的个性，关乎区域长远的发展(李红卫，2005)。

其中表现区域规模、作用方面的条件主要包括：第一，GRS是城市密集区。

第二，GRS是全球枢纽。表现区域文化、制度方面的条件包括以下内容：首先，

GRS是城市联盟地区；其次GRS是扁平化网络(吴志强，2002)。

2．1．2 相关区域界定的原则

(1)国外相关区域界定的指标与原则

和GRS概念相似的有全球城市(Sassen，199l；吴志强，1998)、都市圈

(Megalopolis)、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MIT)、

城市带(Urban Belts)、都市区(Metropolis)、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等等(沈建法，2001：Scott，1996：崔功豪，1992；顾朝林，2002等)。

对于大都市带的指标，戈特曼坚持2500万人口为其规模下限。有些学者则

认为不一定非得坚持这一数量指标。帕佩约阿鲁根据他划分的十五种类型认为真

正的大都市带其人口规模应在3500万至2．5亿之间，而戈特曼定义的那些人口

规模低于3500万的地区对大都市带特征的反映是不够典型的。因此他建议用准

大都市带(Pre—Megolopolis)来表示人口规模在i000万到3500万之间的城市密

集地区。如果包括准大都市带在内。当时世界上早已有45个这样的城市密集地

区。其中的人口超过5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5％以上。

对于人口密度没有太大的分歧。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带内部的人口密度不应

低于250人／平方公里，其核心部分的人口密度则应更高。

国外对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的界定概述为了在统计上界定都市区这种能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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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反映城市地域范围且具有可比性的概念，欧美各国从本世纪初就陆续制定

了它的划定标准。各国虽划定方法各异，但都包括两个部分：即一定规模的巾心

城市和与中心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域。外围地域的划入均是依据一

些最具代表性的统计指标如通勤率、非农化水平等。美国在19t0年人口普查时

就定义了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后几经修订确定为标准大都市统

计区(SMSA)，其组成部分有三个：(1)一个具有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或

共同组成一个社区的总人口达5万以上的两个相连城市；(2)中心城市所在县的

其余部分(称为“中心县”)，人口密度在58人／Km2以上：(3)75％以上劳动力

从事非农业活动且至少有15％在中心县工作的邻接县，邻接县就业者中有25％常

住于中心县、市中(胡序威，2000)。

欧美其它国家对都市区的划法基本类似，如英国的标准大都市劳动区

(SMLA)和大都市经济劳动区(MELA)，加拿大的官方统计定义都市普查区(CMA)，

德国的就业密集地区等。如早在1954年，日本行政管理厅统计标准部就仿照美

国的SMA定义了“标准城市地区”来表示城市的功能地域。但后来这一概念被逐

渐放弃。城市的功能地域被具体化为各种都市圈、如被广泛应用的生活通勤圈、

商业圈等。这些概念是指城市的某一力量影响所及的范围。1960年又提出了大

都市圈，并规定除了外围地区到中心市5％的通勤率以外，都市区的中心市人口

规模须在10万以上，大都市圈则要求中心市为中央指定城市(相当于巾国的直辖

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并且邻近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姚士谋，朱

英明；2001)。

图2—1美国东北沿海的大都市带

资料来源：胡序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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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相关区域界定的指标与原则

周一星曾经提出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MIRs)

形成的5个必要条件：第一，具有两个以上大城市(人口百万以1)作为发展极；

第二，有对外口岸；第三，发展极和口岸之间有便利的对外交通干线作为发展走

廊：第四，交通走廊及其两侧人口稠密且有较多的中小城市；第五，经济发达，

城乡间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在确定各个都市区范围时一般采用如下指标：第一，

中心城市，即市区非农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第_，外围县。成为外围县的

条件有二个：①全县(市)的GDP构成巾非农产业比重与劳动力构成中非农劳动

力比重分别占75％年D 60％以上；②与中心城市毗邻或满足以上两条件且与中心城

市毗邻的县(市)相邻。如果某县(市)能同时划入两个都市区则确定其归属时

主要依据行政区划而定(Zhou。1991)。

顾朝林(顾朝林，于涛方等，2002)曾经分析了大都市伸展区(The Extended

Metropol itan Areas)的标准：第一，必须含有至少两个大的核心城市和至少一

个大都市地区，其中每个大城市的人口100万人口以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对外开

放能力，具备国际都市区的一些主要特征。第二，应该具有一个大的港口或者航

空港，拥有较大规模的国际航线和先进的技术水平。第三，区域内的综合交通走

廊应该具备多方位的现代交通方式。不同层次的增长极都能够与交通走廊有便利

的可达性，组成大都市伸展区的城市之间应该有着较为紧密的社会和经济联系。

第四，内部的总人口数量应该至少达到2500万，平均人口密度达到2000人／km2。

第五，城市边缘区域由区域的非农产业化度界定。其中内部边缘城市区域的划分

遵循以下几个条件：①农产业产值比重应该达到75％，大于县级单位的平均GDP

水平：②60％以上的县级单位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③所有这些县级单位濒临

或接近中心城市，并且有条件包含在大都市伸展区内。大都市伸展区其它不符合

上述标准的地段归结为外围边缘城市区域。

南京地理研究所的姚士谋教授也针对城市群提出若干原则：他认为关于城

市群区域范围的界定是相对的，局部性地域的，不可能有明确的、绝对的界线。

首先应探讨其界定的原则，然后是界定的方法等。第一，客观性及可识别性原则。

城市群实体客观存在于地表空问，城市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占据看一定的地表

空间，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分区的实体。城市活动与周围各地城市、区域活动有

一定的距离，形成城市场空间作用的强弱。这种城市场作用的大小，实际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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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内部联系强弱的表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具有可以识外除的原则。第二，

城市辐射的阶段性和模糊性原则；第三，统一性及其空间相互联系的原则。城市

群实体地域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地城每一个城市发生者空间相互联系

的作用。城市吸引着周围地域人口、资源分配与城镇联系，也为周围地域和各个

中小城市提供城市服务、市场、就业机会等等。这一城市的互动机制是城市实际

地域以现状用地的方式再扩展的动因(姚士谋，2001)。

2．2界定对象及中国相关区域的边界界定研究

与GRS边界界定相类似的包括城市群的边界界定，都市连绵区的边界界定，

都市密集带的边界界定等等。国内相关区域的边界界定研究主要有：

赵永革(1997)、阎小培(1997)、宁越敏(1998)分别对辽宁、穗港澳、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进行了界定研究。他们都是在拟定的都市区界定方案基础上，

先确定都市区范围，然后进一步对都市连绵区定界。胡序威(2000)等人所著的

《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中也采用了类似方法对典型都市

连绵区进行定界，如图2-2，图2-3，图2—4。

图2—2辽宁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示意

资料来源：赵永革(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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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密集区方面：孙一飞(1995)提出了界定城镇密集区的指标选区的原

则和相应指标，从而界定了江苏省城镇密集区的范围。城市群方面：代合治(1998)

提出了从特大城市群到小型城市群的划分标准，从而界定了我国17个不同规模

的城市群。

图2—3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宁越敏(1998)

关于长三角边界界定的相关研究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宁越敏根据“属性”

方法，采用1993年数据，对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地理边界进行界定研究。上海经

苏州、无锡、常十It至镇江沿沪宁铁路的五个都市区已完全连片，扬州都市区隔江

与之相连，这6个都市区形成长三角都市连绵区。但长三角南翼嘉、湖、杭、绍、

宁五个都市区则由于当时桐乡、余杭、上虞、余姚等市未达到外围县标准，使这

些都市区未能连成一片而成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一部分。南京、南通两个都市

区也因同样原因未成为都市连绵区的一部分。1995年，由于外围县数量的增加，

从镇江，扬州经苏锡常．上海、杭嘉湖绍至宁波业已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包括

11个都市区在内的都市连绵区。同时，王德教授(2003)根据城市势力圈划分

的“理论法”方法(其基础原理是城市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式)对沪宁杭地区城市

影响腹地进行了划分，并作了动态时序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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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中国沿海都市连绵区分布

资料来源：胡序威(2000)

关于珠三角方面：关于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的相关研究方面，阎小

培教授等根据“属性”方法，采用1994年数据，对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范围进行

了界定。第一步用市区非农业人口20万人以上的城市作为都市区中心市的划分

标准进行都市区中心市资格的界定，第二步用全县(市)GI：)P中二、三产业占

75％以上作为都市区外围县(市)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都市区的界定，划出港

澳珠地区11个中心市的外围县(市)， 中心市SD#I-围县(市)共同组成都市

区，都市区首尾相连形成都市连绵区。

关于京津冀方面的边界相关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科学院地理所

的有关学者也有一定的探讨和界定研究(吴良镛，2003)。一般的，他们将北京、

天津及其河北省北部的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沧州以及唐山等作

为(准)都市圈(连绵区)的范围(陆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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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区域边界界定的方法

2．3．1 理论法：势力圈与属性方法

势力圈划分的方法：依据城市场引力公式，计算城市群内部各类城市的综

合经济实力的辐射范围，主要客货流密度以及信息流强度，分直接辐射与间接辐

射的区域范围进行界定，如同济大学的王德教授根据人口指标和经济指标等反映

城市规模的数据，通过GIS工具的应用对长三角地区势力圈进行了划分(王德．

2003)。此外，顾朝林教授、姚士谋教授也都用类似的方法对济南、厦门等城市

进行了势力圈的分析。

属性方法，是当前最常用的方法。通过地理单元的非农业产值比重以及非

农人口比重等数量指标进行分析判断，如胡序威教授、宁越敏教授、阎小培教授

等采用该方法对相应的都市连绵区进行了边界的界定研究。

2．3．2 经验法：基于“流”的网络方法等

(1)按照经济区划分方法，界定城市群的区域范围。例如沪宁杭区域城

市群区，内部包括江、析两省与上海市经济发达区，江苏省的苏锡常、宁镇扬两

大经济区，可以作为城市群的内部分区。但这种方法缺乏一定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依据，方法上存在着不严密性与松散性。

(2)按照城市群区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规模、流向、疏

密程度进行划分，按照各中心城市经济联系的强度分析计算，这种方法比较复杂，

资料难以取全，一时难以划分，尚处于研究探索之中(姚士谋，2001)。

2．4 GRS格局和格局演变的其它相关研究

关于GRS的空间格局方面，同济大学李红卫博士已经就珠三角GR的空间演

变、空间解析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相对比较系统地分析(李红卫，2005)。

“边界”是复杂GRS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切八点和视角。其边界的整体空间

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的界定工作反映了GRS的空间格局，而其边界的动态演

变研究则反映了GRS的空间演变和空间重构的过程。



因此，从这‘方面讲，与GRS相类似的区域的空间格局、空间演变、空间

重构等的研究可有借鉴意义(图2—5)。其中主要包括都市区、都市圈、城市带、

都市连绵区等方面的空间格局和格局演变的学术文章和著作(Piero，1999：

AIain，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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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都市连绵区形成演变的空间模式



3中国三大GR8边界界定研究

GRS应该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区域规模、作用方面的条件。这是决定着

区域是否在全球有一定的地位。第二，是区域的文化、制度，这是区域的个性，

关乎区域长远的发展。其中表现区域规模、作用方面的条件主要包括：第一．GRS

是城市密集区。第二．GRS是全球枢纽。表现区域文化、制度方面的条件包括以

下内容：第一，GRS是城市联盟地区，第二，GRS是扁平化网络(李红卫，吴志

强，2005)。

对照这几个条件，中国目前来讲发育最为成熟的GRS市场江三角洲地区和

珠三角地区，它们无论在区域规模、全球和区域地位，还是文化、制度等方面都

具备成为6RS的必要条件。另外，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北)地区也初

显GRS的态势，其区域规模和全球、地方作用方面的条件基本达到，然而其文化

制度方面还尚待提高，尤其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联盟还远远不够，另外其扁平化网

络也不成熟。然而近年来。京津冀GR的发展迅速，其一体化进程和区域整合在

不断的加快，并且，其一体化进程也被纳入到国家战略。

因此，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比较典型

的GRS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来进行这三大区域的边界界定研究，同时选取长三

角地区为实证对象，来进行GRS边界的动态演进研究和演进的动力机制分析。

3．1 GRS边界界定的一般方法和程序

通过综述中外相关6RS的边界界定实证分析可见，区域边界界定的传统方

法往往是通过地理单元“属性”方法进行的，对于区域单元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联

系相对轻视，这往往会与实际情况有不小出入。譬如，在城镇分布密集的地区，

如中原城市密集分布地区，甚至辽中地区，通过上述方法则可能有“夸大”的情

况，实际上这些地区的内在经济等联系相对不多。因此，对于地理单元内部经济

联系的分析不可缺少。此外。传统边界界定的数据比较单一(相关的研究采用的

指标仅仅是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值比重)，而且统计的单元比较大。这些也影响

了边界界定的科学性。鉴于此，本文将建立一套比较科学而可行的GRS边界界定

的一般方法和程序，同时采用最新的统计数据来进行GR5边界的实证研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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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理学者惠特利西提出了各类区域均可再归并为两类，即均质区和枢

纽(节点>区。均质区是具有相对单一的面貌，其特征在区内各部分都同样表现

出来：枢纽区的形成取决于内部结构或组织的协调，这种结构包括～个或者多个

聚焦点，即中心，以及环绕聚焦点的区域，二者被流通线路所连接区的边界处于

联结的束梢。因此，一般的边界界定的方法可以从“均质区域”和“枢纽区域”

的角度进行分析。关于“枢纽区域”的角度一般的可以通过“理论法”(基于重

力模型等的分析)和“经验法”(基于节点枢纽一通道一流等的方法)进行城市势

力圈的划分，这在过去的分析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然而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相

对性”的特征，另外其边界界定的可行性方面较低，界定工作复杂而不全面。传

统的一般边界界定的方法是基于“均质区域”的角度，通过地理单元“属性”的

方法进行判断。本文中的边赛界定的一般方法主要基于“均质区域”的角度，采

用地理单元“相互关系”(interaction)，结合“属性法”，甚至“枢纽区域”方

法进行研究。

GRS边界界定的一般程序包括：

(1)首先将GRS及其周边地区按照区、县、县级市进行地理单元详细划分，

并将这些地理单元视为均质区域：

(2)进行区域单元的聚类分析。根据不同就业行业人口的行业比重以及单

位面积上的各个行业的就业分布密度等大量数据，采用相关的技术处理(本文主

要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根据处理的结果进行区域地理

单元的类型聚类分析。

(3)判断GRS的基本单元——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包括都市区的空间结构

类型(都市区的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即“核心一边缘”空间结构

的亚类型)和经济结构类型(服务密集区、制造业密集区、旅游密集区、农业区

等)；

(4)根据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分析构成GRS的都市圈或城镇密

集轴；

(5)传统“属性”方法或者“枢纽区域⋯‘网络”方法进行对比或检验。

最后，兼顾GRS边界的特性，即动态性、层次性和模糊性等以及GRS边界

界定的基本原则，进行GRS的整体范围边界界定和内部空间结构边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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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长三角GR边界界定1

3．2．1 长三角GR边界界定的意义

图3-0长三角GR自然条件

经济意义上的长三角地区边界不如自然意义上的氏三角地区清晰而易划分

(图3-0)。传统上的长三角地区一般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地区、浙江杭嘉湖地

区以及宁波、绍兴、舟⋯三市(共15个市)，总面积9．961万平方km2。最近又

有人提出长三角GR应该包括台州、温州等，还有的学者提出，金华、安徽的东

部地区也应该包含在长三角GR内。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地区臼益融

合而快速走向一体化。地方政府也在逐步的在各个领域加强协作，并自愿组成新

的经济协调组织一一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会议

于2003年在南京市举行，台州也新增为协调会的一员。与此同时．江苏的盐城、

淮安，浙江的温州，金华，衢州，安徽的芜湖、马鞍山、滁州等也积极的全方位

融入到长三角GR中来。 从都市圈角度来看，长三角GR边界有必要进行科学而

本节的相关内存即将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以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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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合理的界定。近来，长三角地区仅江苏部分就制定了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

圈等发展政策和规划。其中在南京都市圈，安徽东部的滁州、马鞍山、芜湖也包

括在内，而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城市则排斥在传统的长三角GR范围内。此外，

浙江范围内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不属于自然地理范畴长三角领域的温州、台州、

金华等地区也已经与传统上的长三角GR不可割舍开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

展，长三角城市目前正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阶段。目前类似于GRS的研究都

是基于传统GRS的边界界定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严谨性与

科学性(洪银兴，刘志彪，2003；朱文晖，2003)。

通过边界的界定，可以判断GRS的内部空间格局。关于长三角GR边界界定，

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GRS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界定，GRS的内部结构边界界定。

3．2．2 长三角GR边界界定的方法、内容与数据来源

3．2，2．1边界界定的方法和内容

长三角GR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研究的具体方法和研究内

容包括：

(1)首先将长三角及其相关周边地区按照区、县、县级市进行地理单元详

细划分，共划分为238县市区，并将这些地理单元视为均质区域；

(2)然后本文将根据每个地理单元行业的就业结构比重和就业人数空间分

布密度，采用主成分数理统计方法、聚类方法，进行上述各地理单元空间结构类

型的归类，其中行业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批发和零售，金融保险

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

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其它。这些行业全

面反映了各个地理单元的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在本文分析中，由于采掘

业在该地区不特别突出，因此和农林牧渔业汇总一起，归纳为15个就业类别。

(3)在此基础上，判断GRS的基本单元——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包括都市

区的空间结构类型(都市区的核，11,地带，外围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和经济结构类

型(服务密集区、制造业密集区、旅游密集区、农业区等)；然后根据都市区的

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分析构成GRS的都市圈或城镇密集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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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边界界定研究。

(5)最后，兼顾GRS边界的特性，即动态性、层次性和模糊性等，进行长

三角GR的整体范围边界界定和内部空间结构边界的研究。

3．2．2．2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安徽的238个县、市、区，16个行业就

业人数来自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在分析各行业就业的空间分布中，各

个单元的所辖土地面积主要取自中国民政部行政区划网站

(http：／／www．xzqh．org．cn／quhua／index．htm)，但由于个别县市区的行政区划

调整，因此参考了相关年份《华东地区统计年鉴》中的县市区土地面积的数据。

3．2．3 基于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区域空间类型聚类

3．2．3．1 区域空间类型判断、聚类的步骤

表3-1解释总方差

平方越箭提睚总和 平方戴葡旋$螅期
韧抽特{芷 撇赫黼 瓣，平方撬葡 ％产 舰翥黼 耀糌平方载祷

值 总和 总粕
17．439 54．49@ 54。4c98 13．832 43．226 43．226

3。598 11．243 65，74l 5．s!论 17，35I 右0。576

2．3i6 7，235 72．977 2．翳4 8．106 58．韶i

1．701 5．314 78．292 2．爱瓣 7．9∞ 76。670

1。333 4．166 82．458 l。乓6S mS78 81．257

1．Ⅸm 3．3弼 85．833 I．缅 乓。577 舒．833

区域人口特征是经济区域的基本特征，描述区域人口特征的主要量是人口

质量与人口密度。本文第一步构建用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238*30数据矩阵，包

括各个行业就业人数的空间分布密度，和各行业所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用来探

索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空间特征，从而据此判断该地区的区域空间类型。

通过主成分分析，前5个主因子的累计总方差高达85．833％(表3-1)，5个主因

子及其与30个关于就业空间分布、就业结构比重的指标的关系如表3-2所示。



表3—2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旋转矩阵

主成分

经济强 其
度与高 它

级服务 服务 第二 采掘 行 第一

业 业 产业 、№ 业 产业
农林牧坦业霉厦 一．090 ．152 一．01 ．034 ．0 ．935

采掘业密度 ．104 ．010 ．091 ．893 04 一．0l

制造业密度 ．聊 ．149 ．175 ．038 ．04 一．34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密度 ．850 ．345 ．119 ．109 ．05 一．08

建筑业密度 ．岛卯 ．158 ．166 ．050 ．07 一．38

地质勘查业密度 ．492 ．484 ．067 ．5H ．0 一．25

交通运输、仓储密度 ．899 ．225 ．109 ．031 04 一．06

批发和零售密度 ．岛鲥 ．175 ，084 ．003 02 一．05

金融保险业密度 ．口柑 ．245 ．030 一．00l ．02 ．018

房地产业密度 ．961 ．072 ．023 一．022 ．03 ．103

社会服务业密度 ．9忍 ．127 ．043 一．010 ．03 ．040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密度 ．956 ．232 ．026 ．017 ，03 一．01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密j ．曩幻 ．270 ．Oll ．000 ．06 一，07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密度 ，916 ．201 一．03 一．044 09 ．163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密度 ．9H ．316 ．045 ．028 ．04 一．12

其他行业密度 。占7芎 ．178 ．078 ．021 ．8i 一，14

农林牧渔业％ ．392 ．5lo ．706 ．ii7 ．06 ．106

采掘业％ 一．071 一．09 ．036 ．8阳 ．06 ．117

制造业％ ．111 ．102 。占沼 一．001 ．0 ．028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E一02 ．664 ．301 ．140 ．191 一．02

建筑业％ 一．056 ．083 ．708 ．032 ．104 一．11

地质勘查业％ 一．091 ．348 一．06 ．797 。0 一．06

交通运输、仓储％ ．191 ．587 ．440 ．047 ．175 ．084

批发和零售％ 趟 ．581 ．4挣 ．008 ，02 ．120

金融保险业％ 幽 ．445 ．235 。068 一．1 ．108

房地产业％ 出 ．414 ．174 ．018 06 ．184

社会服务业％ 逝 ．544 ．319 一．003 ．03 ．181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密度％ 艘 ．801 。055 ．108 ．08 ．075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删 ．803 ．00 ．014 09 ．055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艘 ．598 ．064 一．066 258 ．170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251 ．882 ．058 ．073 ．02 一．01

其他行业％ 2．E一02 ．222 ．133 ．056 ．鲥 ．00

第一个主因子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以及部分区位性极强的生产性服

务业，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科研与技术服务等，这些与区域的“核心”关系

显著。而本栏中的采掘业和农林牧渔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等具有较大的负值，

也与区域的核心区关系显著。

第二个主因子包括地质勘查业密度，水电煤气供应业比重以及所有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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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就业比重，也反映了区域的核心空间类型，但相对而言，是反映了“次核心

区”。而本栏中的第一产业和采掘业的比重、密度都是负值。

第三个主因子则是关于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以及与之比较密切

的批发、交通运输等，反映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外围地区的空间类型。

第四个主因子将其它行业以及水电煤气供应业提取了出来，也反映的是区

域的外围地区空间类型。

第五个主因子是关于农业牧渔和采掘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地质勘查业，反映

了区域空间类型中的边缘地域。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决定了长三角空间类型的聚类

分析。因此，第二步就是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县、市、区进行聚类，将238个县、

市、区归纳成9种类型。

3．2．3．2长三角及其周边县市的9神空间类型聚类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得分和聚类的结果，长三角及其周边县市的空间类型如

图3-1所示。9种类型分别是：高级服务业主导的区域核心地域、二产主导的区

域核心地域：三产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二产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二产主

导的区域外围地域，三产(主要是旅游业)产主导的区域外围地域(如舟山、无

锡的马山区、浙江的洞头县)；二产较为发展的区域边缘地域、三产较为发展的

边缘地域以及落后的边缘地域。可见，上述9种类型实际上是区域核心地域、外

围地域和边缘地域的亚类型。

3．2．3．3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都市区结构类型与空间组合分析

(1)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分析

为了在统计上界定都市区这种能相对准确地反映城市地域范围且具有可比

性的概念，欧美各国从本世纪初就陆续制定了它的划定标准。各国虽划定方法各

异，但都包括两个部分：即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和与中心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

系的外围地域。据此及上述长三角GR的空间类型聚类分析，在考虑到城市行政

区的前提条件下，将都市区的基本结构类型(包括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归纳为

四种(如图3-2)，即连续同心圆圈层模式(杭卅r、湖卅I、绍兴、舟山、台州、

温州、常州、泰州、淮安)、非连续同心圆圈层模式(苏州、扬州、滁州、芜湖、

2。一般的都市区是指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因此黄山(15．08)、衢州(17．18)不包括在内。



合肥市)、跳跃同心圆圈层模式(嘉兴、金华、镇江)以及混合同心圆嘲层模式

(上海、南京、南通、无锡、宁波、铜陵)。

图3—1基于行业就业空间分布与就业结构的聚类结果

①连续同心圆结构反映了都市区的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比较符合伯吉斯

的“同心圆”结构模式；从内而外依次是牛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工业和农

林牧渔业。

②非连续性的同心圆圈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区自身的小成独立

体系，如苏州从核心区圈层直接过渡到工业丰导的外围圈层．中间缺少次核心罔

层，这一模式源于上海大都市区功能对苏≯I'l的“袋夺”作用以及都市区之间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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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互补和协作：合肥等城市工业主导的城市外围地域缺乏，则由于这些地区工业

化水平相对滞后。

③跳跃式的同心圆圈层模式，包括嘉兴、金华和镇江，城区到外围都是“发

达一不发达一较为发达”的空间和经济结构。一方面反映了中心城市功能的过渡

集聚，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都市密集区与都市密集区之间作用的“断裂

地带”，如镇江处于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上海都市圈之间，由于其所辖县级市一

丹阳受到上海和苏锡常的辐射较大而得以繁荣，而靠近镇江城区的丹徒则显得落

后，说明了丹徒县一带苏锡常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边界地段，同理嘉兴的秀洲

区是上海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的“断裂边界”，金华的金华县是杭州一绍兴一宁波

密集带与金华的“断裂边界”。

④混合同心圆圈层模式，则主要反映了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非完全同心圆模

式，如上海、宁波、南京等城市，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海洋、江河、山体等自

然地形等因素的作用。

图3—2都市区结构模式归纳

(2)都市区的空间组台结构分析

从图3-I可见江苏的苏锡常大部分地区已与上海已经呈现连绵状态；而长

江北岸的泰州、扬州、南京、镇江以及南通等除了部分外围县以外，也基本上连

成一片，浙东北的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绍兴、舟山同样如此，此外温州、

台州等地也初显一体化趋势；而安徽省的大部分地区、浙江的西南、江苏北部等

地域的城市都显得孤伶。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的都市区空间组合呈现如下结构特

征：

①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都市区的主业主导的外围区彼此相连，构成

了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的核心城镇密集区。



②以南京为中心，包括邻近的镇江、扬州、泰州等都市区的外围区基本相

连，形成了相对连续的沿长江城镇密集轴，滁州和马鞍山也基本上位于这一城镇

密集轴上。

③以杭州、宁波为中心，包括邻近的嘉兴、湖州、绍兴，构成了连续的沿

杭州湾城镇密集轴。

④南通都市区是与沿江密集轴和上海一苏锡常密集轴相对独立的城镇发展

区。以温州为中心，包括邻近的台州，构成了浙南的城镇发展区，而以合肥、盐

城、淮安、衢州、金华、宿迁、铜陵、黄山、芜湖为节点则形成了长三角GR边

缘城镇发展极，如图3-3。

图3—3长三角GR及其周边地区结构分析

3。2．4 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界定分析

遵循传统的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的方法和步骤，分析都市区(市区人口20

万以上)及其周边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区。采用的其它分析指标包括非农

、世人口比重(60％以上的达到外围标准)、非农产值比重(75％以上的达到外围标

准)。在都市区中，由于舟山市区人口小于20万，因此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

都市区，而将其视为区域中心城市之一的宁波的外围区域。其分析结果如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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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虽与图3—1的分析结果比较吻合。但这种方法，存在较多的误差，第一，

忽略了区域的内部联系：第二，由于长三角GR过去经历的自下面上的城市化过

程，使得很多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并没有归为“非农产业”的统计行列来。这可

以从图3-5、图3-6种反映出来，非农产值大于75％的地理单元要远远的超出非

农业人口60％的地理单元，这种误差直接导致了GRS整体范围边界的“缩小”。

但这种方法可以对基于地理单元相互关系方法的GRS边界界定的结果进行检验。

图3—4长三角GR都市区空间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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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长三角GR非农产值比重空间特征

图3—6长三角GR非农人口比重空间特征



图3—7基于传统“属性方法”的长三角GR边界界定

3．2．5 长三角GR的边界界定结论

3．2．5．1长三角GR的整体空间范围

(1)长三角GR的核心层次整体空间范围

从上述“相互关系”和“属性”角度进行的长三角GR边界界定研究的分析

结果可以确定长三角GR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表3-3)。日前氏三角

GR的核心层次整体空间范围(也就是传统的都市连绵区的边界范围)包括上海

市(4i包括崇明县)、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不包括溧阳)、镇江市(不包括

句容市和丹徒县)、南京市(1；包括原江浦县、六合县和高淳县、溧水县)、扬州

市(包括广陵、邗江、仪征、郊区和江都)、泰州市(包括海陵区、高港、靖江、

泰兴、姜堰)、南通市(崇川、港闸、通州和海门)、嘉兴市、杭州市(小包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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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淳安、建德)、湖州市区、绍兴市(包括越城区、绍兴和上虞)、宁波市和舟

山市(不包括岱山县和嵊泗)，如图3-8。

图3—8长三角GR的核心层次遥感影像

(2)K三角GR的中观层次整体空间范围

另从图3—1和图3—7可见，滁州、马鞍【I』、芜湖三城市还未与其它城市连

为一片，但从构成K=三角GR的低一层次单元——南京都市圈的角度看，日前未

与南京都市区首尾相连，但实际E滁州和马鞍山、芜湖已经成为其区域集聚和辐

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它们的部分县市区(滁I十『的琅琊区，马鞍山的花

lh区、金家庄、雨IlJ区和向山区，芜湖市区)即将成为长j角GR的外围部分；

另外，温州市和台州市已基本上达到城乡一体化，与长三角的其它地区虽未形成

一片，然而从整个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趋势来看来看，温州

经济模式及其人流、资金流不断地向浙东北甚至江苏、上海渗透，对整个地区的

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而同时以上海中核心的长三角GR的核心部分的功能辐射

和沿海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温州、台州等将于长三角其它地区更为融入一体，

近几年台州和温州已经频频得到“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的关注，目前台州市

已经加入到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侧面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因此，自然地理意义

E1i属于长三角GR的台州和温卅f市也将成为长三角GR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行政区的存在和各个都市圈的区域作用，在对K===；三角GR的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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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宜包括GRS范围内的所有城市以及滁州、马鞍山、芜湖(南京都市圈范围)

以及温州、台州的全部县市区。

(3)长三角GR的外围层次整体空间范围

从图3-3和图3—4可见，围绕着长三角GR核心层次和中观层次的外围有一

系列的“城市”节点，它们构成了GRS的外围层次，这些地区依次包括盐城、淮

安、宿迁、合肥、巢湖、铜陵、黄山、衢州、金华等地级城市以及所辖的县。

兼顾到GRS的动态性、模糊性和层次性以及实际实践要求，本文中的GRS

中更为注重中观层面范围内的分析和研究。

3．2．5．2长三角GR的内部结构边界划分

长三角GR(中观层次的区域，下同)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中

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以及常州等环太湖城镇密集区处于的核心位置，

沿长江的以南京为中心形成沿长江城镇密集区(包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的

部分县市区)，以杭州、宁波为中心，连同舟山市和绍兴、湖州、嘉兴形成环杭

州湾都市密集区：以上海为中心上述三部分通过便捷的交通体系，沪宁交通走廊

和沪杭甬交通走廊，形成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三部分分别以镇江丹

徒区、嘉兴一湖州为边界地带。此外，南通虽然划归沿长江城镇密集区，实际E

相对独立并未与其它城市(如泰州、扬州)相连，更多的是属于上海都市圈的范

围，伴随着跨江通道的完善，这种关系将更加明朗。

长三角GR的形成可以说直接区域于上海的牵动和辐射作用。从上海与区域

关系的角度看，长三角GR内部结构又呈现出“圈层扩散+轴线推进”的特征。其

中上海位于区域的圈层中心，其外围圈层依次是：苏卅f属于第一圈层；南通、无

锡、常州、镇江、嘉兴、宁波等属于第二圈层：泰州、扬州、湖州、绍兴、台州、

温州等属于第三圈层；滁卅『则属于第四圈层。而区域的另外两个中心城市南京和

杭州也发挥了一定的区域圈层带动功能，如南京对马鞍山、镇江等的圈层影响以

及杭州对于湖州、绍兴等圈层影响等等。而其“轴线延伸”方向主要包括：沪宁

交通走廊与沪杭交通走廊以及杭绍甬交通走廊等。

从推动内部各城市发展的经济类型角度，采用层次聚类的分析方法，以地

级市为基本单元，选取2002年的工业产值数据(包括内资工业产值比重、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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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外资工业产值比重以及单位面积的内资工业产值、港澳台和外资_[业产值)

进行内部城市的类型聚类分析3，分析结果如图3-9所示，呈现出“I器I层扩散+轴

线推进”的内部结构特征。其中上海位于区域的圈层中心，其外围圈层依次是：

苏州属于第一罔层：南通、无锡、常州、镇江、嘉兴、宁波等属于第二圈层；泰

州、扬州、湖州、绍兴、台州、温州等属于第三圈层：滁州则属于第四罔层。而

区域的另外两个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也发挥了‘定的区域圈层带动功能，如南京

对马鞍l虮镇江等的圈层影响以及杭卅l对于湖州、绍兴等罔层影响等等。而其“轴

线延伸”方向主要包括：沪宁交通走廊与沪杭交通走廊以及杭绍甬交通走廊等，

这些都与基于行业门类人口的区域空间结构的分析相吻合。

虽属于不同的内部边界的划分，然而对比图3-1和图3-9，两种方法得出

的内部边界从形成机制上是基本吻合的，即七海对GRS“牵动”、其它中心城市

的区域“辐射”及交通走廊的区域“串连”作用。

图3—9 2002年长三角GR区域结构类型聚类分析

1采用的方法是数理统计方法中的层次聚类方法，其主要的分析结粜是凝聚状态表和冰柱图、

树形幽，样本数据与小类、小类与小类问亲疏程度的度最方法包括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

组间平均链接法、重心法和离差平方和法．笔者采用重心法。



表3—3长三角GR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及其内部单元归纳

所含县、市、区‘
城市

核心地域 次核心地域 外围地域

A1：鼓楼，玄武，白下， Bl：浦口，雨花
南京市 c1：柄霞

建业，下关，秦淮 台；B2：大厂：

扬州市 Al：广陵 cl：邗江，仪征，郊区，江都
镇江市 Bl：京口，润卅1 Cl：扬中，丹阳

泰州市 Bl： 海陵 cl：高港；靖江；泰兴；姜堰

A1：南市，静安，虹口，

卢湾，徐汇，杨浦，普
Bl： 浦东新区：

上海市 嘉定
c1：松江；南汇县；金山；奉

陀；A2：黄浦，长宁， 贤；青浦
闸北

B2：宝山，闵行：

Al：沧浪；A2：平江， c1：昆山，常熟，张家港，吴县，
苏卅『市

金阊 虎丘，吴江，太仓

Al：北塘，南长；A2： Cl：江阴，锡山，宜兴；C2：无锡市 B1：郊区
崇安 马山

常州市 Al：天宁；A2：钟楼 B2：郊区：戚墅堰 Cl：武进；金坛

南通市 A1：崇川 cl：港闸，通州，海门

Bl：西湖，拱墅，
杭州市 Al：上城，下城 c1：滨江，萧山，余杭，富阳

江干

Bl：镇海：B2： c1：北仑，慈溪，余姚，象山，
宁波市 A1：海曙，江东

江北 奉化，鄞县

绍兴市 Bl：越城 cl： 绍兴，上虞
舟山市 Bl：定海 C2：嵊泗，普陀，岱山

嘉兴市
c1：秀城，海盐，海宁，平湖，

嘉善，桐乡

湖州市 c1：市辖区

温州 c1：乐清，瓯海，平阳，苍南，

中
市

B1：鹿城
龙湾，瑞安：C2：洞头

观
台州 CI：椒江，路桥，温岭，玉环，

层
市 黄岩

滁州 B1： 琅琊
次

马鞍 Bl：花山，金家
山 庄：雨山

C1： 向山

外 盐城、淮安、宿迁、合肥、巢湖、铜陵、黄山、衢州、金华等地级城市以及所辖
围 的县

A1： 高级服务业主导的GRS核心地域：A2： 二产较高的核心地域：B1： 三产主导的
次核心地域；B2： 二产主导的次核心地域；C1： 二产主导的外围地域：C2： 三产

(旅游业)产主导的外围地域；

4行政区划采用2000年的标准。



3．3珠三角GR边界界定

3．3．1 珠三角GR边界界定研究内容与数据来源

3．3．1．1边界界定研究内容

珠三角GR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研究的县体方法和研究内

容包括：

(1)首先将珠三角及其相关周边地区(本文主要以广东省为区域背景)按

照区、县、县级市进行地理单元详细划分，共划分为124个县市区，并将这些地

理单元视为均质区域：

(2)然后本文将根据每个地理单元行业的就业结构比重和就业人数空间分

布密度，采用主成分数理统计方法、聚类方法，进行上述各地理单元空间结构类

型的归类，其中行业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批发和零售，金融保险

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

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其它。这些行业全

面反映了各个地理单元的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

(3)在此基础上，判断fiRS的基本单元——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包括都市

区的空间结构类型(都市区的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和经济结构类

型(服务密集区、制造业密集区、旅游密集区、农业区等)；然后根据都市区的

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分析构成GRS的都市圈或城镇密集轴；

(4)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边界界定研究。

(5)最后，兼顾fiRS边界的特性，即动态性、层次性和模糊性等，进行珠

三角GR的边界界定和空间结构研究。

3．3．1．2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广东省的124个县、市、区，16个行业就业人数来自第五次《人

口普查分县资料》。在分析各行业就业的空间分布中，各个单元的所辖土地面积

主要取自中国民政部行政区划相关网站j。

j中国民政部行政区划网站：http：／／wlrw．xzqh．org．cn／quhua／index．htm



图3—10珠三角遥感影像

3．3．2 基于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区域空间类型聚类

3．3．2．1区域空间类型判断、聚类的步骤

区域人口特征足经济区域的基本特征，描述区域人13特征的丰要量是人口

质量与人口密度。本文第一步构建用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124×32数据矩阵，包

括各个行业就业人数的空间分布密度，和各行业所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用来探

索珠三角GR的经济结构、经济空间特征，从而据此判断该地区的区域空间类型。

通过主成分分析，前6个主因子的累计总方差高达85．131％，6个丰因子及其与

32个关于就业空间分布、就业结构比重的指标的关系如表3-4，表3-5所示。

表3—4解释总方差

平方虢荷提取总和 平方载葡旋转总和
初始特征 提取平方载荷 旋转平方戴 初始特征 提取平方载荷 旃÷平方载

值 总和 荷总和 值 总和 荷总和
17．026 53．207 53．207 13．892 43．412 43．412

3．919 12．247 65．454 4．379 13．683 57．095

2．536 7．925 73．379 2．913 9．104 66．199

1．424 4．450 77．829 2．127 6．647 72．847

1．254 3．918 81．747 2，016 6．298 79．145

1．083 3．38肆 85．131 1．916 5．q86 85．131



第一个主因子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以及部分区位性极强的生产性服

务业，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科研与技术服务等，这些与区域的“核心”关系

显著。

表3—5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旋转矩阵

主因子

经济强度 第二产 政党团体 电力、煤 地质 采
与高级服 业与服 等其它服 气水生产 勘查 掘

务业 务业 务业 和供应业 业等 业
职杯设理业苗厦 一．115 l，3E—02 199E-02 I砸9 ．253 ．0

采掘业密度 ．163 ．196 ．145 1．926E—02 ．072 ．88

制造业密度 趔 ．632 -7．1E—02 L．412E—02 一．083 一．1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g 型 ．213 331E-02 ．167 ．105 ．0

建筑业密度 趟 ．288 323E-02 3．573E—03 ．029 ．01

地质勘查业密度、水利管理业密g 趔 ．118 ．100 1．120E—02 ．308 ．0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密g ．935 ．228 828E—02 7．968E—02 ．072 ．02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密度 艘 ．241 640E一02 S．436E—02 一．020 ．0

金融保险业密度 艘 ．124 340E—02 7．323E一02 ，048 ．01

房地产业密度 丛 ．173 073E一02 4．834E—02 一．005 ．0

社会服务业密度 艘 ．147 662E一02 j．982E—02 一．010 ．02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密度 ．974 5．5E—02 032E-02 ；．063E—02 ．056 ．05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 艘 5．8E-02 ．109 3．703E—02 ．073 ．05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密度 ．9so —4．E一02 333E—02 7．227E一03 ．042 ．07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g 盥 ．104 48lE一02 j．514E～02 ，056 ．04

其他行业密度 ．275 ．330 趟 ；．236E—02 ．110 ．0

农林牧渔业％ 一．290 ·矗鲫 一．224 )．395E—02 一．139 一．1

采掘业％ 一．154 ～9．E一02 537E-02 ．202 一．024 ．89

制造业％ 5．1E—02 ．887 -9．OE-02 3．890E—02 一．111 ．0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5E—02 —2．E一04 ．211 趔 ．311 ．199

建筑业％ ．180 ．499 ．191 一．251 ．295 ．295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62E-02 S．7E一02 ·2．2E一02 Z．392E—02 。829 ．0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224 趔 ．307 ．305 ．409 ．234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478 ．685 ．362 ．144 ．219 ．04

金融保险业％ ．590 ．421 ．381 ．308 ．335 ．0

房地产业％ ．635 型 ．238 3．699E—02 ．076 ．O

社会服务j[k％ ．634 舷 ．353 ．150 ．154 ．08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569 ．219 ．433 ．363 ．398 153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i ．472 2．OE-02 ．545 ．357 ．465 ．182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830 ．183 ．301 j．455E—02 ．236 ．01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297 ．165 丘f 』 ．299 ．165

其他行业％ 一．16l L 4E—02 ．823 j．708E—02 一．141 ．196

第二个主因子包括制造业密度，制造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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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比重，可归纳为第二产业和一般服务业因子，第一

产业比重是负值。第三个主因子反映的是政党机关、教育文化影视业等其它服务

行业主因子；第四个主因子将水电煤气供应业提取了出来，反映了的是区域的外

围地区空间类型。可见，第二、三、四主因子交叉的反映了区域的“次核心地域”

与“外围地域”。

第五个主因子是关于农业牧渔和采掘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地质勘查业，反映

了区域空间类型中的外围和边缘地域。

丰成分分析的结果决定了珠三角及其十It便地区空间类型的聚类分析。因此，

第二步就是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县、市、区进行聚类，将124个县、市、区归纳成

lO种类型。

3．3．2．2珠三角及其周边县市的10种空间类型聚类

图3一ll 基于行业就业空间分布与就业结构的聚类结果

根据丰成分分析的得分和聚类的结果，珠三角及其周边县市的空间类型如

图3一ll所示，事实上这也是由1i同的空间结构类型(核心一边缘结构的Ⅱ类型)

和经济结构类型共同组合而得。10种类型分别是：高级服务业主导的区域核心

地域；服务业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第二产业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政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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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其它服务业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服务业主导的区域外围地域，二产主导

的区域外围地域以及政党机关与其它服务业主导的外围区域；服务业主导的区域

次外围地域、二产主导的区域次外围地域；区域边缘地域。

3．3．2．3珠三角及其周边地区都市区结构类型与空间组合分析

(1)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分析

各国虽划定方法各异，都市区界定但都包括两个部分：即一定规模的中心

城市和与中心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域。据此及上述珠三角GR的空

间类型聚类分析，在考虑到城市行政区的前提条件下，将都市区的基本结构类型

(包括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归纳为四种(如图3—12，图3—13)，即连续同心圆

圈层模式(广州、江门、佛山、潮阳、河源、茂名、阳江、云浮、清远、东莞、

中L￡I、珠海等)、非连续同心圆圈层模式(肇庆)、跳跃同心圆圈层模式(韶关、

梅州)以及混合同心圆圈层模式(惠州、深圳、汕头、揭阳、汕尾、湛江)。

图3—12都市区结构模式归纳

第一，连续同心圆结构反映了都市区的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比较符合伯

吉斯的“同心圆”结构模式：从内而外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工业

和农林牧渔业。

第二，非连续性的同心圆圈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区自身的不成

独立体系，如肇庆从次核心区圈层直接过渡到工业主导的次外围圈层和边缘圈

层，中间缺少外围圈层，这一模式一方面源于，1一州大都市区功能对肇庆的“袭夺”

作用以及都市区之间的功能互补和协作，另一方面说明城市工业主导的城市外围

地域缺乏，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

第三，跳跃式的同心圆圈层模式，包括韶关、梅州，城区到外围都是“发

达一不发达一较为发达”的空间和经济结构。一方面反映了中心城市功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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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都市区与都市密集区之间作用的“断裂地带”，

如韶关广佛都市圈外围，由于其所辖县级市一新丰受到rⅢI的辐射较大而得以繁

荣，而靠近韶关城区的翁源、曲江则显得落后，说明了翁源、曲江县一带是韶关

都市区域广州都市区断裂的边界地段。

第四，混合同心圆罔层模式，则主要反映了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非完全同心

圆模式，如惠州、深圳、汕头、揭阳、汕尾、湛江等城市，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

为海洋、江河、iII体等自然地形等因素的作用。

图3一13珠三角及其周边地区都市区结构模式

(2)都市区的空间组合结构分析

从图3-l I可见，广东省省域都市区的空间组合结构具有如下特征：①珠三

角GR连绵成片，惠』’i'l与汕尾、清远城区也基本与之相连；②潮州一汕头一揭阳都

市区出现城镇密集区；③其它都市区空间分布尚还孤立零散。包括韶关、云浮、

河源、茂名、湛江、阳江、梅州等都市区。



垦鎏查耋堡!j星鱼堇三堡壑童 墼!!!!!望；!望鋈量堑垒；量枣：鎏壅堇lI型坌堑

3。3．3 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界定分析

遵循传统的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的方法和步骤，分析都市区(市区人口20

万以上)及其周边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区。采用的其它的分析指标包括非

农业人口比重(60％以上的达到外围标准)、非农产值比重(75％以上的达到外围

标准)。其分析结果如图3—14、3-15、3-16所示。虽与图3一ll的分析结果比较

吻合，但这种方法，存在较多的误差，第一，忽略了区域的内部联系：第二，由

于珠三角GR过去经历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使得很多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

并没有归为“非农产业”的统计行列来。这可以从图3—14、图3一15种反映出来，

非农产值大于75％的地理单元要远远的超出非农业人口60％的地理单元，这种误

差直接导致了GRS整体范围边界的“缩小”。但这种方法可以对基于地理单元相

巨关系方法的GRS边界界定的结果进行检验。

图3—14广东省非农行业门类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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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15广东省非农产值比重

图3—16基于传统属性方法的边界分析

4



3．3．4 珠三角GR的边界及空间格局分析

3．3。4。l珠三角GR的整体空间范围

图3—17珠三角GR遥感影像图



表3—6珠三角GR整体空间范围边界及其内部单元归纳

区域所含县、市、区6
城市

核心地域 次核心地域 (次)外围地域

A：东山、越秀、

广州市 荔湾、天河、海
B1：芳村；B2： cl：白云：c2：番禺、花都；

黄埔 C4：从化、增城
珠

C2：三水市、顺德、南海、高
佛山市 Al：城区 B2：石湾区

明

中山市 C2：市辖区：C4：开平

江门市 B1：蓬江区 C2：江海区、新会：C4：鹤山

珠海市 Cl：香洲区；c2：斗门县

东莞市 c2：市辖区

C1：盐田区：C2：宝安区、龙
深圳市 Al：罗湖、福田 B2：南山区

岗区

惠州市 c1：惠城区：C4：惠东、惠阳市

以上县市区是珠三角GR的核心层次空间范围边界

c3：城区：C4：陆河、陆丰、海
汕尾市

丰

清远市 C3：清城区

肇庆市 B2：端州区 C4：鼎湖区、四会

以上县市区是珠三角GR的中观层次空间范围边界

阳江、韶关、河源等城市构成了珠三角GR的外围空间范围边界
A： 高级服务业主导的核心地域；B1：服务业主导的次核心地域；B2： 二产

主导的次核心地域；B3： 其它服务业主导的次核心地域；c1： 服务业主导的
外围地域：C2： 二产主导的外围地域；c3：其它服务业主导的外围地域：c4：
次外围地域

根据GRS边界的动态性、层次性等特征，借鉴长三角GR边界界定的层次方

法，对不同层次珠三角GR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界定如表3-6所示。核心层次的

珠三角GR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东莞、深圳惠州等的相关县市

区。而中观层次整体空间范围包括汕尾、清源、肇庆三市，外围层次则包括沿京

广线的韶关以及河源、阳江等城市。

3．3．4．2珠三角GR的内部结构边界和格局分析

根据图3-11、3-13、3-16以及表3-6，从经济结构的空间关系和tt核心～

边缘”结构角度来看，珠三角GR内部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区域地域劳动分工日趋明显。特别是高级服务业的区位特征更为明

6行政区划采用2000年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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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即高度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而第--j“：业则分布在中心城市

的外围区域和其它城镇。在经历了近20年的“外向型城市化

(Exo—urbanization)”发展路径后(阎小陪，郭建国，1997：薛风旋，杨春，

1997|：许学强t周春山，1994)，现在珠三角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外向型都市化的

内涵。珠三角GR城市化的最初动力不是来自区内大城市中心的经济发展，经过

多年的发展，分工也就愈来愈显著，其核心区愈加成熟，还有不断向周边地区扩

展的趋势-以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的发展为例子，广州近20年来城市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代是旧城基本设施改造阶段．而在1990年代城市不断

扩展，建成区从4个老区，扩展新区，东移和房地产的兴起等。进入21世纪，

花都与番禺成为市区，城市中心向南移，加快了南沙与“东京湾”建设。这些都

从侧面反映了核心城市对于珠三角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已经迅速增强。

表3—7 J。‘东省部分地级城市区位商

广州 深自『 珠海 东莞 江门 佛I|J 肇庆 中山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一3．37*：

烟草加工业

一2 50：

橡胶制品业

一2．48：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一2．19：

食品制造业

一2，12：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

工业一2．04

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

-2．93：

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

造业

一2．27：

仪器仪表

及文化、

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

一2．12

煤气生

产供应

一9．18：

医药制

一3．17：

仪器仪

表及文

化办公

用机械

制造

-3．17；

专用设

备制造

业

-2 10

木材及竹

材采运业

一126．46；

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

业～2．38：

造纸及纸

制品业

一2．27：

电力蒸汽

热水生产

供应业

一1．99

化学纤

维制造

一4．28：

金属制

品业

一2．78：

普通机

械制造

业

一2．53：

橡胶制

晶业

一2．48：

纺织业

一1．98

有色金

属冶炼

及压延

加工业

一3．88：

电气机

械及器

材制造

业

一2．67：

非金属

矿物制

品业

-2．57

非金属矿采

选业一9．71：

术材及竹材

采运业

一9．66：有色

金属矿采选

业一9．22：木

材加工及竹、

藤、棕、草制

品业一9．10：

化学纤维制

造业一5．67；

家具制造业

一3．06：黑色

金属矿采选

业一2．94：

术材及

竹材采

运 业

～100．39

饮料制

～8．3l：

文教体

育用品

制造业

～2．63：

纺织业

～2．06：

}数字所指为区位商数值

第二，空间格局上呈现“两心、一带和两轴”结构特征。“两心”——广卅『



和深圳是珠三角GR发育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圈层辐射力”和80、90年代

“外向型城市化”力一起造就了“一带”——“广深城市走廊带”。伴随着区域

性交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核心区的发展空间的有限，沿交通走廊地带的城镇成为新

的发展轴线的极点。如沿京珠高速公路的城镇发展轴(包括珠海、江门、中【II乃

至清远、韶关等)和沿海发展轴(如深圳、惠州、汕尾等)已经牵刀现端倪。因此，

“两心、一带和两轴”的空间格局形态反映了城镇和经济发展的“圈层扩散+轴

线推进”特征，如图3-18。

图3—18珠三角GR空间结构分析

3．4京津冀GR边界界定7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两个高速成&点，即广东和卜海浦

东。最近，环渤海湾地区也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区域经济支柱。2004年

1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阁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

成立“K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都市圈”两个区域经济试点，这标志着被选为

试点区域之r一的京津冀都市圈，其一体化进程首次进入固家级的发展战略。

传统上，环渤海湾地区范围广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以

?本节的相关内容发表在《人口与经济》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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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陕西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然而．实际上上，这⋯地区的内部结构非常松散(如

图3-20)，因此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域单元。因此，国家发改委将京津冀都

市圈作为试点的区域对象。京津冀GR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于1981年10月在呼和

浩特成立的华北五省市经济协作区。之后．在更小的范围内于1988年组建由10

个城市或地区构成的环京经济协作区。对于京津冀城市经济区域的空间范同及区

域内的城市构成，有的学者认为，以京津为核心的城市圈域，其经济空间的辐射

半径应为150km左右，主要包含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唐山以及廊坊、涿

州等城市。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在行政区划上，京津冀所在的华北地区城市体系

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基础上初步统一的。而华北地区城市体系的正式形成经历了两

个阶段，即首先以北京为政治核心，按照行政管理和控制层次组织区域城市体系，

在这个阶段，城市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城市之间功能相互独立，自成体系。至1860

年天津开埠后，华北区域城市系统进入了反映社会自然结构，即由经济关联活动

组织的阶段。开埠后，天津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华北区域经济的中心。天津

对华北地区市场网络的组织功能使其在华北城市体系中成为与北京同等重要的

节点城市。需提及的是，华北地区城市体系的正式形成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铁路

网络的形成。正是基于京山、京汉、陇海、京张、津浦等铁路的相继修筑和贯通，

区域内城市腹地对区域中心市场商品的需求才得以实现，区域内的各次级市场相

继形成。例如，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使济南成为天津纱布、棉花和纺织品的销售

中心；津榆、津浦铁路推动了唐山采煤业由天津的对外出口。此外，京汉和陇海

铁路使郑州，芦汉铁路使石家庄分别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商品交易和物资流通的

次级市场，在京津地区的巨大经济集散功能的组织下，成为华北经济区域的城市

市场腹地(陆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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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环渤海湾地区自然地形条件遥感影像

图3—20环渤海湾地区区域结构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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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京津冀GR边界界定研究内容与数据来源

3．4．1．1边界界定研究内容

京津冀GR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研究的具体方法和研究内

容包括：

(1)首先将京津冀及其相关周边地区(本文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

按照区、县、县级市进行地理单元详细划分，共划分为209个县市区，并将这些

地理单元视为均质区域；

(2)然后本文将根据每个地理单元行业的就业结构比重和就业人数空间分

布密度，采用主成分数理统计方法、聚类方法，进行上述各地理单元空间结构类

型的归类，其中行业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批发和零售，金融保险

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

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其它。这些行业全

面反映了各个地理单元的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

(3)在此基础上，判断GRS的基本单元——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包括都市

区的空间结构类型(都市区的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和经济结构类

型(服务密集区、制造业密集区、旅游密集区、农、Ik区等)；然后根据都市区的

空间组织和空问关系，分析构成GRS的都市圈或城镇密集轴：

(4)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边界界定研究。

(5)最后，兼顾GRS边界的特性，即动态性、层次性和模糊性等，进行京

津冀的边界界定和空间结构研究。

3．4．1．2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京津冀GR的209个县、市、区，16个行业就业人数来自第五

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在分析各行业就业的空间分布中，各个单元的所辖土

地面积主要取自中国民政部行政区划网站。



3．4．2 基于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区域空间类型聚类

根据城市与区域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一般地，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地区，

就业人口的空间密度最大，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就业比重最高：经济次

发达的城市地区，就业人口空间密度较大，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以及～般

性的服务行业所占比重高；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林牧渔业以及采掘业的就业

比重较大，就业人口的空间密度最低。据此，可以划分区域的核心地域、外围地

域以及边缘地域(空间结构)，并可根据就业人口的结构，判断出各区域的经济

类型，如工矿区、工业区，甚至是CBD等经济结构【i，7]。

3．4．2．1区域空间类型判断、聚类的步骤

表3—8解释总方差

平方载荷提取总和 平方载荷旋转总和

初始特 提取平方载 初始特 提职平方载
征值 荷总和 视始特征值 征僵 荷总和 初始特征值
18．882 59．007 S9．007 13．640 42．625 4；2．625

4．069 12．714 71．721 7．430 23．220 65．845

1．694 5．294 77．015 3．102 g．695 75．540

1。344 4．199 81’214 1．816 5．674 81，21啤

区域入口特征是经济区域的基本特征，描述区域人口特征的主要量是人口

质量与人口密度。本文第一步构建用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209×32数据矩阵，包

括各个行业就业人数的空间分布密度，和各行业所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用来探

索珠三角GR的经济结构、经济空间特征，从而据此判断该地区的区域空间类型。

通过主成分分析，前4个主因子的累计总方差高达81．214％，4个主因子及其与

32个关于就业空间分布、就业结构比重的指标的关系如表3-8，3-9所示。

第一个主因子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以及部分区位性极强的生产性服

务业，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科研与技术服务等，这些与区域的“核心”关系

显著。

第二个主因子包括制造业密度，制造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批发零售

餐饮、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比重，可归纳为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因子，第一产业

比重是负值。第三个主因子反映的是二产和地质勘查业主因子；篼四个主因子将

采掘业提取了出来，反映了的是区域的外围地区空间类型。可见，第二、三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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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交叉的反映了区域的“次核心地域”与“外围地域”。

第四个主因子是关于采掘业，反映了区域空间类型巾的外围和边缘地域。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决定了京津冀GR空间类型的聚类分析。

因此，第二步就是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县、市、区进行聚类，将209个县、

市、区归纳成9种类型。

表3—9主成分分析的因子旋转矩阵

丰成讣

经济密度与 服务业 二产与地
高级服务业 与二产 质勘查业 采掘业

农林牧渔业罾厦 *．149 一．540 ．150 一．105

采掘业密度 ．180 。sso ．127 ．880

制造业密度 ．816 ．173 ．386 7．E-02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密度 。802 。185 ．477 6．E一02

建筑业密度 。897 ．272 ．217 1．E-02

地质勘查业密度 。s41 ．130 ．7ls 2．E-02

交通运输、仓储密度 ．掰 ．2．38 ．373 5．E-02

批发和零售密度 ．93s ．254 ．108 -．010

金融保险业密度 ．927 ．218 ．192 -．033

房地产业密度 ．938 ．225 -．115 一．008

社会服务业密度 ．939 ．250 -8．3E-02 一．005

卫生、体育和密度 ．伽 ．214 ．187 2．E一02

教育、文化艺术及密度 ，9噜2 ．215 ．163 一．020

科学研究和密度 。937 ．240 8．0E-03 一．048

国家机关、政党密度 。920 ．232 ．235 -．019

其他密度 ．8s2 ．234 2．6E一02 7．E-03

农林牧渔业％ 一．358 一．814 一．363 一．211

采掘业％ ·．119 ．167 1．OE-02 ．8钳
制造业％ ．200 ．鲫 ．懈 ．211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2 ．s35 。506 ．293

建筑业％ ．340 ．776 ．170 一．039

地质勘查业％ ．000 。3口6 ．5s3 6．E·02

交通运输、仓储％ ．470 ．736 ．374 ．119

批发和零售％ ．470 ．780 ．262 一．003

金融保险业％ ：量理 。5弘 ．417 -．017

房地产业％ 地 ．s89 -4．9E-02 一．045

社会服务业％ 五鳗 ．75l -6．9E-03 一．019

卫生、体育和％ ．413 ，俐 ．311 9．E-02

教育、文化艺术及％ ：量螋 ．652 ．290 -．018

科学研究和％ 越 ．5n萝 3．9E一02 -．092

国家机关、政党％ ．336 。707 ．423 2．E一02

其他％ ．245 ．粥 -6．9E-03 2．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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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京津冀GR县市区的聚类结果

3．4．2．2京津冀GR的9种空间类型聚类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得分和聚类的结果，京津冀GR的空间类型如图3-2I所

示，事实上这也足由不同的空间结构类型(核心一边缘结构的亚类型)和经济结

构类型共同组合而得。9种类型分别是：高级服务业主导的区域核心地域、二产

丰导的核心地域：服务业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第二产业主导的区域次核心地

域、采掘业丰导的区域次核心地域；二产主导的区域外围地域以及采掘业丰导的

外围区域；区域次外围地域和区域边缘地域。



3．4．2．3京津冀GR都市区结构类型与空间组合分析

(1)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分析

各国虽划定方法各异，都市区界定但都包括两个部分：即一定规模的中心

城市和与中心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域。据此及上述京津冀GR的空

间类型聚类分析，在考虑到城市行政区的前提条件下，将都市区的基本结构类型

(包括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归纳为四种(如图3—22，图3-23)，即连续同心圆

圈层模式、非连续同心圆圈层模式、跳跃同心圆圈层模式以及混合同心圆圈层模

式、及“飞地”型母子同心圆圈层模式。

①连续同心圆结构反映了都市区的空问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比较符合伯吉

斯的“同心圆”结构模式：从内而外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工业和

农林牧渔业，或者一般服务业、工业、农林牧渔业等。

图3—22京津冀GR都市区结构模式归纳

②非连续性的同心圆圈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区自身的不成独立

体系，如邢台、邯郸等从(次)核心区圈层直接过渡到边缘圈层，中间缺少外围

阁层，这一模式源于这些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此外，天津、沧州等也属于

这种类型。

⑧跳跃式的同心圆圈层模式；包括保定、唐山、廊坊、张家口等，城区到

外围都是“发达一不发达一较为发达”的空问和经济结构。一方面反映了中心城

市功能的过渡集聚，另外一些情况则是可能暗示了都市密集区与都市密集区之间

作用的“断裂地带”，如保定与北京、廊坊与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一些相对发达的

县级市等。

④混合同心圆圈层模式，则主要反映了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非完全同心圆模

式，北京。其原因可能受到自然因素的不均质、经济因子的不均衡等的作用。

⑤母子型同心圆圈层模式。这是跳跃同心圆圈层模式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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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模式”，在环渤海湾地区，由于采掘业的发达，许多矿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

居民点，与中心城市构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如石家庄一井泾矿区、承德一鹰手营

予矿、邯郸与峰峰矿区等。

图3—23京津冀GR都市区结构模式

{2)都市区的空间组合结构分析

从图3-2l、3-23可见，京津冀GR的都市区的空间组合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①京滓冀GR的丰要都市区基本上连绵成片，特别是北京～廊坊一天津一带；②围

绕着京津城市走廊，周边城市也开始与之初显连接。包括保定、张家几、承德与

唐lII、沧州等。③其它都市区空间分布尚还孤立零散。包括秦皇岛、衡水、邢台、

邯郸和石家庄等都市区。



3．4．3 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界定分析

遵循传统的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的方法和步骤，分析都市区(市区人口20

万以上)及其周边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区。采用的其它的分析指标包括非

农业人口比重(60％以上的达到外围标准)、非农产值比重(75％以卜的达到外围

标准)。其分析结果如图3-24、3-25、3-26所示。虽与图3-21的分析结果比较

吻合，但这种方法，存在较多的误差，第一，忽略了区域的内部联系；第二，由

于户籍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及一定意义上的自卜而上力量的城市化过程，使得很

多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并没有归为“非农产业”的统计行列来。这可以从图3—24、

图3—25中反映出来，非农产值大于75％的地理单元要远远的超出非农业人口60％

的地理单元，这种误差直接导致了GRS整体范围边界的“缩小”。但这种方法可

以对基于地理单元相百关系方法的GRS边界界定的结果进行检验。

图3—24 非农行业f J-类-A．FJ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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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非农产值比重

图3—26基于传统方法的边界分析



3．4．4 京津冀GR的边界及空问格局分析

通过地域单元的劳动分工相互关系已及传统属性方法的边界界定的分析，

从图3—2l、图3—23和图3-26可知京津冀GR尚处于其雏形阶段，各都市区并没

有首尾相连成片。然而，京津冀GR目前已经开始了迅速的一体化进程，其动力

包括：

第一，全球资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于涛访，吴志强，2005)。外商

直接投资重心已经从珠三角、长三角的转入环渤海湾一带，而京滓冀GR则成为

世界500强的投资核心。1980年代以来到2001年期间，“世界500强”在北京

总计投资451次，天津221次、秦皇岛13次，廊坊和唐山均5次以上，其它还

包括地缘优势的中小城市如保定、张家口、承德、涿州、高碑店等也都得到了

500强的青睐(表3—10，图3—27)。

表3—10世界500强典型时段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

90 90 90

正 95— 00- 焦 95— 00一O 盆 95— 00一O
城市 城市 城市

代 96 01 代 96 l 代 96 1

一 一 一剐 刚 削

北京 42 124 60 唐山 O 6 0 保定：涿州 l l O

保定：高碑
天津 2() 63 34 日照 0 3 0 1

店

大连 10 43 8 营口 O 1 0 青岛：胶州 O 2

沈阳 2 14 5 沧州 0 2 0 青岛：城阳 O 2 0

青岛 1 28 19 鞍山 O 青岛：莱西 O 1

Al港口枢纽／区域经济中
承德 l O 青岛：胶南 0 1 3

-tl,城市

烟台 O 9 5 枣庄 O l 0 青岛：即墨 0 t

济南 O 9 l 抚顺 0 l O 烟台：莱阳 O 1

威海 0 4 l 盘锦 0 l 0 烟台：海阳 O l

秦皇

岛
l 3 3 济宁 0 4 0 威海：乳山 O l

石家
0 4 2 潍坊：诸城 0 l

庄

廊坊 O 2 4
B港口城市／资源型城市

保定 O O 2

A2港口城市／核一Li,夕b围城
C地缘优势小城市

意?雀会



第二，区域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开始了直接和强有力的辐射。在划地为牢，

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时代，京滓冀GR区域核心城市，如北京、天津队周边地区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既微弱有限，又间接隐性。如今，伴随着中心城市功能的演进、

周边城市和地区已经成为中心城市产业外卸的重要基地，如北京的钢铁业、炼焦

业的外迁、奥运经济所需要的周边地区的产业配套等等。实际上，上述的这两种

力量相互相承，彼此不可分割。世界500强之所以看好廊坊、保定乃至保定的所

辖县市，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城镇与中心城市的地缘优势已经开始得到，明显的

发挥。

因此，从上述的分析以及结合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演变的动态性、层次性等

特征，确定京津冀GR的合理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以及GR$的空间格

局特征，以便为GRS或者都市圈的区域规划进行范围的界定和结构分析。

图3—27 “500强”在环渤海湾地区的投资项目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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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京津冀GR的整体空间范围

严格意义上，按照GRS形成的两个条件——规模作用以及文化制度两个方

面，京津冀GR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GRS。然而，放眼不远的未来，按照京津冀

目前的发展态势、宏观的区位环境以及国家的战略重点来看，京津冀GR将加快

其区域整合和一体化的进程，而中心城市的区域带动作用将进一步明显。因此，

根据上述的京津冀GR的边界界定的分析，核心城市、中观层次和外围层次的京

津冀GR边界如表3一儿所示。

表3—1l京津冀GR整体空间范围边界

所含县、市、区
城市

核心地域 次核心地域 (次)外围地域

Al：宣武区、西城区、

东城区、崇文区、海淀 Bl：门头沟区、昌
c1：房山区、顺义区、

北京市 怀柔县、通州区、大兴
区、石景山区、朝阳区、 平区

丰台区
县、密云县、平谷县

A1：和平区、南开区、 Cl：大港区、汉沽区、

天津市 河西区、河北区、红桥 B1：塘洁区 东丽区、北辰区、津南

区、河东区 区、西青区、静海县

廊坊市 C2：广阳区、三河市

上述构成了京津冀GR的核心空间范围

B2：新市区、南市
保定 Al：北市区

区

唐山市 A2：路北区 C2：新区

Bl：双桥区、双滦

承德市 区：B3：鹰手营子

矿区

唐山市 B3：路南区、古冶区

Bl：海港区、北戴
秦皇岛 c1：山海关区

河区

叭：桥西区、宣化
张家口 c3：下花园区

区

}：述是京津冀GR的中观层次窄间范围

沧州市、石家庄等则构成了其外围层次范围
Al： 高级服务业主导的核心地域；A2：二产主导的核心地域；B1： 服务业主导
的次核心地域：B2： 二产主导的次核心地域；B3： 采掘、lk主导的次核心地域：
cl： 二产主导的外围地域；c2：采掘业主导的外围地域

其中，核心层次(传统意义上的都市连绵区的概念)的京津冀GR范围目前

来看仅仅包括北京一天津城镇密集轴，包括廊坊市。而中观层次则还包括保定市、

唐山市、秦皇岛、张家口等所辖的县市区；京津冀GR的空间经济扩散往北经张

58



回童奎堂壁圭星当些三垡堡童 !12111塑墅磐!望量堑壅；量壅；堡鸾：童!I型坌!i

家口，向着大同、集宁和呼和浩特等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方向进行扩散：往西

向山西省的东部地区进行扩散：北京一天津一唐山临海型城市经济区向东北方向

进行空间规模扩展，与秦皇岛进而与辽宁中南部以大连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区实现

经济结构关联。空间扩散方向分别为北京一天津一廊坊城市经济区的经济扩散沿

沧州、泊头向着山东省北部的德州和济南方向扩展。北京一天律一保定城市经济

区的空间经济扩散沿着定州向河北省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石家庄以及邢台、邯郸

方向进行扩展。因此，其外围的空间范围则包括沧卅【、石家庄以及周边省的部分

城市等。

3．4．4．2京津冀GR的内部格局分析

根据图3—21、3-23、3-26以及表3-Il，从经济结构的空间关系和“核心一

边缘”结构角度来看，京津冀GR内部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区域地域劳动分工趋域明显。特别是高级服务业的区位特征更为明

显，即高度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而第二产业则分布在中心城市

的外围区域和其它城镇。经过多年的发展，其核心区愈加成熟，还有不断向周边

地区扩展的趋势。进入1990年代以后，北京和天津周边兴起的诸多经济绩效良

好的开发区，如廊坊开发区、燕郊开发区、涿州开发区、宣化开发区、香河开发

区、霸州开发区、高碑店开发区、芦台开发区、张家口开发区以及北戴河开发区

和白洋淀开发区凭借各自的竞争优势的地缘环境优势，而进入到河北省的省级开

发区行列”。对河北省范围内的31个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主成分分析，

得出开发区的竞争态势。根据各个开发区的最后得分如表3一lz所示。横观河北

省范围内开发区的竞争力情况，除了国家级开发区外，最有竞争力的开发区都位

于港口或者区域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等地缘优势显著的地段，反映了区域中

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反过来，开发区义进一步的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和GRS的迅速发育。

8截至2004年6月份，河北省共有省级以上开发区31个。31个开发区的空间分布的一个重

要特征是高度集中在北京行政区外围边界，包括廊坊开发区、安平开发医、燕郊开发区、香

河开发区和涿州开发区、高碑店开发区、宣化开发区，天津外围边界也有定的分布，如芦

台开发区和霸州、黄晔开发区、任丘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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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北京天津外围地区(河北省级)开发区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出口与工业状 排 排

开发区名称 经济规模 排序 况 序 总得分 序

秦皇岛开发区 2．7632l l 1．1998 6 1．649259241 l

石家庄高新区 2．47911 2 0．44618 9 L 367743123 2

廊坊开发区 2，35396 3 一1．00046 27 l'045745465 3

保定高新区 l，53933 4 0．4159 10 0．873923532 4

石家庄开发区 0．5355 6 0．77366 8 O，415738259 5

燕郊开发区 l，25266 b —1．41757 28 0．399268725 6

唐山港开发区 0。16124 8 1．31067 3 0．316604083 7

香河开发区 一O．15137 i0 0．29244 11 —0．026729851 8

清河开发区 -0．40676 15 1．21089 5 0．019192839 9

鹿泉开发区 一0．56079 21 1．3961 l 一0．043489713 10

南堡开发区 一0 48198 17 0．84627 7 —0．100189808 11

邯郸开发区 -0，50882 18 1．37515 2 —0．157420036 12

霸州开发区 一0．14036 9 -0．50216 24 —0．162 144366 13

承德开发区 0．24862 7 一1．86198 31 一O．201507129 14

高碑店开发区 -0．79568 3l 1．16124 7 —0．207287274 15

唐山开发区 -0．24157 12 —0．4963 23 一O．213706398 16

沧州开发区 一0．37862 14 —0．20661 18 —0．233482027 17

涿州开发区 -0．29715 13 -0．57699 25 —0．256925705 18

邢台开发区 -0．58828 24 O．02 13 —0．302200247 19

黄骅开发区 一0．6138l 25 0．01132 14 —0．31701095l 20

北戴河开发区 -0，68693 29 O．21355 12 —0．319094247 2l

滦县开发区 一0，42827 16 -0．5997 26 —0．329107764 22

任丘开发区 一0．53198 19 —0．3055 19 —0．330754195 23

芦台开发区 一0．57266 22 —0．19653 17 —0．332541967 24

宣化开发区 一0．6635l 27 -0．0059l 15 —0．345902422 25

衡水开发区 一0．57458 23 —0．44819 22 —0．378239717 26

黄骅港开发区 一O．156 11 —1．68592 29 —0．38053255 27

涉县开发区 ～0．62486 26 —0．3149 20 —0．380697274 28

张家口开发区 一0．69093 30 —0．i579 16 —0，387150lj6 29

吴桥开发区 一0．68507 28 —0．38252 21 -0．424001484 30

白洋淀开发区 一0．55365 20 —1．71405 30 —0．5922036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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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重要投资地点与绩效领先企业的空间分布

第二，空间格局上呈现“两心、一带和五轴、六星”的结构特征。“两心”

——北京和天滓是京滓冀GR发育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圈层辐射力”和90

年代以来“外向型域市化”力一起造就了“一带”——“(北)京一廊(坊)一(天)

津一塘(沽)走廊带”，该带是京津冀GR的重要脊柱。伴随着区域性交通体系的

完善以及核心区的发展空间的有限，沿交通走廊地带的城镇成为新的发展轴线的

极点。如沿京广走廊的城镇发展轴、京沪走廊的城镇发展轴、京沈走廊轴、京张

走廊轴和京承走廊五条发展轴线匕的形成了保定、沧州、唐¨』禾I秦皇岛、张家口、

承德等6个(准)GRS的外围都市区。因此，“两心、一带和五轴、六星”的空

间格局形态反映了城镇和经济发展的“圈层扩散+轴线推进”特征，也是末来京

滓冀GR发育和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路径。

同时，京津冀GR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也体现为：向三个“成长三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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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集中以及由“成长三角”继续空间扩散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所谓“成长三角”，

简单地讲，是由在前述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两个方面互补性最强的城市之间所

形成的空间经济区域。在京津冀城市经济区域中，目前已经或正在形成北京一天

津一唐山、北京一天津一廊坊以及北京一天津一保定等三个区域空间“成长三

角”。应该说明的是，“成长三角”描述的是多城市地区不同经济空间的互补关系，

因此，“成长三角”表示的是～种空间结构特征，其组成当然町以升i仅限于三个

城市之间。若以经济特征为标准，在上述三个“成长三角”中，京津唐三角属于

沿海型城市经济区：后两者则属于内陆型城市经济区(陆军，2002)。

3．5小结：三大GRS比较、归纳

3．5．1 劳动地域分工——内部联系

劳动的地域分工反映了GRS内部的经济联系程度。从三大GRSl6个行业就

业门类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就业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的旋转矩阵来看(表)，京滓冀

GR提取出4个主成分因子(经济密度与高级服务业、服务业与二产、二产与地

质勘查业、采掘业)，珠三角和长三角GR分别提取出6个主成分因子，珠三角

GR包括经济密度与高级服务业、服务业与二产、政党团体等其它服务业、电力、

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地质勘查业、采掘业；长三角GR包括经济强度与高级

服务业、服务业、第二产业、采掘业、其它行业、第一产业。

初步可以判断，京津冀GR的劳动地域分工相对程度要低于后两者。对比珠

三角和长三角GR，长三角的劳动地域分工要高于珠三角。在长三角中，服务业

与第二产业两个主成分被分离开，而珠三角GR的一般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合并为

一个主成分。

3．5．2 空间形态与结构——空间

从构成GRS的城市空间组合状态来看，GRS的空间结构可以归并为如下四

种，(1)以单个巨型城市为中心的区域；(2)城市集群的区域：(3)城市走廊型

区域：(4)都市连绵区型区域。实际上，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区域也分别对应了

(；ITS发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成熟程度。前两种类型是GRS的雏形阶段。而两种



空间结构类型则标示着GRs的在空间结构方面的相对成熟。

表3—13 京津冀、珠三角GR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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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一14长三角GR主成分分析

轻济强 其

度与高 占

级服务 服务 第二 聚掘 行 篇
业 扎 业

最秤程攒业前理 一090

来搁业密度 104

制造业密度 880

电力煤气投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密度 ．目
建筑业密鹰 ．Ⅻ
地质勘矗业密度 ．Ⅲ
空通运输、击储密度 ．∞
批发和零售密度 ．，町
金融保险Hk密度 946

席地产业密虚 ．砸f
社会服务业避度 ．，符
卫生，体胃和社会福利业茁匮 ．m
教育文化艺术麓广播电影电视业密度 ．∞
科学研究和综台技求暇务业密度 ．916

豳家帆芙政党机关和杜害团体密度 ．914

菇他行业整理 -镕
农林植渔业* 392

采掘业％ 07i

制避业* I】【

电力煤气胜水的生产和供农业％ 9 E--02

建筑业％ 一％5
地质鳓蠹业‘ 091

空通运输、仓储* 19I

批发和零售* 删
金融保险业％ 盥
房地产业* 出
杜☆服§Ⅲ 盥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H业堂崖％ 盥
教茸文化艺术擅广播电影电税业％ 也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埘
国家机芙．政党机*靼扯尝团体％ 2；L

其他行业* 2 E加2



图3—29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区域

图3—30城市集群型区域

图3—3l城市走廊型区域



图3—32都市连绵区型区域

对应上述的四种类型的GRS的窄间结构，珠三角GR属于第四种类型，即都

市连绵区型的区域，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以及佛山、东莞等都市区首尾相连而

连绵成成片；京津冀GR属于第三种类型向第四种类型发展的过渡类型，京津走

廊型区域已经形成，然而两大都市圈之间还未能连绵成片，伴随廊坊的发展、北

京与天津辐射作用的加强，京滓冀GR的京津走廊型区域将首先成型，然后北京、

天津周边的城市与之进一‘步融合，形成都市型的GRS结构。而&三角GR也基本

上属于第四种类型，然而它是由上海一嘉兴一杭州型区域和上海一苏锡常一镇江一南

京两者构成，因此其结构相对更加复杂。并目．，南京一杭』、I,I的走廊型区域也在加

强中，因此，长三角GR的空间结构将呈现网络状的结构形态。

3．5．3 发展阶段——时间

根据戈特曼的观点，从地域空间结构的角度看，和都市连绵区类似，一个

成熟的GRS的发展过程经历四个阶段，城市离散阶段：除了个别中心城市(或者

门户或者枢纽城市)的经济职能外向化迅速发展外，其余的城市独立发展，相互

间联系十分的薄弱，城市的市区由小到大逐渐向四周扩散，形成向心环带的地域

结构。第二，城市体系的形成阶段：随着城市逐渐膨胀，外援的向心内聚倾向减

弱，卫星城市逐渐出现，区域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向心体系

阶段。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交通、邮电、通讯条件的迅速改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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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沿交通线蔓延，中心城市的向心作用继续发挥并促使其达到相当规模。最后是

都市连绵区的发展阶段。都市区的郊区化及其沿交通线的轴向延伸，形成多核心

的巨大都市连绵区，GRS基本形成(Friedmann，1986：Friedmann，1988；周

一星，1997)。

因此依据上述分析，珠三角和长三角GR的发展阶段已经到达都市连绵区阶

段，多核心、网络状的空问结构基本形成。而京津冀GR由于北京、天津中心城

市的向心作用的继续发挥，其区域的一体化过程还刚刚开始。因此，还是处于第

三个阶段(城市向心体系阶段)向第四个阶段(都市连绵区的发展阶段)的过渡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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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动态研究

4．1 长三角GR的经济发展与演变历程

长三角GR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加之有着发达的水系、丰饶的土地优于全

国的农业、手工业．使其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可观的

城市密集地区。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即今南京)、扬州、苏州和杭州。南京始

终是长三角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历经六朝古都，也曾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

的首府。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在清代中叶以前就是世界级的大都市，

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便

快速地衰败下去。而苏州、杭州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在很长的时间里

都是长三角的经济、商贸和文化中心，但在20世纪初期苏杭的区域中一心城市地

位被上海所代替。从明代到清代，长三角出现了九座较大的商业与手工业城市纺

织业及其交易中心南京(江宁)、杭州、苏州、松江；粮食集散地扬州、无锡、

常州，印刷及文具制作交易中心湖州。而上海(元代始设县)此时已发展成为沿

海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顾朝抹，于涛方，2002)。

自近代以来的150多年的时间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GR大致经历了

如下几个阶段：

4．1．1 1842-1949年，长三角GR新兴现代工商业城市地区的形成

和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条件下商品经济初步大发展时期，长三角GR新兴现

代工商业城市地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1842—1949)。该阶段外国商品开始涌入中

国，中国原料型产品开始向外出口，外商贸易与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同时

进口替代性的早期现代工业也开始发生发展。

4．1．1．1近代上海作为国际性城市的崛起

上海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己崛起为一座工商业大

都市，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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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心。近代上海作为国际性城市迅速崛起上海的崛起是近现代长三角城市化

进程中最大的历史事件。上海的崛起，除了其江海门户、腹地广大、物产丰富的

优越地理环境外，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历史因素：①鸦片战争之后殖民性的强

制开放。1842年《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凭地利之便，上海

很快成为外国商品对华输出基地。1843年《虎门条约》后，英、美、法等国相

继设立租界，“十里洋场”畸形繁荣。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通航和海底电

缆铺设，押汇兴起，各国洋行在华直接投资大增。1895年《马关条约》使外商

获得在华设厂权，资本输出合法化，而上海又成为各国资本输出的最大据点：②

辛亥革命使民族资本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环境，民族产业受到了政府的大力鼓励：

③中外移民和包容性较强的新型都市文化产生，移民的活力造就了大上海。

4．1．L 2无锡、南通、宁波以对外通商、以港兴市成为次一级重要城市

无锡、南通、宁波也通过优越的地理区位对外通商、以港兴市成为次一级

的重要城市。而南京、杭州、镇江、扬州、苏州、常州等老城因为大运河的衰退

而地位下降。长三角近代城市化进程中除了苏州、扬州因其地缘位置的内陆化而

相对衰落之外，无锡和南通、常≯I'1也出现“一兴两衰”的现象，其主要的原因是

制度性的因素。南通兴办近代工业早于无锡，但南通工业基本是洋务运动的理念。

庞大的企业集团是一种依靠某种行政力量建立起来的垄断企业．而且负有企业办

社会的责任。南通的先行优势被制度劣势所抵消，在城市发展上也被后起的无锡

所赶超。无锡工业化之初虽也有外地官僚参与，但总的来看，其工业化主要得益

十私人资本家群体的推动。无锡的城市发展虽然疏于规划，但主要靠工业化来推

动．而且这种推动不是企业家直接投资于社会事业，而是交由政府、士绅、宗族

和教会去办理。常州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也曾是与无锡不相上下的工业城市，

但由于其城市功能的单一，产业结构上也是纺织业单兵突进，缺乏环境支撑和配

套服务，最终未能跨越原工业化阶段，只停留在“梳篦+土布”的水平上。

由于很大程度上，上海发展的背景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上海经济与周边

地区缺乏有机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城市工商业“孤岛经济”和广大农村有增长、

无发展的“内卷化”连锁式的典型“二元经济”格局。虽然如此，其良好的经济

传统对于转轨时期长三角模式的形成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1．2 1949—1978年，长三角GR城市功能趋同阶段，大城市停滞

衰退与中小城市的发展

该阶段在种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中国选择了苏联式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

制和封闭型经济发展战略。各城市千篇一律大办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使得城市功能趋同，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在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

年间，长三角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城市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20

世纪60一70年代，虽然长三角也在稳步发展，但远离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和

循环。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的辉煌成为历史记忆，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

逐渐让位于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和台北。

苏州市区的工业经济每况愈下，老苏州几乎成为脱离时代的衰败的“后院”

和“孤城”。一度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的长城、香雪海、孔雀、菊花等国有家电企

业在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面前不堪一击，“四大名旦”成为“四大负担”，从而形

成了经济力量单薄的老苏州拖着下属县级市“六只虎”的所谓“小马拉大车”的

城乡工业倒挂格局。由于城市国有企业的困境和乡镇企业昴军突起，农村工业带

动村镇建设，苏南的城市化走卜．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分散化发展道

路。这种分散型的城市化道路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的“小城镇热”。

整个苏南地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尤其是县城所在镇的城市外观得到极大改观，出

现了张家港等一批新兴中小城市。

4．1．3 1978年以来，长三角GR城市功能重新分化重组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长三角GR城市功能重新分化重

组。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重新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整个区域的经济中心、第

三产业关系、城市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分工。

4．1．3．1 1980年代长三角GR的内生性发展

与珠三角的经济不同，20世纪80年代长三角经济发展的眼光向内，以改

革为主，可谓内生性增长模式(洪银兴，刘志彪，2003)。

(1)“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由于人多地少(上海与浙江)或者集体

积累较多(江苏)，全国性的农村体制内改革对长三角的影响明显不如其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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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改革风险，上海等大中城市规模庞大的体制内成分也迟迟没有实质性的动

作；丽1970年代萌芽的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量，出现了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朱

文晖，2003)。

(2)上海的滞后拖住长三角。1980年代，上海发展相对滞后，它既没有

向珠三角那样得到种种的优惠条件，也没有像江浙两省那样涌现出大规模的乡镇

企业，而只能在传统经济体制内部进行尝试。在江浙两省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

同时，上海却在裹足不前，所有制结构始终以国有制为主。上海经济转轨的滞后

对于长三角的影响是明显的，1978—1991年期间，上海的GDP年均增长7．43&，

明显低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9．04％)。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倒数第一。同期

的江苏和浙江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0．82％和12．15％，均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但

由于上海的经济总量相对较大，江浙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并不能足以抵消上海的相

对滞后，以至于氏三角GR的总体增速(8，4％)略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发展

最快的珠三角(13．19％)更是落后达4．5个百分点。

长达10余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的改变了长三角GR和整个中国的财富结构。

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占据的全国“龙头老大”地位很快的让位于江苏(1979

年)，并陆续被山东(1981年)、广东(1982年)乃至浙江(1986年)等省份超过，

到1990年已经退居全国第10位。其占长三角GR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42．2％，

大幅度下降到1991年时的25％。由于上海发展滞后的影响和“拖累”，1980年代

长三角发展速度相对低下，GRS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受到制约，区域一体化的程度

也相应的受到阻碍。

4．1．3．2 1990年代长三角GR的发展

(1)浦东的开发和苏州的复兴。1978年改革开放后，真正改变长三角城

市格局的事件是1990年4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及1992年

十四大之后苏卅I东西两个开发区的积极兴建。邓小平在珠三角的深圳特区感叹上

海浦东当年未设特区是～个大失误。基于这种认识，中央政府和上海以更加宏大

的气魄投入浦东开发。经过十年开发开放，浦东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

惊人变化，浦东新区已成为上海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上海新的

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标志。1990年浦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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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初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60．24亿元人民币，2000年达到920，52亿元人

民币．人均ODP达到4447美元，是10年前的15倍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20％，成为上海经济新的增长点。浦东的开发使大上海再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国际

性位置，并很快在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树立了经济龙头的位置。

与此同时，苏州也加快了发展步伐，随着高科技T业园区和新加坡工业园

区两个东西开发区的建成，相对衰败和封闭的苏州终于借助外力重新焕发光彩。

近10年间，苏州的城市发展有了很大起色。到2000年底，全市实有外商投资企

业7572家(其中开业投产4761家)，合同外资355．64亿美元，实际到l怅外资

202．46亿美元。2001年引进外资总额占全国的10％，成为中国吸收外资最多、

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正因为苏州的开放明显快于无锡和常州，无锡、常州与苏

州在短时间内拉开了距离，而苏州与上海的分工协作更加密切。

(2)参与全球化：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建设。跨入新世纪之际，长三角

的城市格局正在酝酿着一场新变化。中国加入WTO，不仅会加速国际间的贸易活

动，而且也会同时加速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人才流动。巾国要在国际

经济分工中同世界进行“对话”，必须要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崛起自己的国际经济

中心城市。上海市作为我国沿海和沿江两条经济带的“交汇点”，拥有坚实的区

域基础，有可能、有必要、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十五”

规划奋斗目标，除了强调“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之外，还特别强调国际航运中

心的建设，提出“十五”末上海要建成亚洲特大型国际城市，经济总量接近洲际

经济中心城市的水平。这一目标与国家“十五”规划中要构筑卜2个特大型国际

城市以带动全国经济．以及发挥上海区域整合和辐射功能的要求相呼应。而上海

2015年长期规划的目标更高：经济总量、综合竞争力、服务功能、创新能力等总

体上接近或达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水平。

(3)“新温州模式”与浙江城市化带动战略：发展大城市。在1980年代末

期到1990年代初期，温州经济曾经受到严重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开始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努力。“温州模式”进入全新的创新阶段，以德力西集团为代表

的温州民营企业在创造着“新温州模式”，突破了传统“温州模式”以家庭经营

为基础的限制，走向了企业联合、兼并、重组、优化的集团化规模发展的道路，

调整了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向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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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单纯以小城镇为依托的营销方式，走向了网络营销的道路，逐步造就了一

批具有现代智慧和理性思考的企业家。

继上海浦东开发之后，浙江认识到建设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从“温州模式”

的城市化道路出发，以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建立了有利于城镇集聚和城镇建设的

新机制，尤其适时调整行政区划，促进了中心城市的发展。杭州作为长三角重要

经济中心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从有利于发挥优势、增强中心功能出发，优化产

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高起点考虑产业发展，着力培育较强的产业和技术创新功能、

商品和生产要素集散功能、信息和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城市面貌大为改观。长

三角最南端的宁波。其最大优势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非常有利于

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的发展，正在朝着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前进。

(4)苏南经济的发展以及江苏城市发展新思路：做大、做强、做优、做美。

在上海重新获得发展动力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期是“苏南模

式”的快增长与急剧收缩、快速增长的波动时期，乡镇企业在高速增长、规模数

量急剧扩张后陷入发展缓慢、关停并转、治理整顿的收缩时期。随着浦东的开发、

区域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自身实力的逐渐变化，苏南地区的经济进入到新的时

期，尤其是企业规模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时的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

苏南模式”让位于“新苏南模式”(洪银兴，流指标，2003：朱文晖，2003)。

江苏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忽视了城镇化的集聚功能，未能发掘城镇化

对推动江苏经济发展的许多潜在机遇。继上海和浙江之后，江苏城市化战略有了

鞍大的调整。2000年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发展战略，突出强调大

城市的作用。“着力把地区条件较优、综合实力较强、城镇基础较好的南京、苏

州、无锡、徐州四个特大城市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做美，通过强化南京、

苏锡常、徐州三个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带动全省城镇的快速发展。”综合上述

长三角城市发展过程，南京作为历史上的中心城市，其区域地位逐渐被削弱，尤

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未能把握时机。电子、汽车和化

工等传统产业的龙头地位下降，流通、交通和商贸等消费胜服务业有所增长，信

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城市综合竞争力较上海、苏州、杭州和宁波均有所

下降。

由于上海的重新崛起和江浙地区的新发展，1990年代后期的长三角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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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速度方面的内部差异逐渐淡化，区域’‘体化进程和区域整合加速。GRS已经基

本形成。通过以上对上海及其周边城市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兴衰发展演变

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整个长三角GR重点城市的发展是在交

通等基础设施发展的基础上，依靠港口、航道、交通枢纽等重要区位．内引外连，

以上海为贸易、金融、信息中心向海外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从封建农业经济向

半封建半殖民经济近而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使然。解放后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

趋同化发展阶段，但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调整，依然回到了依

托上海、依靠交通、向海外发展的方向上来。这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

其间上海的中心地位有1个从确立到消失到再确立的过程，整个三角洲地区的城

市网络也经历了从发展到停滞到再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一个中心城市的确立对

一个GRS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

4．1．3．3 1990年代末以来长三角GR的整合发展

自19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GR一体化迅速展开。

特别是1998年以后，区域整合在各个领域深入而全面地进行，当前长江三角洲

区域整合的主导力量是“市场驱动”以及“政府间”的协调、交易等，“制度导

向”的区域整合进程已经起步。首先是商业贸易以及旅游业等具体产业部门之问

成功实现合作，随之是“产权交易、高科技成果交易合作”以及“公交公司的一

卡两刷”。同时，政府之间“协调会”的举行(虽然该种协调会作用的发挥非常

有限而未能解决区域之间最根本的问题)，这标志着长三角区域整合进入到了一

个“较深”的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安排。

4．2传统属性边界界定角度的动态变化研究

通过对比1995年、2001年用传统“属性方法”界定的长三角GR的边界

(如图4-1，图4-2)，其规律主要有：(1)核心区域一以上海为核心的环太湖
城镇密集地区的内部结构边界变动不大；(2)在整体范围边界的变化方面，主要

体现在浙江省内，除了台州和温州，与核心地区开始连绵的还有金华的部分县市。



图4—1 传统属性方法长三角GR边界分析(1995年)

资料来源：宁越敏，1998

图4—2传统“属性方法”的K三角GR边界分析(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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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属性方法的界定结果比较简单，因此，其结构边界的基本规律和

趋势还不甚明了。本文将进一步通过“经济空间”以及“人口变化”等角度进行

长三角GR的动态变化分析。

4。3基于“经济结构”聚类的空间分析：1984年以来长三角GR内

部结构动态演变分析

区域空间结构除了其基本的人口质量和人口分布密度特性外，便是区域的

经济特性。针对长三角GR的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本文选取城市工业总产值

的经济类型结构作为分析数据，通过1984年、1991年和2002年三个年份的城

市经济数据指标，采用的方法是数理统计方法中的层次聚类方法(Hierarchical

ClusterAnalysis，HCA)，其主要的分析结果是凝聚状态表和冰柱图、树形图，

样本数据与小类、小类与小类间亲疏程度的度量方法包括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

法、组间平均链接法、重心法和离差平方和法，笔者采用重心法。

4．3．1 1 984、1 991、2002年城市经济类型的层次聚类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典型性，1984年分析数据包括单位面积的村办与集

体所有工业总产值、单位面积的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村办工业与集体所有制

工业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1991年分析数据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密度与比重、村办和集体所有制

工业产值密度与比重以及三资企业产值密度和比重：2002年分析数据主要来自

于4200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港澳台与外资投资企业产值密度与比重、

内资企业的密度与比重。

通过聚类分析，得出1984年、1991年、2002年长三角GR区域经济结构类

型如图4-3、图4—4、图4-5所示。



图4—3 1984年长三角GR区域经济结构类型聚类分析

图4—4 1991年长三角GR区域经济结构类型聚类分析



图4—5 2002年长三角GR区域结构类型聚类分析

4．3．2 1984年以来长三角GR内部结构边界的动态演化

对比图4-3、图4—4、图4—5，可见近20年来长三角GR内部结构边界特征

及其演化过程如下：

(i)1984年长三角GR城市的经济类型可分为7类：①南通、嘉兴、镇江、

扬州、宁波、苏州：②温州、绍兴；③杭州、湖州；④滁州；⑤无锡、常州：⑥

南京、马鞍山；⑦上海。其中①②⑤三类集体所有制和村办工业所占比重突出，

但第⑤类地均工业产值相对领先、第②类集体所有制和村办工业比重更为突出，

高达80％以上；第⑥⑦两类全民所有制比重突出，但上海地均工业产值绝对领先；

第③④两类处于中间地带。

(2)1991年区域经济类型可以分为7类：①南通、宁波、嘉兴、镇江、

无锡、常州、苏州、舟山、扬州、杭州、湖州、绍兴；其中扬州、杭州可以单列

为第②；③湖州、绍兴；④温州；⑤南京、马鞍【山；⑥上海；⑦滁州。其中前3

类中，其集体和村办工业比重以及地均产值都较高，第④类温州则具有较高的集

体和村办工业产值比重、较低的地均工业产值。南京、马鞍山、上海三城市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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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有制比重依旧较高，但上海的地均工业产出绝对领先。

(3)2002年区域内经济类型可划分为5类：第类，港澳台和外资产值

密度和比重及其领先的上海与苏州：第二类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以及嘉

兴、杭州和宁波，这些地区港澳台和外资工业产值比重较高，这些城市分别处于

沪宁城镇密集轴和环杭州湾密集轴上：此外，南通也基本上可归于此类：第三类

包括马鞍山、扬州、泰州以及湖州、绍兴、台州和温州，这些城市相对远离城镇

密集轴和交通走廊干线，港澳台和外资产值一般；第四类是港澳台和外资产值、

内资产值都极为落后的滁州市。

(4)内部的空间结构类型的空间组合从相对无序到有序，其中区域核心城

市——上海都市区的区域辐射功能以及综合交通走廊的区域集聚功能日益发挥

作用，使得6RS内部的空间结构类型呈现“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空间模式。

其中上海位于区域的圈层中心，其外围圈层依次是：①苏州：②南通、无锡、常

州、镇江、嘉兴、宁波；③泰州、扬州、湖州、绍兴、台州、温州；④滁州；而

区域的另外两个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也发挥了一定的区域圈层带动功能，如马鞍

山等。而其“轴线延伸”方向主要包括：沪宁交通走廊与沪杭交通走廊以及杭绍

甬交通走廊等。

(5)GRS内部经济活跃与发达地区的发展推动力也开始从地方化驱动(自

F而上型的村办工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驱动和自上而下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的驱动)，开始转向地方化、全球化力量共同驱动或者全球化力量驱动，譬如上

海等曾经全民所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的区域已经到2002年，其外资工业和港澳

台工业产值比重超过50％，而苏州等城市也是如此。

4．4基于“人口变化”的空间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85年度)》、《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2年度)》、{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

关于长三角GR历年分县市区的总人口数据，进行1985—1992年、1992—2000年

两阶段的总人口年变化率，据此分析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9本节内容发表于《规划师》2005年第4期



4．4．1 1985-1992年长三角的总人口变化特征

图4—6 1984—1992年地理单元总人U年变化率

各地理单元的人口年变化率不大。其中年变化率最大的是南通城区(7．3％)、

如皋市(6，1％)、泰州(3．8％)、马鞍【11城区(3．8％)和上海宝山区(3．6％)、闵

行区(3．6％)。而年变化率最小的则是虹口区(一2．2％)、黄岩县(～1．8％)、静安

区(一1．8％)、卢湾区(一1．8％)、丹徒县(一i．4％)和嘉定区(一0．9％)。最大和最

小的绝对差距仅仅9．5％。

人口变化的空间分布上，基本上规律不显。

4．4．2 1992-2000年长三角的总人口变化特征

地理单元总人口的年变化率显著上升。其中年变化率超过15％的有常州郊

区(21。8％)、温州龙湾区(18．9％)、上海浦东区与南汇区(17．6％)、苏州平江区



(16．7％)、泰州城区(16．6％)、无锡郊区(15．8％)、绍兴城区(15．3％)、上海闵

行区(15．O％)。而年变化率小于一2．O％的县市区包括上海黄浦区(一9．1％)、上海

南市区(-6．4％)、上海静安区(一3．8％)、温州文成县(一3．5％)、上海卢湾区(-2，9％)、

温州洞头县(-2．8％)、台州天台县(一2．7％)、嘉兴秀洲区(一2．7％)、台州三门县

(-2．3)、绍兴绍兴县(一2．o％)。最高和最低的绝对差值高达30．O％。

从人口增长率变化的空间特征上来看，除了金华的义乌市以外，总人口年

变化率大于5．％的县市区都是各个城市的所辖区。而大于l，5％，小于5．o％的县

市区基本上处于上海周边地区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外围。而年变化率最小的有三个

类型的区域：第一是上海的中心城区；第二是区域中心城市之间断裂点地带城市

的郊区、县，如上海一南京之间的镇江所辖的丹徒区，上海一杭州之间的嘉兴秀洲

区，抗州一宁波之间的绍兴的绍兴县等等。第三种类型是长三角GR的边远落后地

区，如滁州、温州III区、衢州等县市区。

图4—7 1992—2002年地理单元总人口年变化率

80



地区总人1：3的年变化情况反映了区域边界演变的过程。就目前的情况而占。

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在1992年之前微乎其微，因此其结构的变动也非常的缓慢

和不明显。从1992年开始，人口的变动幅度最高的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实际

上，K--角GR整体范围边界扩张和内部结构边界演变说到底主要是归结于上海

的带动作用。上海曾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但改革开放

后，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一度下降，上海升i仅被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超越，

而且也被邻居——江苏浙江甩在后面。大环境和体制是制约当时。卜海发展的主要

问题。1992年的浦东开放，极大的促进了GRS的发育发展以及便捷的演变进程

(图4—8)。

4．5小结

图4—8 长三角GR的人口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Edward Leman，2002

通过上述几种方法的分析，归纳长三角GR(核心层次范围内)边界动态演

变的基本特征如下：

(1)眨三角GR的核心整体空间范围内，人口变动以及经济结构的聚类变

化方面反映出内部结构边界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中，1980年代到1990年

代初期，其内部结构边界的变动幅度小，而1992年以后，其内部结构的边界变

动程度非常显著。



(2)1990年代以后长三角GR的边界演变呈现“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

“空间”特征。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增强，南京、杭州以及

宁波等城市的圈层推进也在逐渐发挥作用。就“轴线延伸”特征方面，以上海、

南京、杭州为主要节点的区域交通走廊对于GRS的内部边界演变意义显著。

(3)GRS内部“边界型地域”(Border Regions)逐步形成和演化。如}二

海与南京之问的镇江、常州一带；上海、杭州之间的嘉兴、湖卅I--带：宁波与杭

州之间的绍兴一带，以及南京、杭州之间的湖州、宜兴一带等等。

事实上，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过程特征也反映了一般GRS的特征，即(1)

内部结构边界演变的“阶段性”特征：(2)“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空间”特

征：(3)“边界型地域”(Border Regions)逐步形成和演化。



5 GRS边界演变的动力分析

5．1 全球化与地方化：GRS发展演变的环境与条件

GRS的边界演变，是全球化背景下，GRS区域一体化(或区域整合)的结果。

同时GRS，包括“全球”和“区域”(地方相度)反映了其内涵的“全球化”和

“地方化”或者“全球性”和“地方性”意义。

在研究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后，Thrift和Amin(1997)

发现即使用最通俗的解释，全球化也要求地方走向全球；而有些地方相反，是全

球走向地方(Thrift＆Amin，1997)。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化

(Localization)(或“在地化”)是重塑世界格局的两人潮流。而全球化和地方

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学者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看成一体关系——“全球地方

化”(Glocalization)：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区域之间的连接(Storper＆Scott．

1995i Ettlinger，1999)，全球化是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度、资本融合度以及

市场集中度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场所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

竞争、最终融合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是地方化，

当前主导地方化潮流的四个核心问题是分权化、城市发展、人居环境和文化多样

化。波特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持久的竞争优势日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对手不能模

仿的事物——知识、关系网络、动机等(图5-1)(于涛方，2004：Bergner，1991)。

信息时代的特征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

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时代的支

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价值流、

文化流、资金流、技术流、知识流充满了网络空间。在信息化社会中，基于全球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了一个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一一流动空间

(Space of Flows)。与此相对应，基于全球化的区段和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

景下区域空间规模尺度的网络空间则为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卡斯特尔

斯，2001；陈修颖。2002；于涛方，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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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地方关系

全球

1、随着工业发展的全球商务
2、全球金融市场

3、任何有利益的和可移动的事

物全球化

地方

1、社会和生态成本地

方化

2、文化同质

3、公共部门改革以减

少成本

4、传统政治的终结：反

对者和非政府组织

资料来源：Nee，Peter，2000；Finger，1997

图5一l全球和地方关系

5．2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全球化力量

5．2．1 GRS边界演变的全球化分析

自从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和跨国金融制度的建立，产业资本主

义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增长。CastellS阐述：技术革新，特别是围绕信息技术的

革新，重新组织了物质基础的社会；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互相依存，从而导致

了在多变的空间系统中的经济、国家和社会的新关系。

(1)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日益重要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国际贸易对于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泉。世界商品

出口总值从1980年的2万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5万亿美元(World Trade

Organiztion，1997)。世界制造业商品出口从1970年的189亿上升到1990年的

2．1万亿美元(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1997)：

而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总值从1980年的402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1．2万亿美元。

出口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财富创造来说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出

口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20％，并且为全国就_kC,J造11％多的就业机会(Bureau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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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sus，1997)。过去国际贸易往往被视为企业或者国家层面的事务。但是

从事贸易的企业往往都集中在城市。譬如，在美国的253个都市区，从1993年

到1995年，有近1．3万亿美元的企业出口；其中1995年在所有都市区的467

亿美元的出口占美国总商品出口的80％。这些说明城市作为企业出口的区位场所

角色重要。那些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城市对于城市经济的增长意义显著：提

供就业、提高生产力(DenniS，et a1．1998)。

虽然国际贸易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犹在，然而FDI对于城市经济

发展更加重要，并会在未来发展中扮演比国际贸易更关键的推动角色。从1970S

开始，FDI总量和流量都迅速增长。从1988年到1993年期间，世界FDI流量从

1．2万亿美元上升到2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的FDl年平均流量从1983—1987年

的77亿美元上升到1993—1995年的257亿美元。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TNCS

的销售量超过出口量，成为跨国界商品和服务传输的最主要的方式。1995年的

跨境货物总值是1988年的2倍，达到229亿美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1996)。

(2) 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张是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日益加快流动的结果，并且

这种扩张促进了要素的流动。自1950S晚期，所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

土地所有权和技术——开始超越国家边境而更快更容易流动。虽然资本一直是流

动的，然而在过去的30年左右FDI扩张极大的促进了资本的流动。跨国的资本

流动通过直接投资，中长期国外私人借贷、短期借贷以及国内流出、政府双边／

多边国外资助加速流动。工人也在国家之间更加自由的转移，通过TNCS或者通

过大工程项目的合同转移。全球范围内的TNC内的雇佣工作人员从1975年的4

千万上升到1992年的7．3千万。而土地也在国家之间买卖所有权。技术要素的

全球流动经济动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技术转让是跨国公司维持和扩大其竞争

优势的重要手段：追求较高的技术转让费用：以技术换市场；代替或带动其它生

产要素的输出等。

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改变了就业的结构和区位分布，贸易和投资的形势以

及城市内部或者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机会。在美国城市，这样的全球重构使得重

型制造业企业转向基于知识的企业和快速扩张的服务jIk部门。波士顿、芝加哥、



纽约、华盛顿以及其它城市仍然保持着国际信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伴随

着通信技术、信息交换技术、交通技术的改善，许多多国和国内企业日益自由布

局在有利的地点进行生产。贸易活动的增长在郊区地段比城市核心地段增长更加

迅速。这些转型加速了城市产业结构的演替，然而也日益受限制于国内和跨国企

业的频繁和自由转移所带来的影响(顾朝林，1999；于涛方，2004)。

经济会球化广——] 新经济厂]信息技术范式

全球经济

整合

世界贸易和

投资的增长

世界贸易l l生产要素的

的区域化l l流动性

国家经济

发展

技术对经济

增长的推动

知识产业的萌

生产能力的

日益接近

城市经济发展：就业

机会创造；贫困消除

政府：城市竞争力追求

服务部门重

要性的^现

市场规模的

关键作用

弹性贸易的

需耍

战略性全球

联盟的重要

企业：企业盈利力的追求

图5—2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竞争机制分析

资料来源：于涛方(2004)

在全球化之空间发展模式之下，GRS的重要地理单元——当今城市的张力

是镶嵌在全球化脉络下进行的(Kantor，1999；张晓婷，2001：蓝逸之，2001)，

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成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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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振(如柏林、维也纳等)；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

人的边缘化倾向明显，经济两极分化．其最终结果是全球化导致GRS变迁。从这

一意义上，全球化带来的区域竞争力可以称之为全球网络优势(Global Networks

Based Advantages)或者全球体系优势(System-based Advantages)，即GRS的

竞争优势与区域在全球体系架构网络的节点、路径、流等关系密切相关(Gordon

and Cheshire．1998)。

5．2．2 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全球化动力案例分析：“世界500强”

研究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

长是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国际资本流动巾，国际直接投资(FDI)

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而跨国公司已经成为FDI的重要驱动力量。尤其是20

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席卷全球的并购浪潮推动下，以“世界500强”为代表

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在规模、速度还是行业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跨国公司已经愈来愈成为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也是所有城

市为加快其全球化进程、进入或强化其全球城市体系网络地位而竞争的重要对

象。

与早期相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世界500强”开始把投资目标瞄准

中国，中国吸引FDI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投资，在

较短的时间里，众多世界级跨国公司进入一个国家投资，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不多

见的。据有关调查，截至2001年底，在“500强”中，除少部分跨国公司因为

我国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而不能投资外，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投资，近400

家“500强”共设立了3096个投资项目(史同伟，2003)。①投资项目分布。“世

界500强”在我国的投资项目涉及石油、化工、电子电气、机械仪表、计算机与

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运输工具、医药、食品饮料、轻工等所有制造领域，以及

房地产、信息咨询、物流管理、金融保险、进出口贸易、餐饮娱乐等多数服务领

”本节内容选自：于涛方，吴志强，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世界500强”投资研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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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②从在华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看，“500强”投资在上海、广东、北京、江

苏、天津、辽宁、山东等沿海省市，占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90％以上。另外，“世

界500强”在华投资的金融、保险和管理咨询、会计等知识密集型项目80％以上

分布在j￡京、上海、广东和天津4个省市。“500强”在华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

以电子电气业最多，其它依次为：汽车／摩托车及其配件、化工、粮油食品／饮料、

金属和五金工具、银行／保险／租赁公司、纺织／服装、石油及石化、轻工、保税

区内进出口贸易及仓储、机器设备和通讯设备等。在一些规模经济特别显著，产

业全球化趋势明显的行业中，比如汽车行业，“500强”投资企业的作用也日益

突出。

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界，关于FI)I方面的研究以外资流动研究居多

(孟晓晨，石晓宇，2003；朱传耿，2002)，对于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

强”这样典型的跨国公司的研究尚待提高。长三角GR吸引“500强”投资的项

目比重远远高于其一般外资项目在全国所占比蘑，上海、江苏、浙江吸引“500

强”投资的项目个数分别占全国的22．3％、12．3％和3．3％，“世界500强”的投资

对这些地区已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世界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演

变、投资区位的选择、投资行业的空间组合以及投资的影响机制等都没有得到很

好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作者在吸收一般跨国公司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最新整理的

统计资料(截至2001年底，本文数据主要整理汇总自史同伟等对500个“世界

500强”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汇编数据资料。其中个别的公司在某一地区的投

资年份缺失，本文按照其它相关的分布规律将这些未知年份的投资项目进行重新

分配)，力图全面分析和总结“世界500强”在k三角GR的投资演变、投资项目

分布、投资项目组合以及投资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长三角GR的边界演变进行“全

球化”力量方面的分析。

5．2．2．1过程分析；“世界500强”在长三角GR的投资时序演变

(1)“500强”投资行业的时序演变

南于在短时间内，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著名跨国公司积极涌入长三

角GR，总的而言，从一开始，各行业门类都相对齐全，因此各行业的投资演变

脉络相对比较模糊，但还是有一定的过程可循。根据图5-3，“世界500强”在



长三角的投资行业项目可大致上划分如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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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980年代以来“世界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行业演变

①1993年前——初级要素主导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阶段。这与中国

的改革开放、浦东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在长三角投资的初级阶段基本吻合。这一时

期，跨国公司的投资带有试探性或者资源性的投资，行业多数集中在纺织服装、

食品饮料、石化化工、机械仪表、电予电气等劳动资本密集型，投资项Fl来源以

日本跨国公司尤其以六大综合商社为丰。R＆f)(研究与升发)、电脑软件、物流、

基础设旌、运输』：具等的投资项只数量都^有非常低的比例，其它如电子电气、

国际贸易、金融保险等行业所^‘比重也不大。从图中可见，这。阶段的投资项目

相对还比较少，这是因为浦东开放之前，港澳台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部分是集中

在广东省，{984年仅广东就占全国的73．42％。直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全方位

的开放格局日渐形成，欧美日也开始在华积极投资，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才开

始更集中选择在以氏三角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

海地区。

②1994一1998——投资驱动主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项日投资阶段。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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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以欧、美、Et制造业跨国公司为主体，真正的开始了大规模的投资。行业

领域主要涉及到电子电气、运输工具、石化与化工、轻工、机械仪表、通信设备

等，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以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此外，该时期的投资公

司、R&D以及国际贸易、医药、金融保险等创新性和服务性的行业也开始迅速上

升，长三角的这⋯阶段的“500强投资”也极大程度上标志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的第二个高潮，大量技术、资金密集型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进入，从实际外

商直接投资上来看也是如此，在1983--1999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南部

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由73．3％下降到

43．5％，减少了29．85％：而中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所占的比重则由3．8％

迅速提高到24．5％。

⑨1997年以来——服务、创新驱动主导的服务贸易与高新技术产业阶段。

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第二产业一直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重点。跨国

公司对外投资的历程表明，如果将其所投资的项目从签约到正常运转作为第一阶

段的话，则谋求分销权等涉足服务业的权利就成为其第二阶段的目标。于是当众

多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金融、咨询、会计、

税务、法律等专业性的就地服务要求就提了出来。冈此服务业贸易领域自1997

年以来就成为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的热点。具体的行业门类包括投资公司、

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物流、基础设施等。与服务贸易业投资增多的同时，R&D

的投资也趋多。这是因为，由于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竞争

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些跨国公司开始于1992

年陆续设立研发杌构．尤其是到了1997年以后，其项目数量增加更为明显，目

前在长三角的R&D投资主要集中在软件、电信和自动化等产业领域，这与上述行

业的竞争更加激烈、技术变化速度快密切相关(史同伟，2003)。

(2)“500强”投资区域的时序演变

根据表5-1中长三角GRl3个地级别城市(截至2001年湖州、舟山两市无

“500强”进行投资)吸引“500强”投资项目次数，也可大致的划分为三个阶

段：(1)1992年前为第一阶段。其中1992年以前上海有77项“500强”投资项

目，而南京紧随其后共有10项，苏州6项。(2)1992--1997为第二阶段。除[二



海、南京、苏州外，500强在长三角其它经济中心城市的投资加大，在无锡、杭

州、常州、宁波、南通、镇江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3)1998至今为第三阶段。

虽然长三角其它中心城市的500强投资次数明显减少．但扬州、泰州、绍兴、嘉

必等中小城市吸引投资却在逐年相对增长。

依托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地缘优势，浦东、中新苏州．【：业园区、苏州

新区、无锡新区等新产业空间的开辟，使得这些产业空问所在城市吸引500强投

资的能力大大提高：伴随着各地投资环境的完善、地方政府的党争战略和策略的

趋同，长三角其它地区的城市也不同程度的得到了“500强”的青睐。更重要的

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在K三角的竞争的加剧，这螳“500强”企业也小得小重

新进行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资源导向”的成本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原材料

成本和土地成本、商务成本)成为跨国公司的首选考虑因素，因此，扬州、泰州、

绍兴、嘉兴等中等城市以及昆山、太仓、常熟、江宁、江阴、吴江、张家港、萧

山等县级城市成为“500强”投资的热点。

表5一l长三角GR各城市利用500强投资项目历年比较

(3)“500强”长三角投资时序演变}}．I纳

通过上述“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项月动态变化、投资区域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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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500强”长三角投资阶段归纳为如下3个阶段：

①90年代前期一1992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这～时期，投资于长三角

GR的“500强”以食品加工、资源利用(石化与化工等)、医药、电子电气等行

业为主，且数量少，投资项目不多。国内的宏观政治局势和政策不太稳定，软硬

环境不配套等原因，除了极个别的城市以外，如北京、深圳、卜海、广州等，跨

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区位优势=：fi明显。

②1993--1996为大规模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中国

的宏观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政策环境和软硬投资环境相对比较完善，而且中国经

济的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因素，使得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区

位优势明显提高。就长三角的中观和微观条件而言，浦东开发进入“功能开发”

的阶段．苏州中国一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诸多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开辟，使

得该地区的硬件环境迅速提升；同时，鉴于该地区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人才条件

以及优惠的投资环境、税收环境等，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投资的

动机增强，一些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投资长三角GR。1992年以前，“世界

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项目次数为137个，而1993--1996期间，投资次数增

长为552个，使原来的4倍之多。

③1997--2000为减缓调整阶段。主要表现在投资项日次数呈下降趋势，

但绝对规模仍相对较大。一方面，从跨国公司本身的角度看，跨国公司在长三角

大规模投入后，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投资项目获得了成功，但也有不少跨国公司的

投资于经营并不像他们原先预期的那么好。在多种影响因素中，市场因素是主要

的．第一，市场潜力不等于市场现实；第二，大量跨国公司的同时进入使长三角

GR成为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之一。于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反思过去不计成本、

蜂拥而入的投资热情，对在长三角GR投资和经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在投

资项目上也更加理智和成熟。另外一方面，1997年由于众所周知的亚洲金融危

机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GR开始下降。

④2001一现在，恢复上开阶段。进入2l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WTO步

伐加快，“500强”再次掀起在中国和长三角地区投资的热潮。《财富》周刊公布

的一项调查显示92％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王攀等，

2003)。在这个背景下，加上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2001年以来“500



强”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浪潮，并且跨国公司当然这个阶段的投资项目选择更加

理智和成熟，投资重点主要表现在服务贸易领域以及基础设施领域和高技术领

域，如基础设施、国际贸易、医药、电子电气、电脑软件等。

总的来说，90年代初期以来，500强进入中国及长三角的方式正在发牛变

化。从90年代初期的低成本战略，到90年代中期，500强趋向产业链(包括上、

中、下游产品)的投资，同时带动其海外供应商追随性投资，而到90年代后期，

500强更趋于以收购、兼并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这样不仅能快速占领市场、实

现资源共享、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还能使其迅速本上化。

5．2．2．2空间分析：“世界500强”在长三角GR投资空间特征分析

(1)“500强”投资强度的空间特征

图5～4 “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项闩空问分布

以L<：--角15个地级市所辖的中心城区、郊区、县(市)为基本单位(2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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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区划标准)，将“500强”所有的投资项目次数进行空间分析。根据其每

百平方公里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资强度进行划分，如图5-4所示。苏州(每百平

方公里23次)、上海中心城区(包括宝山区，每百平方公里29次)、浦东新区(每

百平方公里39次)500强投资项目强度最高：其次是无锡市区和南通市区：第

二三个层次包括闵行区、南京市区、杭州市区和宁波市区；第四个层面包括扬州市

区、泰州市区、镇江市区、常州市区、绍兴市区以及上海的嘉定区、松江区，苏

州的昆山市和太仓市、张家港市；第五层蕊也都集中在长三角都市连绵的核心地

域内，如金山、奉贤、青浦，吴县，常熟，江阴、江宁；第六个等级包括武进、

寅兴、锡山、吴江市、萧山市、南汇区。从中，可见“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

具有如下空间特征。

第一，高度集中于上海及环太湖地区。环太湖地区是长三角GR的核心地带，

交通便捷、经济发达，濒临国际大都市——上海．这是“500强”热衷此地的关

键所在。“接受上海辐射”成了环太湖地区与其它地区的重要战略口号和行动计

划。“接受辐射”的前提是“靠拢上海”，“靠拢上海”的根本是道路的改变，于

是如何更大范围的接纳来自大上海的光芒几乎成为15个长三角城市的交通建设

的重心。即使是先前不重视“与上海接轨”的浙江，最近也在积极地通过交通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获取上海的辐射。磁悬浮列车已进入建设性探讨，杭州通往卜

海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即将规划完成，另一条从湖州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水路的

运河二通道也正在建设中，在航空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也即将成为上海的备用

机场。而且浙江将掷资逾600亿，以建成逾1000公里高速公路。其中最引入瞩

目的项目包括，斥资57亿的沪杭甬高速公路八车道拓宽工程：170亿的杭卅【湾

跨海大桥及南北接线工程；37亿的申苏浙皖高速公路浙江段工程：71亿的接轨

E海浦东的杭浦高速等。

第二，浙江受到“500强”的“冷落”。让整个浙江省向来引以为荣的是其

发达的民营经济一宁波的“奉帮裁缝”，绍兴的轻纺工业。温州的特色产业群，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永康的“百工之乡”等等。在一些毫一i起眼的产业一比如眼

镜、钮扣、打火机、镜头等里面，那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浙江商人可能会是拥有

全世界最大市场份额的产业巨头。然而盘点浙江的整体经济状况，浙江难免失落。

截至2002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到上海投资的逾300家，到江苏投资的逾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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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到浙江投资的仅约54家。500强企业在浙江的总投资额仅为上海的41．7％，

是近在咫尺的江苏省的27．3％。“500强冷落浙江”成为一个明显可见的事实。其

原因①，缺乏与外资合作的产业链和产业基础。从经济模式来讲最能代表浙江省

个私经济特性的是温州，但是至今为止经济总量在浙江省位列第三的温州，尚没

有．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跨国公司在选址过程中最为注重的因素是与之相

配套的产业结构基础。⋯一个跟世界接轨的企业，其移动一定是供应链的移动。”

“供应链的整体移动不仅使成本最低、保证了交付周期，最重要的是保证了品质。

一流企业，品质第一，交付周期第二，成本是第三位(明基电通中国营销总部总

经理曾文祺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言论)。”浙江省虽丁业发展迅速，但存在

大企业集团少，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生产配套半径过大，产品缺乏品牌优势

和核心竞争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缺乏为外资企业配套的较完善的产业链

和产品等缺点。不少企业因自身产品老化、技术水平低，难以拿出与外商合资、

合作的产品和技术。改革开放初的头十几年，浙江省吸引外商多是以劳动密集型

为主的加工型企业，如纺织、制鞋业等。但在新一轮的外商投资热中，这类企业

已不占优势，外商投资已由传统的加工型企业为主转向拓展市场型企业为主，对

技术、资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要求较高，而浙江省在这方面不具备优势。目前，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产jIp。与江苏、卜海相比，浙江省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2002年，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规模以上高新技

术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99．6亿元、654．68亿元、548．5亿元。相比之下，

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较弱，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偏小，优势不够突出，难以

吸引外商投资。此外，浙江“隐型冠军”类企业时，对于吸引500强来到自己身

边、甚至引入自己体内，都态度冷漠、少有兴趣。活跃的地下金融，和良好的企

业效益使浙江大多数大型个私企业旱已越过了资金需求阶段。而目前在全球市场

高额的市场占有率，自然也使他们无需借助“500强”的销售资源。②，与苏沪

相比浙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缺乏；新产品产值率指标反映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和发展潜力，浙江明显逊于沪苏。上海以较为雄厚的资金和人员投入为依托，

2002年新产品产值率达14．3％，江苏省为10．5％，而浙江省仅为9．5％，分别低于

沪苏4，8和1个百分点。浙江企业缺乏像海信、海尔这种成为地区经济扩张和参

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如何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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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浙江来创业，此乃吸引外资的基础。③高素质人才缺乏。国际

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域与购并对象的重要标准就是人力资本条件。人力资本充

足，可以有效地与国际资本、先进技术相结合，缩短“学习”时间．提高投入产

出效率。据2000年份省市大中型企业有关数据显示，上海、江苏、浙江的技术

开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7．0％、6．5％、3．3％，浙江技术开发人员占从

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低：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2．1％、

l，1％，浙江指标明显处于落后地位，难以吸引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来浙江投资。

第三，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得到“500强”的青睐。除了嘉定、松江、青

浦、昆山、太仓、吴江等这些濒临l二海的中小城市吸引了众多的世界500强外，

其它经济中心城市，南京、杭州等周边的中小城市江宁与萧山也吸引了诸多“500

强”的目光，以萧山为例，凭借与杭州的地缘优势，2001年以来已经吸引了多

家500强进驻，如美国通用，日本丸红、三菱重工、伊藤忠，及世界著名的跨国

公司日本雅马哈，台湾力山集团、中华化纤等相继在开发区投资建厂。

归纳起来，从整体上来看，“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演变具有“中心一边

界特征、通道一联系方向特征、块状一新产业区特征”。

①“中心一边界特征”。一方面，世界500强高度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主城

区。如上海市区、苏州市区、南京市区、无锡市区等，另外，中心城区的外围地

区南于直接受到中心城区交通、设施、功能的辐射，也密集着许多“世界500

强”，如上海周边的嘉定、松江以及昆山、太仓，南京附近的江宁，杭州附近

的萧山等，世界500强选择这样的区位，是利用中心城区与外围七地、劳动力的

价格差，同时又把距离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减少到最少，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乃

至商务成本，同时又保持着较低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同时，从行业分工上来

看，金融业、服务业、贸易业、R&D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大都集聚

在中心城区，而制造业等则相对靠近城市外围的边界地带。

②“通道一联系方向特征”。世界500强企业与城市外部的经济联系密切，

从而对运输的需求量大、要求高，靠近通道，特别是经济联系方向上的通道对跨

国公司来说极为重要，通道一联系方向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沿交通走廊城市分布密

集，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高度集中予与国际机场、港口保税区濒临的地块，如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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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与禄口国际机场，萧I【f与萧山国际机场，昆山、苏州、太仓与虹桥国际机场，

浦东国际机场等等，而张家港、浦东新区也同时拥有国家保税区的优势。

③“块状一新产业区特征”。从微观地段上来看，世界500强显著集中于保

税区、高新区、开发区以及T业区、CBD等新产业空间，而这些块状的新产业空

间处于“通道”与“中心一边界”交叉的场所，结合r企业选址布局的“中心效

应”、“边界效应”、“通道效应”、“联系方向效应”以及“规划行政效应”等。

(2)“500强”投资行业的空间簇群组合

图5—5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于研究开发项目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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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的投资于服务业项目的空间分布

图5—7“世界500强”在K三角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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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于传统制造业项日的空间分布

回顾集群研究的历史，从马歇尔到当代经济学家，小企业成为其丰要关注

的研究对象，以至于不少文献直接将集群等同于中小企业集群。从跨国公司的视

角来看，集群已经成为当代跨国公司重要的区位优势来源之一，对此，美国学者

邓宁(Dunning，1998)也对自身原有的区位优势理论进行了修改，并认为集聚

是跨国公司重要的战略性区位优势来源之一(任胜钢，2004)。将图5-5、图5-6、

图5—7、图5-8分别表示了“世界500强”中的“R&D”投资分布、服务业行业

(包括投资公司、金融保险、房地产、国际贸易、物流、基础设施、其它等)投

资分布、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电子电气、通讯设备、榆树工具、电脑软件、医药

等)投资分布以及传统制造业(包括石化与化工、纺织弓服装、轻一J：、建筑材料、

金属与五金、食品饮料、机械仪表等)投资分布。从图中可见，500强的投资项

只具有一定的簇群组合特征：(1)“500强”的“l{＆DII投资项目高度集中予E海

中心城区与浦东新区，^总数的89％，而嘉定、闵行、苏州也有一量的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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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领域、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主要区位分布比较相似，大都是区域

的中心城市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这些地点交通便捷，航空港、高速公路等

发达，且其经济基础都很雄厚。(3)500强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区位分布虽仍有相

当的集中性，但与“R&D”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服务领域”的投资项目相比较，

则相对均衡的多。

关于500强豹投资的区位分布的簇群特色，可进一步借用经济地理学中的

“区位商”(10cation quotient)概念来刻画，其具体公式如下：

"譬譬f
其中，Qk是区位系数，或区位商，pj是第j个区域的500强投资项目数量，

pJ(k)是J区域内第k个行业部门的500强投资项目次数，P是大区域(整个

长三角)的500强投资项目数量，P(k)是大区域(整个长三角)的第k个行业

部门的500强投资项目数量。区域系数反映了区域j在大区域k行业500强投资

中的重要程度(王铮，邓悦，2002)。其分析结果如表5-2所示。

从表5-2中可见，上海市区和浦东新区区位商大于l 5，总量超过3的投

资行业几乎全是服务业领域的，这是因为上海乃至浦东新区的区域服务功能地位

所致，而南京市区则基本上都是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地方，这与南京的技术资源、

人力资源优越息息相关。对于无锡和苏州，两者的市区吸引500强情况极为相似，

都集中在电子电气，石油化工，机械仪表等门类，这些反映了苏州和无锡的逐渐

形成的世界制造业基地地位。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常州、镇江、杭州等，只不过这

些城市的“500强”地位稍逊与苏锡而市。对于宁波的“奉帮裁缝”地位，500

强进行项目投资似乎也重视与地方产业链的搭接，在纺织服装中投资9次，其区

位商高达3．87。与宁波相类似的与地方地位、地方产业基础相一致的还有丝绸、

纺织发达的吴江(纺织服装：4／10．6)、作为保税区的张家港(物流服务：4／7．7l；)

以及“汽车城”嘉定(运输工具：4／11．22)等。这些都反映了“500强”在长

三角投资的地域“专门化”和“簇群”特征。为追求源于行业地区“专门化”和

“簇群”所带来的效益，对于单个世界500强公司来说，他们就得进行投资区位

的“内部组织”，而表现为“地域分散”的投资方式。



表5—2世界500强在长三角GR典型投资项目的区位商

上海市
R＆D：39／1。8； 投资公司28／1 9； 金融保险租赁27／1 5

区

浦东新 金融保险租赁：19／2．33：国际贸易：57／4．23：物流服务：

上海 10／1．71：房地产：6／1．6l：通讯设备：11／l_；1

市 闵行区 医药及其器材：S／7．95；石油化工：5／1．79

嘉定区 运输工具：4／u．22

松江区 机械仪表：3／2 04

青浦区 轻工杂品：3／9 68

南尿
甬尿币 零售批发：6／3．47；电脑与软件：3／2 97；运输工具：4／2．73；
1X 医药及其器材：3／2．08；通讯设备：4／2．03

m
江宁区 通讯设备：3／13．96

无锡 无锡市 电子电气：13／1．46；石油化工：)．4／1．83：机械仪表：12／1．86：
市 眦 零售批发：4／1．93；医药及其器材：3／1 73

苏卅l市 电子电气：t3／1．5：石油化工：13／1．58：机械仪表：12／1．73：
lX 轻工杂品：6／1．36

苏卅I 昆山 石油化工：5／1．72；纺织服装：9／5．73：轻工杂品：3／1 94

市 张家港 物流服务：4／7．71：石油化工：7／3．35；金属和五金：4／4 46

常熟 石油化工：3／3．23

吴江 纺织服装：4／10．6

常卅l 常州市
市

金属和五金：5／3．59；机械仪表：10／3．65

镇江 镇江市
市

石油化工：7／2．62：金属和五金：4／3 49

杭州 杭州市

市
机械仪表：8／2 21；建筑材料：3／5 46

宁波 宁波市
市

纺织服装：9／3．87：轻工杂品：9／3 92

(其中表中所列的是各行业投资数量3次以上。并且其区位商为L 5以上)

5．2．2．3机理分析：世界500强在长三角GR投资演变机制

1990年代以来，“世界500强”在长三角投资行业演变和空间分布的动态

和静态特征一方面，从“世界500强”投资行业角度看，呈现“行业的升级与转

移，跨国公司的地方根植性(Local Embed)与簇群”特征；另一方面从“500

强”投资的时空演变角度看，呈现“中心一边界特征、通道一联系方向特征、块

状一新产业区特征”。这些特征，可从“市场经济、企业与地方政府”三者互动

的角度来探寻其内在机理。

(1) 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



垦鎏查耋堇圭重当垫三堡堡童 !!!坠!墼墼!些垫量堑墅；墨星；堡錾量!l型坌垫

跨国公司在母国获得初始优势后，进行跨国直接投资，以进一步获取后续

优势。以“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的选择不仅与具体地点的区位

因素有关，更受到自身竞争战略、经营战略、投资动机、投资方式等的影响。邓

宁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6大动机，即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

型、战略资产寻求型、贸易及分配型、辅助服务型(田贵明，2002)，“世界500

强”根据各自的投资动机，寻求合理宏观和微观条件的投资地点(地方的)进行

跨国经营。

(2)市场经济驱动

市场经济驱动力包括高效率的交通条件、优越的区位条件、合适的产业基

础与产业链条件以及技术、人才、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等，为追求最大利润和

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时，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是最直

接、最有效的途径。从长远趋势来看，市场经济驱动力根本上决定了以“世界

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长三角GR的投资演变特征。

(3)地方政府行政推动

包括地方吸引FDI的政策框架和规制政策，对外国予公司的待遇标准、竞

争和购并等有关政策以及税收政策、贸易政策、私有化政策，地方政府的行政推

动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500强”的投资。而1990年以来，长三角GR

地方行政推动地吸引“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扮演着非常引人注目的

角色。政府，而不是企业、个人成为长三角GR吸引外资的重要主体，这缘于我

国当前所处的转型期。转型期社会的最大特点一是政府职能具有多重性，即政府

一方面要承担培育与发展市场的职能；另一方面要承担部分替代市场的职能：再

一方面还要承担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行政推动”招商引资就是政府承担起了

“部分替代市场的职能”。二是转型期社会的市场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如

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功能不健全、市场运行不规范等现象比较普遍。三是转型

期社会“市民社会能力”还比较低，即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还比较低。长期的计划体制，使人们养成了对政府的过分依赖思想，一切靠政府

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政府万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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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和个人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在长三角，政府对吸

引外资的激励措施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主要是数量优惠措施，即在税收和土地

出让价格等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在基础设施和配套项目进行集中建

设和开发，并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来吸引外资。随着吸引外资工作的

逐步发展，开始采取目标定位与优惠政策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积极完善基础

设施，提高产业配套水平、劳动力素质、公务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等软硬环境；

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针对具体的外资企业项目，制定一揽子的优惠政

策，主动出击，来吸引外资企业。这两种方法造成长三角不同城市之间吸引外资

的无序竞争和资源的浪费。

图5—9地方行政推动与市场力量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曲线

“500强”在长三角投资的时空特征——“中心一边界特征、通道一联系

方向特征、块状一新产业区特征”虽根本上取决于市场的作用，然而，在此过程

中，地方政府也“弥补了转型期市场缺陷”或“部分替代市场的职能”、“提前改

善了市场条件”。苏州、昆山等地方政府无疑是对吸引外资觉醒最早的政府，他

们充分利用上海的“中心—边界”地缘优势、沪宁交通走廊的“通道一联系方向”

优势，发挥自身的政策优势、产业优势、劳动力优势等，设立“块状的新产业区”，

如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筑巢引风，

进一步催化了500强进入苏州河昆山的速度。一般的，长三角GR地方行政推动

103



回箍叁堂簋±唇出盐王佳担告 §lQ虹l墼gi塑i垫羟妞塞；昼定：擅鸾皇扭趔盐蚯

吸引外资的措施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优惠的引资政策、创造投资场所，如

保税区、开发区等。伴随着“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所处地点的经济贡献，

长三角各个城市、乡镇都积极地通过行政力量，改善投资环境或者降低投资门槛

来吸引外资的进入，竞争战略和经营策略不断趋同，以至于引发了“173计划”、

“沿江开发”、“环杭州湾开发”等为特征的地方竞争的白热化，甚至恶化。

5．3长三角边界演变的地方化动力分析”

区域优势一方面源自于全球体系优势；另一方面地方化趋势和过程，使得

区域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区域竞争力大小、城市与区域的整合程度高低

等等，这可认为是区域竞争的据点优势(Location—based Advantages)。总之，

“·个有竞争力的区域”，既需要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莺视全球连接，又更应

重视区域所具有的地方发展能力，需要可持续的地方发展(NG，Hilis，2000：

Wu，2000：于涛方，2004)。

基于上述分析，本节内容主要就长三角GR的区域整合、核心城市的辐射带

动力量以及地方政府作用等三方面，就GRS的边界演变的机制进行探讨。

5．3．1 长三角GR区域整合与边界演变的“事件性”分析

5．3．1．1典型区域化地区整合(或一体化)的“基准”分析

(1) 全球三大经济中心：欧盟、北美和东亚的区域整合(一体化)进程分析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地区主义(Regionalism)得以出现。

地区主义意味着全球均质化的同时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采用相异的形式。一个复

杂的变化过程同时发生在不同层面的空间范围：世界体系结构、区际关系、某一

睢一区域的内部模式，而最后一种则反过来又可以划分为单独的国家和国家次单

元。当今全球存在有三个主要经济中心，即欧盟、北美和东亚。在欧洲和北美的

跨境区域一体化中，基本上是基于超国家制度或组织的，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

协约等等。

“本节的相关内容已经发表在《城市规划汇刊》(2004年第3期)、《同济大学学报》(2004

年第3期)以及《规划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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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中，却没有相应的正规制度体系，而主要是市

场引导的。传统上预先安排等政策在区域整合方面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自

发的区域整合趋势是单独经济体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外向型扩张以及他们单边主

义的商品和资本商场自由的结果。一般而言，东亚地区非正式的协作主要是基于

三个要素：种族的联系、产业联系和地理的临近性。这三个要素形成了东亚地区

的非正规协作的三种主要形式：种族贸易网络，由产业联系产生的区域生产网络，

由于地理I临近性所产生的次区域经济带。所有的这三个不同类别的非正规区域整

合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都是市场驱动的。不管其间的联系是什么，他们

的经济回报是形成非正规整合的驱动力，其它的要素仅仅是促进了这种整合过

程。这与正规的整合不同，在正规的整合中．许多的决策是由政治驱动的。第二，

所有类型的非正规整合都是私人自发完成的——实际的整合行动是南私有企业

引导的。第三，这种类型的整合是网络化的。虽然东亚地区是一个政府间协作非

常弱的区域，然而很多种类的私有网络依然在不断发展。在宏观层面．卜，这些四

有联系包括生产的和种族的贸易网络；在微观层面上，这些微观网络包括无数的

由长期形成的次网络体。第四，非正规的整合是非制度化的，不依赖于正规的国

际组织。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一些整合甚至不是契约型的(non—contractual)。

1990年代后，经历着一个范式的转变，即贸易自由方面从没有优先到优先的路

线，在该阶段亚太地区开始朝向更加证实的优先协定方向进展(王学玉，2001：

盛如，2003)。

(2)中国香港一珠三角地区的跨境区域整合

香港的制造业投资从1980年代脱离了原先的殖民地，而向华南的珠三角地

区进入。这种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的区域分工开始是采取“前店后厂”的模

式。在没有预先的制度安排，如贸易集团等的条件下，香港和珠三角之间的经济

整合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主要是一种“非制度型的整合”(Non—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其整合的力量主要是文化亲和力和人际关系等。1997年后伴随

着中国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广东省之间的相互政府沟通，这种形势开始发

生扭转。2001年底中国的加入WTO以及2003年6月北京和香港政府之间签署的

“更紧密经济合作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萌芽的制度安排和政府干预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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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E，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整合形式。这种生动的变化为“一国两制”框架下

的次国家层面的经济整合探索了一个独特的经济整合转型的案例。在研究经济整

合中，其借鉴的范式往往是西欧和北美的经验案例，至此，东亚以及珠三角和香

港之间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可能性。

1970年代末期，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协作最初在香港企业家和珠三角

地方政府之间自然进行。这两者之间的经济互动主要涉及到跨径的投资和货物贸

易。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经济互动已经从1980年代传统的投资和贸易领域扩展

到1990年代中期后的人流和货物流的日增长跨境转移。这种经济的整合是市场

因素主导的，如香港方面的企业家以及珠三角的地方政府。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

[997年的香港回归。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珠三角和香港之间市场导向的整

合过程，与东亚的非正规经济整合向类似，是基于文化亲和力，地理临近性以及

人际关系的贸易(Cultural Affinity， Geographical Proximity，Personal

Contacts)。经济整合形式的制度导向是以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2003年所签署的

“CEPA”为标志的。CEPA是适应WTO的自由贸易协定。它覆盖着货物和服务业

中的实质性贸易，不会对任何的其它WTO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珠三角和香

港之间的经济整合不仅仅包括传统的投资领域和货物贸易，而且还包括跨境的居

住、旅游、车辆和其它相关活动的运行。

(3)基准区域一体化的归纳

从上述的超国家(北美、欧盟和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珠三角一香港

一体化进程的分析可知，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般具有如下规律：(1)不同的区域

单元的一体化过程存在着市场驱动和制度导向驱动两种类型。(2)而同一地理单

元的一体化进程中则遵循着从市场导向向制度导向的一体化趋势。

5．3．1．2长三角区域整合(一体化)与边界演变的地方“事件性”分析

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经历不同的阶段。对其一体化的进

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对未来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与京津冀相

比，与珠三角相比，与重庆一成都相比，与红三角相比等等，长三角地区也属于

跨不同行政区域的一体化。在京津冀GR，北京城集中了相当多的全国性资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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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但与环绕周围落后的河北农村和城市差距却越来越大。北京高科技产

业一枝独秀，形成了孤岛型的现代化，北京在京津唐都市圈形成过程中没有发挥

应有的龙头作用；在珠三角，香港经济的失落感与香港自身在珠三角其它城市的

壮大过程中缺乏调整有关，而两种制度的差别又人为阻隔了香港与珠三角之间资

源的自由流动。相比而言，长三角的一体化基础较好，分工定位也比较清晰，也

最有可能在三个都市圈中脱颖而出。这也许是发展改革委员会选取长三角和京津

冀地区作为试点区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研究必将对其

它的全球城市区域(或者都市圈或者城市带)的区域整合(或者区域一体化)提

供重要的基准借鉴意义。

表5-3长三角区域整合(一体化)过程的“事件性”分析

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

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
自上而

1980
1986年，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成立了上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圈

下中央
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到五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

年代 政府行
建、江西。

政驱动
1985年开始，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建立的“省市长联席会议”制
度开始运作，组成“上海经济区办公室”。

1992年，贯穿江苏、上海、浙江的高速公路开工。 地方政

1992年，而另一条由北面进入上海的快速通道——苏通大桥也 府驱动+

i990
进入规划期 市场

1993年，上海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构想，新的
年代 地方政

长三角经济圈实行强强联手，由两省一市组成，即江苏、浙江、
府行政

上海。
驱动

1997年，矾扛修越』景兴到上j母的向愿公跆。
2000 2002年8月，在上海举办“长三角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讨会，

年以 研讨会的主题：长三角的一体化。
来 2003年3月，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领队的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出

访上海、江苏，并与上海、江苏分别签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 地方政

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和《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府行政

的协议》。浙江还提出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产、眦分 驱动

工等7个方面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

3月30日，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也带领江苏省党政代表团访问

了上海。

2004年8月，我国第一部由交通部牵头制订的区域性交通规划
中央政

府行政
纲要——《长三角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出炉；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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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000年、2002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第一、
地方政

二、三次会议分别在扬州市、杭州市和绍兴市召开：同时，长
府行政

三角15个城市的市长论坛、企业家论坛定期举行，并形成峰会
驱动

制度。

2002年7月，春兰集团己把决策和投资中心搬到上海，开始长
市场驱

三角的“双总部”现象：杉杉、雅戈尔、均瑶、埃力生、正泰

等也在上海设第二总部。
动

2003—07—05“长三角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地方政

2004—1卜05，江浙沪旅游市场促进会昨在沪浮出。三方一致同
府行政

意成立江浙沪旅游市场促进会，并通过了《江浙沪旅游市场促
驱动十市

进会(上海)宣言》。
场驱动

2004年3月15日，长三角最大“旅游超市”启动

2003年2月，浙、苏、沪工商部门签订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

信用信息方面一体化框架

2003年3月，上海金融机构向苏浙企业发放贷款

2002年，无锡、上海两地公交公司率先一卡两刷——信息一体
化。

2003年8月，沪苏浙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共享
2004年3月15口，江浙沪三省市长三角地区消费者可以异地

市场驱

维权 动+制度

2004年3月23日，上海3月28日举行长三角联合师资招聘会
驱动

ZUU3华5月Zl曰，办暴机向愿公路研江、江办燹界收费站打

破行政界限

2004年3月24日，上海可乘公交去江苏昆山：长三角欲建公
交一体化

2004年05月，长三角一体化：浙江加快申苏浙皖向速公路建
设

2004年1月，上蹲与{工而的局运公路连援逋遭将由蚺条增拿七

条，分别为沪宁、沪嘉浏、三号线、沪苏、沪青平、沪崇苏越 地方政

江通道东线和西线。同时，上海与浙江的高速公路连接通道将 府行政

由一条增至四条，包括沪杭、亭枫、申嘉杭、杭浦线。浙江计 驱动+市

划计划投资七十～亿元的沪杭高速公路复线(杭浦高速公路) 场驱动

以及杭州湾跨海大桥。

中央政
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长三角都市圈区域规划”。

府

(1)第一阶段：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推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

该阶段其重要的标志是“上海经济区”及“长三角经济圈”等地提出。然

而长三角经济圈的第一次试验以失败告终。一方面的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相差太大，都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利益分配上必然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利益

分配上突出的矛盾，正是导致长三角经济圈最终维持不下去的关键原因。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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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区域中心城市地位不突出市的区域的整合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器”力量一卜

海曾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但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

的经济地位一度下降，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资本整合中国经济的时

代。在香港的龙头作用下，自南到北明显地呈梯度发展态势，上海不仅被位于改

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超越，而且也被邻居——江苏浙江甩在后面。大环境和体制是

制约当时上海发展的主要问题。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融入国

际经济，香港龙头作用和其领衔下的珠三角更靠近国际市场，国际大循环的外向

型市场经济不利于上海的内向型产品经济；另外，当时全国对上海加工制造业的

倚重，不轻易允许其进行体制变革，所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浙反而因体制改革

领先于上海。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时才开始扭转。

(2)第二阶段：“市场主导+地方政府促进”的区域整合进程(1990年代)

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加快了区域‘’体化的进程。上海不再局限于自己核心

圈的发展，而上海的周边地区也发现，大上海的辐射效应业已体现出来(上海在

全国经济协作中l／3的项目都在长三角GR，其对外投资的60％也投向了这里)，

现在江浙沪三地明确提出“经济一体化”，这大大超出原先“加强经济协作”的

境界。而且，上海的领导地位显得越来越主动，龙头老大，当仁不让，也再不像

从前因底气不足而遮遮掩掩了。入世和世界工』’、大上海都市圈以及申博效应成

为三地共同关心的主题。尽管这些会议较多务虚，还没有形成具有协调作用和约

束机制的实体机构，但遵循着“市场的力量”对长三角GR的日益明显的作用和

趋势，江浙沪党政领导、=fl；：业界、学界及社会团体，在实现跨区域资源配置和资

源共享方面已有突破性动作，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局”。

(3)第三阶段：“市场主导十制度驱动”共同作用的全方位区域整合过程(1990

年代末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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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相连，人缘相亲，共同文化的背景下“，市场力量方面的一体化主要

包括：

①交通接轨——打造三小时交通圈。以上海为中心，长三角14个城市都

座落在300公里的半径之内。打造“三小时交通圈”，成为新一轮接轨的首选”。

与上海交通接轨，浙江和江苏各有不同的经历。1992年，苏浙两省分别建设高

速公路。江苏首先接通苏州与上海，苏州的发展得到强大动力，几乎与上海浦东

开发开放同步，很快成为全国招商引资的明星；而浙江先在省内修建杭甬高速，

连接沪嘉的高速公路滞后。嘉兴同样紧邻上海，却只能望苏州项背。1997年，

沪嘉高速终于贯通，嘉兴发展开始提速，大部分经济增长指标不仅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而且高于长三角15个城市的平均水平。

②产业接轨——互补效应开始显现。便捷的交通，使日益融合的长三角经

”地域相连，经济相融，人缘相亲。共同的文化背景，各方面联系密切，长三肓j这种天然的

联系历来就没有因为行政的分属而阻隔，和香港．珠三角的区域整合一样．卜述的各个方面

也是长三角区域整合的重要基础和背景。上海开埠后，除外国资本需要一t-．海作为渗透到长江

流域的桥头堡以外，江浙资源输入对上海的繁荣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精巧雅致的吴

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母文化。蛰伏在苏州的地主贵族是上海民族资本的毛要来源，无锡实业的

崛起又迅速被大上海吸纳，浙江宁波以裁缝为代表的手工业主是构成上海企业家资源的{要

部分。可以说苏州人无锡人宁波人和殖民者一起构成了当时上海的}流社会，并影响到现在。

海派文化形成之后，长三角对海派文化很快就产生了极强的认同感：苏州无锡的教师、医生

进修主要是到上海；苏南乡镇企业曾依赖于上海的“周末工程师”而获得技术；嘉兴、湖州

的大学生以到上海就业为最高理想：宁波、绍兴与上海有着极深广的人缘关系；上海甚至在

长三角培养了大批申花足球队和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球迷i近年，上海作为会展中心和信息

中心，与苏杭等城市一起频繁举办各种论坛、会议和经贸活动i长三角一体化其实传统已久。

”沪杭甬高速公路浙江段全线拓宽，5^【|车道改八车道；从杭州出发，沿杭州湾北岸直达上海

浦东的高速公路开始启动：绍兴投资近70亿元兴建跨越杭州湾的公路铁路火桥，把绍兴与

上海的车程缩短到2个小时以内；杭州市则希望国家有关部f1)Jn快对沪杭高速公路或磁悬浮

铁路论证和立项，催生沪杭“同城效应”。最引人瞩目，无疑是连接宁波与上海的杭州湾跨

海大桥。规划中的这座大桥，长近36公里，总投资约160亿元，是“世界第一长度跨海天

桥”。它将被杭州湾阻隔的浙东南与上海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120公里，宁波也因此与杭州

一样进入上海的“两小时公路圈”。另外，国务院批准沪崇苏大通道(即连接海门和崇明的

崇海大桥、连接崇明和浦东的越江隧道)的投资建设后，和崇明岛隔江相望的海门市在全力

以赴做好沪岽苏大通道在海门市的对接工作。

UO



旦鎏奎堂堕圭星堂堑三垡垄垂 g!!望!!墼i些i婆量堡塞i墨室；鎏查量垫型坌堑

济，开始走向多领域、大覆盖的互动合作“。培育、发展、巩固一个优势产业，

必须考虑吸收跨地区的要素，并纳入到自身的体系中去，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

各地产业大举进驻上海的同时，上海也加大了结构调整、产业外移的力度”。

③要素互动：市场开放的新信号。苏、浙、沪之间，人流、车流、信息流、

资金流的互动，成为K--角一种新的气象。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打出“长三角概念”，

北到扬州，南到温州，触角，几乎遍及苏、浙所有城市“。今年来(2003)行都

抓紧开拓长三角异地业务；入驻上海的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也在抢滩这一中国

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上海资金流向长三角的同时，长三角资金也在不断

涌进．t海。资本变“留”为“流”，这是市场彼此开放的重要信号，这种流动，

将打破一切市场的藩篱，其效应不可估量。资本在互融，科技人才、信息化成果

也在长三角互融。如表5-3所示，上海同无锡已经在全国率先实现双方城市公共

交通卡的互通，据悉，杭州、苏州也在申请加盟。上海的高校，纷纷在苏、浙两

“t海华源集团同无锡高新技术开发区合作，建立了无锡惠山生命科技园区，被誉为“中华

第一药谷”；嘉兴服装大户“茉知华”几年前把总部迁到上海，前不久，“茉知华”回到家乡。

在平湖一举投资10个亿，建立了茉知华工业城，上海负责研发、营销，嘉兴负责生产，产

业分工}“分清楚。

”2002年，上海投资100亿元到嘉普开辟信息产业园，再由上海负责牵头将台湾电子信息

领域的大牌企业引进来，招商势头正旺。这种由当地配合一}海负责规划、设计、招商的模

式，是对理顺产业脉络的一次跨地区的有效运筹；上海世博会中办成功之后，上海钢铁企业

的部分工厂准备整体拆迁到常州。有意识地错位发展，发挥产业互补效应，存长三角地区．

一条清晰的rr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上海形成，较高水平的芯片设计、生产、封装、铡试

产业链。目前国内拥有的4条已投产的8英寸0．35微米以下的芯片生产线．三条在上海：

苏锡常地区则发展成为rr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苏州已形成了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的产业

链，今年．rr产业增长量已达到46％以上，其中年产笔记本电腑2500万台，占全世界的四

分之一．无锡则形成“日资高地”，偏重于通信和PC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宁波，则以波导

手机为首，建立了手机生产高地。

”1995年，上市公司“江苏阳光”还刚起步，交银上海分行便异地贷款给这个企业400万

美元；同一年，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酝酿启动，上海分{于又立即贷款绘它900万美元；南避

的集装箱厂，从本地银行贷到人民币后，又瞅上了上海充沛的外汇储备，一举从上海贷到

200万美元；德国石化巨头巴斯夫在南京的特大项目，也得到了沪上银行巨额贷款支持：嘉

兴开发区原本是省级开发区一E海的资金流入嘉兴后不出几个月．它便升格成了国家级开发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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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立硕士生、博士生实习基地。当地出课题，上海出入才、出技术，共同对⋯

些产品进行研发，继而转化成产业。此外。上海高校还在长三角GR联合培养IVLBA，

这种“借智”，正逐渐打造着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④主体力量是企业。长三角经过近二卜年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

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直接投资角色也在逐渐淡出，

企业在三角洲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长三角区域经济融合中最重要的一

个转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由行政领导向企业家主导转变，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

体对长三角各地进行投资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企业所推动的

一体化主要依靠两条链条进行。一是产权链，二是供应链。产权链最显着的标志

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和扩张。原来国有、乡镇企业靠行政支撑，现在，支撑企业的

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经济，比起国有企业，相对较少地受到政府的

控制，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企业选择、投资布局完全是市场趋向的。这一个条件非

常重要，是长三角经济融合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市场链则是民营企业它们在

本地做大，然后纷纷把总部迁到上海，或者在上海建研发中心、营销中心、仓储

中心。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借助上海这个平台和跳板，企

业国际化的战略可以～步到位。这种态势催促着上海人加紧构建投资、金融、商

贸、信息、产权、技术、人才、法律、物流等各种服务平台，让上海更像长三角

的“领头羊”。江浙大企业向上海迁移、企业剩余资本向上海流动，这是三地区

位优势不同和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结果。另外跨国公司与全球资本也已经对长三

角区域整合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于长三角GR进入全球经济体系、长三角区域

整合的提升至关重要。而制度导向方面的区域整合力量也正在形成和不断壮大

中，如有关交通、公交、人才甚至消费等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等等。

可见，1980年代以来的长三角区域整合进程日益明显，整合的力量不断的

演化，从中央政府的行政驱动到市场力量的作用、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制度导向的

驱动，反映了长三角区域整合的深化和全方位。但总的来讲，当前长j角区域整

合的主导力量是“市场的驱动”，“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在相对不断的淡化，而

“制度导向”区域整合进程还刚刚起步，相关协调机构、制度规制等还相对落后。



5．3．2 边界演变地方化动力案例分析：沪宁杭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

城市的互动

5．3．2．1沪宁杭周边中小城市的幄起及其条件分析

(1)1990年代后沪宁杭三大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的崛起

昆山、萧山、江宁是长三角GRl990年代以来，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迅速崛

起的中小城市(如表5—4所示)。它们。方面是经济发达的沪宁、沪杭或宁杭城

市带上的一个节点，同时又位于上海、杭州和南京大都市圈的周边地区。

表5—4沪宁杭周边地区的昆山、江宁、萧山崛起轨迹的事件性分析

时 1990焦 1992—19
1996 1997 1998 2000 200l 2002

间 代前 95

农转非的
首个进 全国首15

第一次转
入国家

进出 陆路口
出口加工区

开发

昆 型；
级序列

口商 岸正式 区列

山 内转外的 检局 对外开
之一：

全国

第二次转
的县级

开检 放
设立昆山海

开发区 关
第5位

趔

批准
财政

江
民营企业 经济开 为国 喇政收入列

撤县 收入
的相对领 发区设 家级 省县市区

宁 设区 列全
先 —业 高叛 11位

反
省第7

民营企业

萧 与市场；
经济开 社会经济发 撤市

山 88年撤
发区设 展列全国第 设区

9
县设市



表5—5昆山、萧山、江宁等中小城市发展比较分析

中小城市和中心 昆山——上海 萧山——杭州 江宁——南京
城市

城市规模
关系(市区 中等城市与巨型城 中等城市与特人城 中等城市与特大

非农业人 市(938万) 市(144万) 城市(256万)

口)

长江，东海的自然条
杭甬、沪杭交通走 长江、山体等自

区位 中心城市 件以及西向和南向
廊和城市带促进杭 然条件及交通走

经济联系 交通走廊，两者促进
州城市的南向(宁 廊促进南京经济

方向或城 上海经济联系方向
波方向)和北向(上 联系方向的南向

市发展方 的西向(南京方向)’
海方向)辐射和带 (杭州方向)和

向 和东南向(杭州方

向)
动 东向(上海方向)

沪宁高速公路、沪宁 沪杭甬高速公路、杭

交通条件 铁路、312国道、机 会衢高速公路、104
宁杭高速、机场

交通
场路 国道

高速、多条国道

交通条件之
距虹桥机场45公

里；浦东机场100公 萧山国际机场
江宁禄口国际机

机场 场
里

竞争 竞争县、市、 嘉定、松江、太仓乃 滨江区乃至嘉兴、

对手 院 至上海、苏州等 宁波等
雨花台等县区

行政关系
非隶属，行政关系独 市带县(市)--)撤 市带县÷撤县设

地方
立 市设区(2001年) 区(2001年)

权力 实行“境内关外”政 税收享受萧山政府
与政政策条件(用 策；“广吸引、低门 赋予的更大程度优

税收政策、行政

策 地、税收等) 槛、给机会、奖股权” 惠。厂房建设多项
服务环境，统一

收费制度
人才政策 费用可免交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

载体
“多核心”

区(23平方公里)：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宁经济技术开

的投资和
出口加工区；留学人

(23．3平方公里)；
发区(317平方公

空间 员创业区；农业示范
商业城；市场园区；

产业载体 江东大型工业区：
里)：科学院；华

区；高科技工业园； 商科技园

昆山华阳科技园
南阳经济区等



图5—10沪宁杭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发展比较

(2)1990年代后昆山、江宁、萧山的崛起条件分析

工业氽业(包括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是我国东部地区大城市周边

中小城市(如昆山、萧山、江宁以及珠三角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支柱。分别对沪

宁杭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昆山、江宁和萧山发展的异同点进行经济发展的绩

效、事件性分析比较。初步可见沪宁杭周边地区中小城市的崛起规律，如表5—5、

图5-9所示。

第一，三大中心城市为企业选址提供了必要的宏观区位背景。昆山、江宁

和萧山一方面处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长三角GR内，一方而分别处于GRS

的三大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的都市圈内，是这些城市的重要经济“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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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大中心城市为企业选址提供了必要的交通条件。这几个中小城市

都处于GRS、甚至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内的交通走廊上，其铁路、陆路、航空乃

至航运都有着绝佳的条件。

这些高竞争力的区域和紧凑的城市一区域整合度为企业“落脚”提供了必要

的宏观区位背景和交通条件。一定意义上，沪宁杭周边中小城市，昆山、江宁和

萧山的兴起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机会，它们突破了自我发展模

式，靠大作强，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这些中小城市为企业“落脚”提供了良好的微观选址条件(如基础

设施条件、政策条件、资源条件等)。与竞争对手城市相比较，这砦中小城市崛

起之前大多是行政权力相对独立，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因此都创造、改善了基

础设施条件。制定和采取优惠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等亲商政策。

第四，这些中小城市创造了多核心的产业载体(各种开发区、度假区以及

农业示范园区等等)和投资载体。它们都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以其它

产业载体做配套，为城市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如昆山的产业和投资载体包括：昆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出口加工区、昆山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昆

山科技创业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省级昆山高科技工业园、中科集团昆山软

件园和华阳科学工业园等。⋯定意义上，“开发区就是城市，城市就是开发区”。

5．3．2．2沪宁杭等大城市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崛起的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中小城市崛起条件的初步归纳和分析，可知，这些中小城市崛起

的根本原因是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中小城市充分发挥了其竞争力的外部区域环境

条件和内部资源、能力条件，通过“内部资源”的配置和“核心能力”的配合。

积极发挥中小城市的“外部区域环境””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因此，对大城市周

”一般的，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有两个方向的研究角度：(1)着重于考察竞争主体所处环境

的机会和威胁。在城市竞争力相关研究中，特别强调城市在区域内的功能定位．形成了传统

的城市定位理论：(2)侧重于考察竞争主体内部的实力与弱点。认为城市的竞争优势主爱取

决于城市本身，依赖于城市的异质性的、非常难以模仿的、效率高的专有、关键资源；并且

城市有不断产生这种资源的内在动力，保持城市的竞争优势。这个观点把竞争优势看成是内

生的，同时存在“路径依赖”。这两个角度也可以归纳为：竞争的环境学派和竞争的资源学

派。目前，“资源学派”已经超越原来的纯“资源”学派而演化为“能力学派”，认为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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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这些中小城市崛起的机制分析，需要从城市竞争的“内部资源／能力”因

素与“外部区域环境”因素等层面来分析。一定意义上，中小城市企业和地方政

府是城市竞争的重要竞争主体，他们通过城市内部能力(组织能力、行政力量、

制度框架、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和内部资源(劳动力，现有经济实力等)

的创造或运用，分别达到“利润最大化”和“城市竞争力最大”的目标。而外部

区域环境则主要是这些中小城市与所在的长三角GR以及核心都市圈的空间关系

和内在联系。本文关于昆山、江宁、萧山崛起的机制分析主要从中小城市的地方

政府、企业视角以及中小城市与区域／核心城市的关系的视角展开。

(1)中小城市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视角

一般的，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区位选

择：二是在区域选定以后，在区域内确定具体位置(包括具体城市以及具体产业

载体等)，这可称之为确定厂址。另外从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导向来看，有资源导

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无论原料、材料、燃料，还是劳动

力、区位和一些约束企业的限制条件，都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必须资源，因此很多

的企业区位选择指向都是从资源约束角度提出来的，这些可认为是企业区位选择

的资源导向。目前伴随着交通通信等技术的变革，全球体化程度的加剧等，市

场约束是企业选择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企业需要区域具备较高的市场化

程度，特别是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市场使企业的经营和交易方便、快捷。而一

个区域市场化程度则受到很多其它因素制约，包括：拥有较为完备的能源、交通

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技术和人才易于集中，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区域政策环境

好，法制社会和廉洁高效的政府等。

因此，区位选择主要着眼于关系到工业企业发展的宏观或者中观区域背景，

这些背景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外部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如人才、基础设施、相关

高级服务、信息等；而厂址选择则主要从企业运营本身出发，如成本因素等，如

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政策优惠(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水电等设施优惠等)、

机会的变化无常相比，竞争主体内部特征和能力是竞争优势更稳定的依靠。从事物发展的角

度来讲。资源观／能力观和环境观的关系是对一个事物发展起作用的“内因”和“外因”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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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成本、心理成本以及相关～般服务等等。

从民营企业、外企在上述中小城市集聚的过程和现象来看，市场发育度高

是其宏观区位选择的显著特点，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区域的角度看，这些城市

都是位于经济相对高度发达的长三角GR内，区域竞争力和城市一区域整合度高，

区域市场化程度高；第二，从所依托的大都市来看，这些城市都位于经济中心城

市的外围区，而且这些外围区是经济中心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或者区域辐射方

向。

而这些城市的工业企业的微观厂址选择具有如下特点：①所处城市都是一

些经济基础(市场发育程度、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中等城市。如昆山经历了

1980年代的“农转非”工业化之路和1990年代的“内转外”之路的发展；萧山

在1980年代经历了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洗礼，民营企业得以繁荣，而1990

年代以来则引入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江宁而言，1990年代民营经济和

外资同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②这些城市都具有便捷的对外交通条件(如机场、

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体系)；③这些城市都具有广阔的用地空间、能够聚集大

量的廉价劳动力；④工业企业的微观载体——开发区或者产业区都是选择距离经

济中心城市最便捷的地方：⑤地方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因此，除了必要的市场

条件(这些与中等城市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其中不同的时期其经济基础驱动各

有不同)外，基于资源的成本约束是企业选址在这些区域的重要特点，譬如与竞

争城市相比，昆山拥有廉价的土地价格和政策优惠，同时也具备优越的心理成本

和交通成本；萧山、江宁等城市也类似于昆山，既与竞争城市相比具有成本上的

优势。

从这些中等城市的自身角度来看，一定意义上来讲，工业企业的宏观区位

选择所考虑的因素是这些中等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这些外部环境条件，中

等城市一般不能轻易改变。然而，具有外部环境条件相同或者相近的中等城市不

止一一个，于是这些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而从上述工业企业选址的分析可知，

中等城市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在工业企业的微观厂址选择层面上，也就是中等城市

要吸引工业企业的入住、外来的资金，除了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外，还要去降

低工业企业的运营和生产成本，满足其企业选择的“资源导向”需要和必要的市

场程度，也就是上述的交通成本、心理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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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等。

上述的案例分析得出，从城市竞争的主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兴起的机制是：企业的利益驱动和地方政府竞争力提高的驱

动共同促进了这些中小城市的崛起。①企业利益驱动的医位选择规律。新的经济

背景下，基于区位选择的市场导向，企业选择首先要选择那些市场发育程度高的

宏观区域，这些区域一般是大GRS以及这些GRS内的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基础

雄厚，基础设施发达，政策环境优越等：然后，基于企业(在这些中小城市，工

业企业是其主要经济主体)选择的资源导向，企业的微观层面厂址选择一般选择

生产和运营成本低的地段，其交通条件良好，区位、政策环境、劳动力条件优越。

②根据企业选址的区域选择』。‘址选择的基本规律，中小城市的地方政府借助于市

场发育程度高等的区域和经济中一Ii,城市外部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政策、土地、

劳动力、交通条件、区位等比较和竞争优势，选择适合的产业空间(各种开发区、

新产业字间等)，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壮大城市自身的经济基础。

(2)三大中心城市的“圈层结构”视角

①伯吉斯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模式”及其“圈层结构”

假设前提下的大城市空间结构遵循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在级差地租作

用下，城市发展呈现同心圆模式的圈层空间结构，即城市中心为零售业所租赁，

然后为专业性服务业、工业及批发业，再远一些为高密度多层住宅，然后是低密

度住宅，住宅之外才是农业。其相应的理想假设前提是人类的纯粹生物属性、市

场完全竞争、自然地形均质、经济因子均衡(即区域封闭而只有一个城市，区域

技术、制度等完全一样)。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理想模式下，中一Ii,城为核心圈层，

集中布局金融、商贸、文化信息、行政管理、综合服务等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心

城外围邻近各城镇为第二圈层，主要发展科技中心，大专院校，旅游和高科技、

低物耗、少污染的工业：第三圈层为第二圈层之外的市域范围，主要发展城郊型

农业、旅游业和大型工业区等，第四层则是农业圈层。

②大城市“理想同心圆圈层结构”的改变

现实中，由于上述三个假设前提并不存在，因此现实的城市“圈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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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想结构。针对上述三个假设前提，现实中影响或者决定城市

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现实情况。昆山、

江宁和萧山都采用了“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乃至人才政策，

打破了纯粹级差地租的作用力和市场竞争的作用，塑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第二，

自然条件非均质(河流、山体、断裂带等)的现实情况。如昆山、江宁、萧山的

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及山水旅游资源等等，这些提供了城市竞争的优越的居住环境

和营商环境：第三，经济因子的非均衡(交通设施、多个城市之间的互动等)等

情况。昆山、江宁、萧山这三个中小城市都处于区域快速交通走廊上，交通条件

得天独厚，而且与区域中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乃至苏州等联系密切一1-+

述这些主要因素导致了理想“同心圆圈层结构”的改变(图5一lO)。

③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圈层结构的互动过程

从这些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圈层结构互动过程来看，可归纳为如下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的依赖关系。以昆山为例，一方面上海的工业的结构调整，一些劳

动密集型企业和二手设备向内地转移，昆山成为重要的接收地；另外一方面，昆

山通过濒临上海的地缘优势积极吸纳西部三线军工企业的东移。通过“互惠互

利”，甚至“主动让利”的方式，积极争取与上海和三线军工企业的联营合作，

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达到了优势互补、共向发展的目的。而萧山、江宁也是依靠

其地缘优势，凭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辐射、人才辐射、资金辐射和技术辐射等

发展民营经济，促进自身的崛起资本的累积。第二阶段的隐性袭夺关系。中小城

市通过自身优势“改变”了中心城市的圈层空间结构，使这小中小城市的发展更

进一步的纳入了大城市的大框架下，并且凭借其本身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制定更

加优惠的政策条件，如土地价格、税收优惠政策等袭夺中心城市的资源和发展机

会(包括资金、项目、人才等)。第三阶段的显性竞争或融合关系。伴随着市场

经济的完善、地方优惠政策发挥到一定极致，客观的市场作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竞争对手也开始进行竞争战略、经营策略的调整。对于昆山而言，昆山与上

海市在一定领域合作的同时，进入了显性的竞争阶段，如上海的“173”计划、

机场定位的调整、两地频繁的考察和“办事处”的设立等等。而对于萧山和江宁

而言，他们与周边县市区的竞争加剧的同时，迅速融合到了中心城市，分别成为

这些中心城市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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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中小城市及其大城市T业空间圈层结构的改变

总之，中小城市通过自身优势“改变”了中心城市的罔层空间结构，使这

些中小城市的发展纳入到了大城市的发展框架下，并凭此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市

对其的辐射。

5．3．3 边界演变地方化动力案例二：昆山竞争战略与经营策略

5．3．3．1地方政府战略、策略与GRS演变

“追求最大竞争力”的城市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和BRS演化中所扮演的具

体角色也不断变化。在新经济时代的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在更大范围直接参与

竞争，“无论如何，与过去相比较，城市政府扮演更加活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在城市竞争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每

一个阶段都有新维度、更软性、更不可测量或者不可触摸的要求。例如，Isserf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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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对于美国州级经济发展政策归纳了三个政策阶段：投资导向、自我完善

和竞争力追求、知识和过程(包括促群、网络和战略规划)。而“第三次浪潮”

战略，如能力建造和网络等对软件网络的作用极为重视。在“第四次浪潮”中，

Clarke和Gaile(1998)非常重视公共部门政策，注重将地方经济整合到全球市

场体系中，发展地方人力资本并充分利用通信这个|T具。此外，城市政府不仅管

理城市，还要经营城市。在美国，“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大企业，市民就是股票持

有者”，原来以监督防范政客为主要目的的宪政制衡制度，逐渐向经营城市，增

加城市竞争为主要目的的企业经营制度转化(如图3．4)。城市政府可以在更大

的范围组织它的生产要素，从而最大化其竞争力。对于新加坡工业园来说，它必

须从工业用地的出售中，收回其所有投资，否则就会破产。但是苏卅I新区却通过

低于成本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通过其它途径获得补偿，如外溢效应和税收等(赵

燕菁，2002)。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全球化、信息化和地方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政府在城市的经济运行中、城市的战略制定与策略实

施中越来越发挥着参与人的角色，对城市的发展、GRS的发展和边界的演变起着

重要、甚至决定的作用。本文就t984年以来，昆山基于竞争的城市战略管理与

经营策略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动态演变研究，从中可以反映出GRS演变中，

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5．3．3．2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战略矛盾与战略转折点

持续变化已经是社会的常态，这意昧着城市和企业一样随时可能面临“战

略转折点”。因此城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适应变化、超越变化的能

力，尤其是那些内部资源和能力都一i能与大城市相提并论的中小城市而言，其竞

争优势的发挥更是取决于外部竞争环境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此背景下，管理

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涌现出不少新发展，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是布格尔曼和葛洛

夫(Burgelman，Grove，1996)提出的“战略转折点”管理理论。虽然该理论的

提出是从企业、产业的角度，然而对于城市而言，“战略转折点”理论也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当前城市竞争环境的变化151益剧烈的背景下。

第一，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会使城市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行动之问产生不

致。这种不一致常常会导致城市“战略矛盾”(Strategic Dissonance)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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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矛盾将阻碍城市的转型，这是面临“战略转折点”(Strategic

]nflectiOn Point，SIP)的标志。此对，新战略意图的有效制定依赖于城市的

高层领导在战略矛盾引起的冲突信息中获得有效信息的能力。

第二，城市“战略转折点”的到来是多种动态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

是城市竞争优势的基础、城市独特能力或核心竞争力、城市“名义战略”、城市

战略行动，以及内部选择环境(主要包括行政管理系统如资源分配规则和文化系

统)。当城市竞争优势的基础与独特能力或核心竞争力产生不一致(或者是由于

前者发生变化，或后者的变化引出了新机会)、城市名义战略与战略行动间产生

不一致(或者是由于城市战略的惯性．或者由于中层领导者的自主行动等导致)

或髓者同时发生时(这意味着战略转折点的到来)，旧的名义战略在失效，新的

战略意图尚未形成，内部选择环境将对稀缺资源分配发生作用，影响战略行动的

效果。

第三，城市“战略转折点”的管理要经过两个时期：领导者对“战略转折

点”的战略认知(Strategic Recognition)与战略转型。其中，前者有三个关

键过程：认识到名义战略与城市实际行动问的差距正口益增大；试图辨别出现的

新的战略图景并提供可以弥合差距和形成新的战略意图的框架。在战略转折点初

期的实验和混乱阶段，高层领导层要帮助内部选择环境反映外部现实，要允许争

论，要通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揭示变化的本质，同时在感情上要正视战略矛盾，要

尽快从否认一逃避的感情反应中脱离出来，接受事实，并在战略认知的基础上形

成一个产业新图和新的战略意图。在战略转型的最后阶段，明确的前进方向万分

蕈要，要明确追随什么．不追随什么，及时进行资源再分，采取战略行动，实行

高级领导层的整旧迎新，并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行动之间保持动态的对立统

一，带领整个城市走出死亡之谷。

第四，最善于应付战略转折点的城市是那些坚强有力的适应性“学习型城

市”。一是它容忍争论，甚至鼓励争论，提倡公众参与。激烈的互不相让的争论

围绕要研究的问题展开，参加争论者无论职位高低、背景如何都可自由发言。二

是它能够做出明确的决策，接受明确的决策，并使整个城市齐心协力拥护该决策。

“战略转折点”对城市战略规划和战略管理的最大贡献，就是针对动态环

境中的新战略意图的制定与形成过程，提出了以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战略认



垦鎏奎堂壁圭垂鸯鲨三垡堡童 !!!坠!塑gi!些垫叁堑蕉；量枣；堡壅：篁墼墅坌堑

知为基础的基本分析框架，明确了高中层领导者在其中的作用方式和适应性学习

组织在转型式战略变革中的重要性。战略转折点出现以后，城市的发展就更趋近

于其未来的形态，而这种城市未来的形态是由城市对局势的判断、自身的发展阶

段以及对未来的概念图解所界定。从这一点开始，城市就会渡过“危机”(在lO

倍速变化的时代，城市不进则退)的状态而向新的高度迈进。

根据上述战略转折点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城市战略转折点的分析框架一般

也是以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战略认知为基础的。一般的，从城市竞争优势来

源的角度来看，城市战略转折点包括：(1)外部环境所捉供的战略转折点；(2)

K远的内部生产力发展的转折点。依赖城市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具有路径依赖的

特点，是内生的：而外部环境则扮演激励或者滞缓的作用。

5．3．3．3地方城市政府战略管理与经营有效性策略

区域定位曾经是战略的核心，但它对于当今变化不定的市场和曰新月异的

技术来说．已经显得过于僵滞，而被放弃了。根据新的理论信条，竞争对手很快

就能模仿任何行为和定位，因而竞争又是至多也是短暂的，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

相互战争性的竞争之路。

问题在于没有把经营有效性策略与基于竞争的战略管理区分开来。在寻求

投资环境、居住环境以及生产效率、质量和速度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理念，

如“开发成本”、“亲商政策”、“生态城市”、“城市美化”、“标杆战略”等。很多

城市虽然通过这些方法常常有戏剧性的提高，但它们却因为无力将那些成果转化

成持续的获利能力而遭受挫折。“经营工具”差不多渐渐的和不知不觉的取代战

略，当政府领导者奋力使得城市实现全面提升时，城市可能离成功越来越远。

经营有效性策略：必要而不充分。良好的城市经济业绩是城市的首要目标，

而经营有效性和战略则是取得良好业绩所必需的，不过它们却以极为不同的方式

在其中发挥作用。城市政府和企业是城市的竞争主体。经营有效性包括城市政府

的经营活动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城市的经营活动属于“战略实施”或者“战术”

的层面，企业的经营有效性则是通过数以百计的创造、生产、销售、运输产品的

活动体现出来，一定意义上来讲，企业的经营活动就是竞争的基本单位。因此无

论对于企业或者城市政府，经营有效性就是一个城市政府或者企业通过政策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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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具”在从事相同的经营活动时比竞争对手干得更好。

从上述分析中，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基于竞争

的战略管理形成与经营有效性策略构成了‘个相对循环的系统，其实这也是基于

竞争的动态城市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依据该线路，来分析和探讨昆I』I城市发展

的竞争战略和经营策略的演化轨迹。

5．3．3．4昆山城市基于竞争的战略管理和经营策略的演进研究

从统计上来看，昆山历年的统计资料基本上都是以市域，而不是以昆tl】建

成区为单元的，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4；能准确地反映昆山的经济绩效状况。然而，

由于昆LjJ经济开发区GDP与外资所占市域的比重比较大，开发区决定，昆山发展

的轨迹、战略选择、战略实施以及战略行为和战略绩效，’一定意义上，“昆山就

是开发区，开发区就是昆山”。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开发区的战略管理与战略行为

(事实上，昆山市政府1985年以来的主要举措全部是围绕着开发区展开的)来

分析昆di城市的竞争战略管理和经营策略(如表5-6)。

表5—6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指标与昆山市域的比较

2002芷 昆山开发区 昆山市域 昆IjJ开发区占全市的比重(％)

昆山实际利用外资 56491 101800 55．5

国内生产总值 180 314．34 57．3

财政收入 22．5 41．52 54．2

图5—12 昆山历年实际利用外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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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昆山新批外资项目个数J力年变化

L

图5—14 城市竞争绩效的投入历年变化(1)

图5—15 城市竞争绩效的投入坜年变化(2)



(1) 昆lit城市竞争绩效轨迹的初步分析

①经济绩效轨迹分析

从图5-11、12、13、14以及图5一15、16中可见，从1984年到2002年，

昆山的城市竞争绩效(包括资源的吸引、投入、产山等)可分为i个阶段：①从

1984年到1990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内，实际到账外资、新批外资项目以及基

础设施投入、累计开：[投产企业等都稳步增长；而产出方面，其出口创汇、利润

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等也是稳步增长。②第二阶段为1992年——

1996年。城市的投入要素等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城市的产出则继续呈现稳步

增长；③第三阶段为i996一现在。城市的投入要素相对平缓，基础设旋自Ⅱ洲金

融危机的投资政策驱动呈现快速上升势头．而城市产Ⅲ速度依然。

图5一16城市竞争绩效的产出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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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城市竞争绩效的产出方面(2)

②昆山城市竞争的“事件性”绩效分析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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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昆山城市竞争的事件性绩效分析

年份 事件性绩效

1985 是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费创办，时称昆山工业新区。

2月16目，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建成投产。

10月14日，首家家沪昆联营仓业竣工投产。

1986 11月17日，航天工业部贵州管理局风华冰箱』‘与昆山电冰箱厂合资兴办昆山分厂。

1987 3月20日，昆山与香港友联造船厂合资兴办的友联皮鞋厂开工投产。

9月8日，昆山无线电专用设备厂与三线军工企业江西897厂合资联营电子元器件

厂开工投产。

1988 2月5 f1，联合筹建的贵阳液压件厂昆山分厂正式成立。

6月17日，县政府发文通知，昆山工业开发区1F式更名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8月25日，昆山首家外商独资企业——苏旺你有限公司在昆山落户，于次年投产。
1989 7月z6日，昆山撤县设市。

1989年昆山开发区工业产值名列全国开发区第三位。基础设施投资费用只有其它

开发区的1／5。

1990 1月8日，中外合资昆山华弼金属回收加工有限公司在昆山建立。

11月4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

1991 1月20日，明确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省的重点开发区。

3月21日，昆山首家韩国独资企业——昆山曙你制鞋有限公司开工投产。

10月12日，昆山首次引进2900万荚元的大项目，创办沪士电子有限公司，生产

高科技线路板。

1992 8月22日，昆山开发区成为全国第一个进入国家级序列的县(市)级丌发区。

1993 6月18日，总投资5．8亿元的特种纸张项目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签字仪式。

11月17日，设于开发区内的苏州海关昆山办事处开关。

1995 建立昆山开发区一级财政。

1996 10月16日，位于昆山开发区的中国昆山进出口商检局开检。

1997 6月28日，沪宁口岸直通式进出口货物分流中心玉山站工程开T。

在全球率先推出笔记型电脑的仁宝电脑有限公司建成投产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昆山模具导向件厂由全民制改为民营经济，昆山第一家。

1998 9月1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陆路二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1999 牛津大学博士后秦才东在昆山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创办亿洲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6月15日，昆山留美学生黄玉明博士在留学人员创业圆投资兴业。

10月21日，昆山开发区举行民营经济洽谈会，2家个私企业开工奠基．4家个私

企业签约入区。

2000 4月27日。江苏昆山出口加工区成为全国首批出口加工区的试点之一。

7月5日，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广志电子有限公司落户出口加1区。

8月1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昆山海关。

9月4日，江苏省生产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昆山成功下线。

11月8日，昆山留学人员创业圃命名为首批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同示范建设基地。

2001 5月10日，昆山与台湾首席电子商务公司合资创办中国大陆首家电子商务公司。

5月30日，以美国宇航局首席科学家黄振春为首的8位留美博士投资建立昆山爱

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首家光电技术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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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竞争战略管理与有效性经营策略演进

①第一阶段(80年代)的昆山城市竞争战略管理与经营策略

■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与新的竞争战略管理

从表5-8中的SWOT分析中，①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区域

中心城市的结构调整，为长三角GR的城市提供了重要机遇，包括资金、技术、

人才、管理经验等：②从昆山Fq部来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昆

山周围的兄弟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在短短三网年中，经济

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昆山人却心安理得地过着温饱有余的生活，经济发展

明显地落到了后面，单一的农业经济局面需要“转变”，须代之以工业等第二产

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在昆山是非常缺乏，这便

形成了昆山发展的战略矛盾。同时，外在的机遇与内部的“二产代一产”的需求

成为昆山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转折点。

表5-8第一阶段昆山发展和竞争的SWOT分析

机遇 优势

●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 区位优势：靠近上海、属于沿海

· 上海的工业的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二 地区

手设备 · 优越的交通条件

· 内地的三线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生产，向沿海发 ● 相对足够的发展J：业的空间

展。

威胁 劣势

● 周边县市乡镇企业的崛起 · T业基础薄弱，单一一农业经济

●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

面对如此战略矛盾和战略转折点，昆山地方政府及时采取了打破地区界限，

走横向联合之路，提出了“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的战略

口号。这是80年代后“昆山崛起之路”中的第一个战略里程碑。从表5—7可见，

在这一阶段内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西进和西部三线军工企业的东移成为昆山事

件性绩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首家家沪昆联营企业竣工投产，而贵州、

贵阳、江西的一些军工企业也纷纷和昆山联营投产。

②该阶段的经营有效性策略



从表5-9可见，针对于此阶段战略的经营有效性策略和行动则主要包括：

(1)学习经验。在1985年7月15—16日分别参观学习广东、福建经验，提

出要开辟有前景的工业新区。9月12日到江阴、无锡参观乡镇企业，确立经济

要翻翻、工业挑重担的指导思想。(2)全方位筹集资金。资金的缺乏是该阶段发

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矛盾，因此，昆山采取“自费新区开发”、“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等策略。

表5—9 第一阶段的重要经营有效性策略

年份 学习考察 全方位筹集资金 其它

1984 参观学习广 确定昆山工业今

东、福建和江 后要朝东南方向

阴、无锡等地 发展，充分利用与

经验： 上海的地缘优势。
1985 在工业留成中借支100万元。作为自

费新区开发的铺底资金。这是中国第

一个自费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崛起的关键第一步

1987 拓宽资金筹措的五条渠道：一是中外

联营合资建设项目的土地开发费；二

是开发区范围内所有企业的城市维

护税专款专用；三是开发区范围内住

宅开发所获利润要为小区外的大配

套作贡献；四是水、电、通讯等项目

投资由各主管部门在收取的增容热

扩费用中解决；五是利用综合开发筹

集的资金用于开发区建设。
1988 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昆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有偿出让15亩国有土地使用权，

全国县级第一家。

横向经济联合使昆山人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走出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

走出来，打破了原有的地区界限和行业界限。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加强了经济技

术合作，使资源能够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实现了由单一农业经济向农

副工全面发展的战略转移。

(2) 第二阶段(80年代末一95年)的昆山域市竞争战珞管理与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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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与新的竞争战略管理

昆山的工业是通过接受上海工业的梯度转移和三线军工企业的向外扩散而

发展起来的，因而存在着部分设备陈旧、技术工艺落后、管理粗放等一系列问题。

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国内市场的竞争也随之日趋激烈，这就要求企业的产品生产有一个从求量到求质

的飞越，而这些又需要先进韵设备、技术和管理作为后盾。尤其是在当时国家经

济政策由宽松转向治理整顿、宏观调控的形势下，企业如何拓宽市场销售渠道，

提高自身素质和经济效益．就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总之，外在的环境变化

和内在的系列问题成为昆山面临的第二次战略矛盾，这个战略转折点暗示着昆山

应该改变其竞争战略和经营策略(如表5一lO所示)。

昆山人在战略转折点到来之际，及时调整了竞争战略，从“东依上海、西

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到“突出外向，深化横内，优化内向，加强纵向，

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口号，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在国

际这个大环境中寻找资金、寻找市场、寻找技术形成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用

开放促发展的经济战略。

表5一lO第二阶段昆山发展和竞争的SWOT分析

机遇 优势

● 浦东开发与邓小平南巡讲话 ● 区位优势

● 开发区升为国家级开发区 ● 交通优势：沪宁高速公路、苏虹机场路等

● 江苏沿江开发战略 ● 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和事权

威胁 劣势

● 国内市场经济日趋激烈 ● 设备陈旧、技术l艺落后、管理粗放

● 国家经济政策有宽松转向治理整顿 ●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

一般的，一个城市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竞争资源与竞争能力，

另外一方面取决于区域竞争力以及城市一区域整合度的地方据点竞争优势，此外，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城市只有主动使自己的经济运行与

国际市场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市场竞争．使自身越来越多地成为全球

经济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自身水平有

较快、较大的提高，因此城市外部环境的重要源泉除了地方据点竞争优势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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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体系优势(或者称全球网络竞争优势)。

在第一阶段，昆山依赖自己优越的区位条件等东依西托，大力发展乡镇工

业，达到了优势互补、共向发展的目的。随着这些企业的进入，大量的资金、设

备、技术和人才也源源不断涌人昆山。这就使得昆山的经济发展跃过了资金和技

术的原始积累阶段，借助外来的力量，迅速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而在这第二

阶段，昆山提出了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去，就是要在吸纳地方据点

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接收全球体系竞争优势对自身发展的促进。

从表5—7中可见，在这一阶段，昆山取得了非常瞩目的经济绩效：1990年，

首家台资企业顺吕纺织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1991年，昆山首次引进2900万

美元的大项目——台湾楠梓公司；1992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歹JJA．国家开发

区，成为全国第一个进入国家级开发区序列的县级开发区。从图5一13、14、15、

16，图5一17、18可见，外资流入、外资企业项目、出口创汇、利税总额和工业

总产值也迅速提升，昆山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②第二阶段的经营有效性策略

从表5-il可见，针对新阶段的竞争战略——“突出外向，深化横内，优化

内向，加强纵向，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昆山采取的经营策略主要有：

●改善开发区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如建设青少年宫、实施广播电

视工程和开建第二水厂、微机与国务院特区办成功联网、整治汛塘河污染、建设

城市广场、曰处理污水2．5万吨的昆山污水处理厂、开通国际互联网，举办’95

R商投资说明会等：

一针对浦东开发良机，积极加强同上海的链接。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驻

上海办事处在浦东开发区设立分点，驻浦东办事处在金桥出LI加工区挂牌办公，

通往上海虹桥机场的机场路建成通车；

一强化开发区的综合功能。如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其办事机

构迁至开发区政府大楼新址办公：

总之，上述3方面的经营策略紧紧围绕着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用开放促

发展的经济发展的竞争战略，寻求全球体系优势，促进经济和城市发展。

1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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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I 1 第二阶段的重要经营有效性策略

定 改善开发区的投资环境 加强同上海链接 强化开发区综合功能

份

199 建设青少年寓、实施广
0 播电视工程和开建第二

水厂，改善开发区的投

资环境放在重要位置。
199 昆山驻上海办事处在
l 浦东开发区设立分点，

使之成为昆山接受浦

东辐射的信息点。
199 11月25目，昆山经济技
2 术开发区微机与国务院特

区办成功联网。
199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11月17日，设于昆山经
3 驻浦东办事处在金桥 济技术开发区内的苏州海

出口加工区挂牌办公。 关昆山办事处开关。
199 2月9日，整治汛塘河 12月28日．昆山经济
4 污染，改善昆山经济技 技术开发区通往上海

术开发区投资环境。 虹桥机场的机场路建
lO月8日，占地4万平 成通车。

方米的城市广场举行落
成典礼。

199 10月15口，为开发区配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举
5 套的日处理污水2．5万 办’95日商投资说明会。

吨的昆山污水处理厂一 9月28日，市委、市政府、
期工程竣工投入运行。 市人大、市政协及其办事

机构迁至开发区政府大楼
新址办公。

(3)第三阶段(1996—现在)昆山城市竞争战略管理与经营策略

①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与新的竞争战略

全球化、信息化的经济条件下，城市和企业一样，其竞争优势的持续性曰

益缩短，竞争对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模仿学习，采取相同或者更先进的竞

争策略来提高各自的经营水平。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昆山城市发展中面

临着多方面的竞争和挑战，如上海、苏州、嘉兴、无锡等地级城市以及嘉定、松

江、青浦、太仓、吴江、吴县、常熟、嘉善、萧山、江阴等县级城市都对昆山的

“引资策略”产生了重要的压力和威胁(如表5—12)。

-上海的“173”计划对昆山等的影响。2003年4上海市政府召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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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商务成本，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引力”专题情况通报会，旨在以“嘉青

松”地区为试点，以期创造与周边地区平等竞争条件的一系列政策，凶三区试点

区域总面积为173平方公里，故称为“173”计划(其中嘉定57平方公里、青浦

56．2平方公里、松江59．89平方公里)。这对于昆山等以“低商务成本”为核心

竞争优势的城市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虹桥机场和浦东国际机场功能调整对昆山的影响。上海市政府将虹桥机

场定为国内机场，保留部分国际机场备降的功能：浦东机场定为围际机场。从

2002年10月28日起，上海所有国际航班和港澳地区航班将转移到浦东国际机

场起降。2002年上半年，上海虹桥机场飞机起降64667架次，浦东机场42671

架次。旅客吞吐量完成1149．17万人次，其中虹桥766．83万人次，浦东382．34

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59．62万吨，其中虹桥33．59万吨，浦东26．03万吨，

其中很大一个方面的旅客和货邮吞吐量来自于苏州市以及昆山和吴江、太仓等

地。机场的功能定位调攘有意无意的反映了上海对苏州和昆山等地的“地缘压制”

策略，这对于昆山的投资环境、交通条件等构成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周边地级市和县级市的竞争策略趋同和低成本战略的威胁。一方面，周

边城市的区位和交通条件得以改善，昆山这方面的优势不再突出，另外一方面，

通过“考察学习”进行竞争战略和经营策略的模仿，通过低成本的“土地出让”，

这些城市与昆山竞争更加激烈，甚至走向了“恶性竞争”的循环圈。如图5-17、

图5—18所示，1996年以来。昆山与周边城市(包括沪宁杭等地)的考察学习口

益频繁，这从侧面反映了昆山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战略矛盾和战略转折点：即持

续的经济增长的需求与趋同的竞争战略、经营策略的矛盾，或者说是竞争优势持

续性的缩短，因此，昆山所面临的是需要寻求新的竞争战略和经营策略，寻求新

的独特竞争优势。

面临如此的战略矛盾和战略转折点，昆山采取了不断向“城市型建设、国

际型服务、集约型经营、辐射型发展延伸”的发展战略。



旦鎏查堂堡圭重鱼垫三堡堡童 !!!坠!塑!i!些望量堑蜜；量枣；塑奎皇垫型坌堑

表5—12 第三阶段昆山发展和竞争的SWOT分析

机遇 优辨

·长三角GR的完善 ● 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 台商等投资热潮 · 与外商等建立的关系网络

● 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和事权

威胁 劣专l}

· 上海等地级城市等经济政策调整 ● 日益减少的士地资源和开发
● 周边县市“外向型经济”和区位、交通条件的改善 空间

· 战略的趋同导致昆山竞争优势持续性缩短 ● 逐渐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 皿洲金融危机给昆山等外向型城市敲响的警钟：高

速成长背后所潜伏的巨大危机

1984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2000，I

一一一l
图5—18历年昆IIi出外考察的城市地区和次数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7 1998 i999 2000 2001{

图5—19历年外地城市地区来昆山考察状况统计

②第三阶段的经营有效性策略

从表5一12中可见，在该阶段昆I』I采取的有效性经营策略主要集中在如下几

个方面：

·强化城市的综合功能，完善昆山的独立事权。如位于开发区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昆【Jf进山口商品检验局正式开检，沪宁口岸直通式进出口货物分流中心玉

山站．【：程正式开工，出口加1r区成为全国首批出口加：f‘区的试点之一，如设立陆

路二类口岸、昆山海关等，这些为与上海等城市的竞争提供了条件：

-提升城市的服务能力、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产j叱结构，把招商引

资的重点引向发展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出口创汇多的高新科技项目和外商

独资企业，从“来者不拒”转为“双向选择”。如江苏昆I【I留学人员创业园举行

说明会，成立技术创新领导小组，开展技术创新，突出抓好开发区、科技园区、

技术研发中心和中小企业四个层次的开发建设：如首批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示范

建设基地的成立，江苏省首家光电技术研发中心成立等。

■加快企业转制改组。如昆Ifi第一家由全民制改为民营经济的模具导向件

r‘。如沪}：电子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成为全国由外商独资食、出改制为合资

股份公司的第一家。

4

2

0

8

6月t

2

nu



_继续加快其全球化进程。如成立昆山开发区驻欧洲办事处，开通国际互

联网等等。

此外，昆山还积极的采取“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高效能使用土地资源、

高效能搞好辐射带动、高质量建设精神文明”等经营策略。

表5—13 第三阶段的重要经营有效性策略

矩 强化城市综合功能 继续加快全提升城市内部能力 加快企业转

份 球化进程 制改组

199 lO月16曰，位于昆山经
6 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昆山

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正式开
检。

199 6月28日，沪宁口岸进出 4月27日， 10月9日，江苏昆山留 昆山模具导
7 口货物分流中心玉th站工 出口加工区学人员创业园举行说明 向件厂第一

程开工。 成为全国首 会。 家由全民制

批试点之一 改为民营经

济。

199 9月1日，昆山经济技术 驻欧洲办事

8 开发区陆路二类口岸正式 处成立。

对外开放。 lO月10日，

开通国际互

联网。
199 3月28日，开发区技术

9 创新领导小组成立。

开展技术创新，突出抓

好开发区、科技园区、

技术研发中心和中小企

业四个层次的开发建

设。

200 8月18日，国务院批准设 11月8日，留学人员包
0 立昆山海关。 业园命名为首批国家留

学人员创业园示范建设

基地。

200 江苏国际商务中心首个启 7月19同，
l 动项目迅销服饰有限公司 沪士电子有

在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 限公司改制

5月30日，8位留美博士 为股份公司，
建立昆山爱国信息技术有 全国首家由

限公司，为江苏省首家光 外资企业改

电技术研发中心。 制为合资股

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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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昆山竞争战略管理、经营策略演进与上海的关系分析

从上述昆山竞争战略管理和经营策略的演进过程来看，昆山的发展与上海

都市圈紧密相连，对应上面分析的三个阶段，昆山与上海的关系可以归纳如下：

①第一阶段的依赖关系。一方面上海的工业的结构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二手设备向内地转移，昆山成为重要的接收地；另外～方面，昆山通过濒

临上海的地缘优势积极吸纳西部三线军工企业的东移。通过“互惠互利”，甚至

“主动让利”的方式，积极争取与上海和三线军工企业的联营合作，大力发展乡

镇工业，达到了优势互补、共向发展的目的。

②第二阶段的隐性袭夺关系。一般的，假设前提下的大城市窄间结构遵循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其相应的理想假设前提是人类的纯粹生物属性、市场

完全竞争、自然地形均质、经济因子均衡。在级差地租作用下，城市发展呈现同

心圆模式的圈层空间结构：中心城为核心圈层，集中布局金融、商贸、文化信息、

行政管理、综合服务等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心城外围邻近各城镇为第二圈层，主

要发展科技中心，大专院校，旅游和高科技、低物耗、少污染的工业；第三圈层

为第二圈层之外的市域范围，主要发展城郊型农业、旅游业和大型工业区等，第

四层则是农业圈层。然而现实中，由于上述三个假设前提并不存在，因此现实的

城市“圈层结构”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想结构。针对上述i个假设前提．现实中

影响或者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市场竞争机制+政府下预的

现实情况；第二，自然条件非均质(河流、山体、断裂带等)的现实情况；第三．

经济因子的非均衡(交通设施、多个城市之间的互动等)等情况。上述这些主要

因素导致了理想“圈层结构”的改变。中小城市通过自身优势“改变”了中心城

市的圈层空间结构，使这小中小城市的发展纳入了大城市的大框架下，凭此进一

步强化了中心城市对其的辐射带动(如图5—19)。

昆山正是通过自身的独立的地方权力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依赖自身的交

通优势、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海都市圈的圈层结构模式，

使昆山城市的发展纳入了上海大都市圈的框架下，凭此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城市对

其的辐射带动：依托上海城市各项设施和资源(包括基础设施辐射、功能辐射、

人才和技术资源等)，构筑成本洼地(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吸

引外来资金和企业。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昆山袭夺了E海市的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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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资金、项目、人才、机会等)。

③第三阶段的显性竞争关系。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地方优惠政策发挥

到一定极致，客观的市场作用利用以及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的调整，昆IU与上海

市在一定领域合作的同时，进入了显性的竞争阶段，如上海的“173”计划、机

场定位的调整、两地频繁的考察和“办事处”的设立等等。

图5～20中小城市及其大城市空间圈层结构的改变分析

5．3．3．5昆山研究的结论与讨论

通过昆山的城市竞争战略管理和经营策略的演进研究，从其竞争绩效标准

和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可发现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上海的关

系分别足依赖关系、隐性袭夺关系和显性竞争关系。

周边县市的竞争战略和经营策略的日盏趋同和恶性竞争、2002年的上海机

场定位调整、2003年的“173”计划、全国开发区治弹整顿．昆⋯城市发展面临

的产业结构升级⋯⋯种种“信号”迹象表明，目前昆llI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

矛质和战略转折点，因此昆山需要采取新的竞争战略。第一、需继续巩同和加快

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促进昆山的内生力量的发挥，加强地方据点竞争优势作用。



第二，进一。步融入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GR。凭借长三角GR的区域竞争力，加强

昆山与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GR的城市一区域整合度，走合作性竞争道路。

5．4小结

通过长三角GR的边界演变的动力分析，归纳一般ORS的边界动态过程是全

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或区域整合)的结果。其中，区域整合的动力是包括

来自于地方政府，全球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推动力以及核心城市辐射力等台力。



6．1结论

6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6．1．1 GRS边界界定一般方法和程序的建构

传统地，区域边界是通过地理单兀“属性”方法来进行界定。本文中，GRS

边界界定主要基于“均质区域”的角度，通过地理单元之间“相互关系”方法，

并结合“属性法”进行研究。

GRS边界界定的一般程序包括：(1)首先将GRS及周边地区按照区、县、

县级市进行地理单元详细划分，假设前提是将这些地理单元视为均质区域；(2)

进行区域单元的聚类分析。根据不同就业行业人口的行业结构以及单位面积上各

个行业的就业分布密度等大量数据，采用相关的技术处理，然后根据结粜进行区

域地理单元的类型聚类。(3)判断GRS的基本单元——都市区的结构类型。包括

都市区的空间结构类型(都市区的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即“核心

一边缘”空问结构的亚类型)和经济结构类型(服务密集区、制造业密集区、旅

游密集区、农业区等)；(4)根据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分析构成GRS

的都市圈或城镇密集轴；(5)传统“属性”方法或者“枢纽区域⋯网络”方法

进行对比或检验。最后，兼顾GRS边界的特性，即动态性、层次性和模糊性等以

及GRS边界界定的基本原则，进行GRS的整体范围边界界定和内部空问结构边界

的研究。

6．1．2 长三角GR边界界定结论

(1)整体空间范围边界。长三角GR的核心层次整体空间范围包括上海市

(不包括崇明县)、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不包括溧阳)、镇江市(不包括旬

容市和丹徒县)、南京市(不包括原江浦县、六合县和高淳县、澡水县)、扬州市

(包括广陵、邗江、仪征、郊区和江都)、泰卅f市(包括海陵区、高港、靖江、

泰兴、姜堰)、南通市(崇川、港阐、通州和海门)、嘉兴市、杭州市(不包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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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淳安、建德)、湖州市区、绍兴市(包括越城区、绍兴和上虞)、宁波市和舟

山市(不包挢岱由县和嵊泅)。长三角GR的中观层次整体空闻范围，另鲚包括

滁州、马鞍山、芜湖以及浙江的温州市和台州市。围绕着长三角GR核心层次和

中观层次的外强有一系列的“城市”节点，它们构成了GRS的外围层次，这些地

区依次包括盐城、淮安、宿迁、合肥、巢湖、铜陵、黄山、衢州、金华等地级城

市以及所辖的县。

(2)内部结构边界与格局。长三角GR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的环太湖城镇密

集区，以南京为中心形成沿长江城镇密集区，以杭州、宁波为中心的环杭州湾都

市密集区。三部分分别以镇江丹徒区、嘉兴一湖州为边界地带。从上海与区域关

系的角度看．长三角GR内部格局又呈现出“圈层扩散+轴线推进”的特征。

6．1．3 珠三角GR边界界定结论

(1)整体空间范围边界。核心层次的珠三角GR包括广州、佛山、中山、

珠海、江门、东莞、深圳惠州等的相关县市区。而中观层次整体空间范围包括汕

尾、清源、肇庆三市，外围层次则包括沿京广线的韶关以及河源、阳江等城市。

(2)内部结构边界与格局。呈现“两心、一带和两轴”结构特征，这种

空间结构形态反映了城镇和经济发展的“圈层扩散+轴线推进”特征。

6．1．4 京津冀GR边界界定结论

(1)整体空间范围边界。严格意义上，对照GRS形成的两个条件，京津

冀GR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GRS。然而按照京津冀目前的发展态势、宏观的区位

环境以及国家的战略重点来看，京津冀GR将加快其区域整合和一体化的进程，

中心城市的区域带动作用将进一步明显。核心层次(传统意义上的都市连绵区的

概念)的京津冀GR范围目前来看仅仅包括北京一天津城镇密集轴，包括廊坊市。

中观层次则还包括保定市、唐山市、秦皇岛、张家口等所辖的县市区；其外围的

空间范围则包括沧州、石家庄以及周边省的部分城市等。

(2)内部结构边界与格局。呈现“两心、一带和五轴、六星”的结构特

征：同时京津冀GR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也表现为：向三个“成长三角”空间

集中以及由“成长三角”继续空问扩散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6．1．5 中国三大GRS对比与归纳

(1)内部联系与劳动地域分工。京津冀GR的劳动地域分1程度相对要低

于长三角GR和珠三角GR，而长三角GR的劳动地域分工高于珠三角GR。

(2)空间形态和结构。珠三角GR属于都市连绵区型的区域；京津冀GR

属于城市走廊型区域向都市连绵区型区域发展的过渡类型；长三角GR也基本上

属于都市连绵区型区域，但其结构相对更加复杂，呈现网络状的结构特征。

(3)发展阶段。珠三角和长三角GR的发展阶段已经到达都市连绵区阶段，

多核心、网络状的空间结构基本形成。而京津冀GR由于北京、天津中心城市的

向心作用的继续发挥，其区域的一体化过程还B,NI]开始，尚处于城市向心体系阶

段向都市连绵区的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

6．1．6 GRS边界演变的动态特征

通过对长三角GR边界动态演变的特征分析发现如下规律。(I)核心整体

空间范围内的长三角GR内部结构边界演变呈现“阶段性”特征。其中，1980年

代到1990年代初期，其内部结构边界的变动幅度小，而1992年以后，其内部结

构的边界变动程度非常显著。(2)1990年代以后长三角GR的边界演变呈现“圈

层推进+轴线延伸”的“空间”特征。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

增强．南京、杭州以及宁波等城市的圈层推进也在逐渐发挥作用。就“轴线延伸”

特征方面，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主要节点的区域交通走廊对于GR的内部边界

演变意义显著。(3)GR内部“边界型地域”逐步形成。如上海与南京之间的镇

江、常州一带；上海、杭州之闯的嘉兴、湖州一带：宁波与杭州之间的绍兴一带，

以及南京、杭州之间的湖州、宜兴一带等等。

作为中国非常典型的GR，长三角GR的边界动态演变特征基本上也反映了

一般GRS边界动态演变的特征。

6．1．7 fiRS边界演变的动力特征

通过长三角GR的边界演变分析，归纳GRS是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或

区域整合)的结果。其中，边界演变动力既包括来自于地方政府，全球资本和跨



国公司的推动力，又包括来自于核心城市辐射力等。

6．2未来研究方向

6．2．1 边界界定网络法的经验分析推进

总的来讲，本报告中关于GRS边界视角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基于“理论方法”

(Theoret ical Methods)的运用，如地理单元相互关系以及属性方法等。“经验

方法”(Empirical Methods)，包括基于人流、信息流、物流等“网络方法”

(Networks Approaches)的应用在本报告中相对较少，对于“理论方法”而言，

“经验方法”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检验意义。关于GRS的边界界定、边界演变等“经

验方法”，包括网络方法等视角的研究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6．2．2 珠三角GR与京津冀GR的边界演变

中国比较典型的GRS包括珠三角GR、长三角GR和京津冀GR。对于珠三角

GR和京津冀GR，本报告中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边界界定的研究，然而这两者的边

界的动态演变研究却有待于今后的补充和进一步完善。而珠三角GR、京津冀GR

的边界演变机制分析的也有待于今后的补充与完善

6．2．3 GRS边界地域(Border Regions)的研究

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和区域规划所重视的几乎都是“区域核心地带”的分析，

相对忽略了边界地域视角的研究。事实上，边界地带的发育、发展及转型对于

GRS而言，无论是从理论探讨意义上还是从社会实践意义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研究对象和“切入点”。本文中虽然涉及了部分“边界地域”的探讨，但对其

系统、深入地分析有待于今后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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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段学军，顾朝林，于涛方．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01期、“数

字城市”的初步研究．．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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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顾朝林，段学军，于涛方，孙毅中，陈启宁．论“数字城市”关键技术及其实

现．城市规划．2002年01期

14．段学军，顾朝林，于涛方． “数字城市”的概念、框架与应用．现代城市

研究．2001年03期．

1 5．于涛方．结构主义地理学一一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人

文地理．2000年01期．

16．于涛方，王珂，涂英时．西方城市规划中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现代城市研

究．2001年05期．

17．于涛方，顾朝林．人文主义地理学一一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

派．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年02期

18．方澜，于涛方，钱欣．战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城市问题．2 002年

01期．

19．于涛方，顾朝林，徐选伦，王洪，段学军．吉林省旅游资源评价与分析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2002年02期

20．顾朝林，张洪，徐逸伦，黄春晓，于涛方，甄峰，王洪，朱传耿，昊泓

旅游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初步探讨。地理科学．地理科学2003年01期

21．吴泓，顾朝林，赵勇，于涛方．徐州市旅游概念规划研究．地理与地理信

息科学，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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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同济大学A类期刊

1．YU Tao．fang，GU Chao—lin．Influential factors combin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stages of development：case study of Suzhou in China．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04年第3期．

2．YU Tao—fang，GU Chao—lin．The exter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ese

Cities．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05．录用待刊．

3．于涛方，吴志强等．战略转折点与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规划2005年

第5期．

4．于涛方，顾朝林．论城市竞争与竞争力的基本理论．城市规划汇刊．2004年第

6期．

5．于涛方．基于行业就业人口的长三角地区边界界定研究．中国人口科

学．2004年第5期．

6．于涛方，是志强．基于行业就业人口的环渤海湾地区边界界定研究．2004年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会宣读论文奖．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3期．

7．于涛方，昊志强．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研究：以长三角为实证．2004年中国地

理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3期．

8．于涛方，昊志强．19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世界500强投资研究．城市规划

汇刊．2005年第2期．

9．于涛方，昊志强．昆山城市竞争战略与经营策略的演变研究。城市规划汇刊，

2004年第3期．

同济大学B类期刊

10． 于涛方．城市竞争的空间效应分析．规划师．2003年第9期．

11． 于涛方．城市特色、竞争优势与竞争战略．规划师．2004年第20卷第7期

1 2． 于涛方．长三角地区区域整合研究．规划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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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于涛方．基于“资源，环境与能力”的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规划师，

录用．

14． 于涛方，吴志强．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崛起的条件和机制研究．同济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 5卷第3期．

15． 于涛方，昊志强．基于竞争的动态城市战略管理．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录用待刊．

其它期刊杂志

16． GU Chaowlin，SHEN Jian-fa and YU Tao—fang．”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Developing China’S West：A Critical Path to Balanced National

Development．edited by YM．Yeung and Shen Jianfa．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PP．177—211，2004．

1 7． 于涛方．国外城市竞争力研究综述．国外城市规划，2004．2．

1 8． 于涛方．中国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年第

3期．核·心期刊

19． 李娜，于涛方．论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分析方法．人丈地理第3期．核心期刊

20． 李娜，于涛方，许有鹏．论城市适宜度研究．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

期．

21． 李娜，于涛方．论城市竞争优势的驱动阶段．地理研究与开发．2005年第3

期．

22． 个人专著：于涛方．城市竞争与竞争力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 004年8

月．



个人简历

于涛方 男 1974年出生 山东即墨人理学博士。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1994．1998年，南京大学经济地理与城乡区域规划专业；

1998．2000年，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城市规划与设计

方向；

2000。2003年，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城市与区域规划

方向；

2003—2005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

2005年6月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永久通信地址

于涛方

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电子邮箱：yutaofang@gmail．com；yutaofang@vahoo．com．cn

邮编：100084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论文说明：图表目录
	1绪论
	1.1 GLOBAL REGIONS(GRS)的提出及界定
	1.2 GRS“边界”概念、功能及研究意义
	1.2.1“边界”概念与特征辨析
	1.2.2 GRS边界概念
	1.2.3 GRS边界特征

	1 3 GRS“边界”的研究意义
	1.3.1科学意义
	1.3.2实践意义

	1.4 GRS“边界”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1.4.2研究方法


	2 GRS边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1 GRS及其相关区域界定的原则
	2.1.1 GRS界定
	2.1.2相关区域的界定原则

	2.2界定对象及中国相关区域的边界界定研究
	2.3区域边界界定的方法
	2.3.1理论法：势力圈与属性方法
	2.3.2经验法：基于“流”的网络方法等

	2.4 GRS格局和格局演变的其它相关研究

	3中国三大GRS边界界定研究
	3.1 GRS边界界定的一般方法和程序
	3.2长三角GR边界界定
	3.2.1长三角GR边界界定的意义
	3.2.2长三角GR边界界定的方法、内容与数据来源
	3.2.3基于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区域空间类型聚类
	3.2.4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界定分析
	3.2.5长三角GR的边界界定结论

	3.3珠三角GR边界界定
	3.3.1珠三角GR边界界定研究内容与数据来源
	3.3.2基于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区域空间类型聚类
	3.3.3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界定分析
	3.3.4珠三角GR的边界及空间格局分析

	3.4京津冀GR边界界定
	3.4.1京津冀GR边界界定研究内容与数据来源
	3.4.2基于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区域空间类型聚类
	3.4.3传统地理单元“属性方法”的界定分析
	3.4.4京津冀GR的边界及空间格局分析

	3.5小结：三大GRS比较、归纳
	3.5.1劳动地域分工——内部联系
	3.5.2空间形态与结构——空间
	3.5.3发展阶段——时间


	4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动态研究
	4.1长三角GR的经济发展与演变历程
	4.1.1 1842-1949年，长三角新兴现代工商业城市地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4.1.2 1949-1978年，长三角GR城市功能趋同阶段，大城市停滞衰退与中小城市的发展
	4.1.3 1978年以来，长三角GR城市功能重新分化重组

	4.2传统属性边界界定角度的动态变化研究
	4.3基于“经济结构”聚类的空间分析：1984年以来长三角GR内部结构动态演变分析
	4.3.1 1984、1991、2002年城市经济类型的层次聚类分析
	4.3.2 1984年以来长三角GR内部结构边界的动态演化

	4.4基于“人口变化”的空间分析
	4.4.1 1985-1992年长三角的总人口变化特征
	4.4.2 1992-2000年长三角的总人口变化特征

	4.5小结

	5 GRS边界演变的动力分析
	5.1全球化与地方化：GRS发展演变的环境与条件
	5.2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全球化力量
	5.2.1 GRS边界演变的全球化分析
	5.2.2长三角GR边界演变的全球化动力案例分析：“世界500强”研究

	5.3长三角边界演变的地方化动力分析
	5.3.1长三角GR区域整合与边界演变的“事件性”分析
	5.3.2边界演变地方化动力案例一：沪宁杭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城市的互动
	5.3.3边界演变地方化动力案例二：昆山竞争战略与经营策略

	5.4小结

	6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6.1结论
	6.1.1 GRS边界界定一般方法和程序的建构
	6.1.2长三角GR边界界定结论
	6.1.3珠三角GR边界界定结论
	6.1.4京津冀GR边界界定结论
	6.1.5中国三大GRS对比与归纳
	6.1.6 GRS边界演变的动态特征
	6.1.7 GRS边界演变的动力特征

	6.2未来研究方向
	6.2.1边界界定的网络法的经验分析推进
	6.2.2珠三角GR与京津冀GR的边界演变
	6.2.3 GRS边界地域（Border Regions)的研究


	7参考文献
	致谢
	博士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个人简历
	永久通信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