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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呼包鄂”三市辐射力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所研究指标进行了赋值。以
此为基础，用断裂点法对三城市相互作用的范围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呼包鄂”区域中三市各自的影响
区域、发展优势和不足，并就提高“呼包鄂”区域一体化的途径、措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 辐射力范围 断裂点 “呼包鄂”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以来，内蒙古确立了以“呼包鄂”为核心的特色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战略，三地找准自身优势

迅速崛起。近年来，“呼包鄂”三市经过高速发展，已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城市经济圈，被誉为内蒙

古的“金三角”。2009年，“金三角”的经济总量便已占全区经济总量的61％。从经济指标上看，呼和

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GDP分别为1643.99亿元、2168.6亿元、2161亿元，但“呼包鄂”三市发展比

较平均、分散，各自发展为主，未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协调趋势。过度竞争重复建设屡有出现；政绩冲

动和行政分割，也阻碍了经济资源在区域内的有效配置。本文通过对“呼包鄂”三市在区域内的辐射力

影响进行评价，得出三市发展的比较优势，为实现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城市辐射力指标体系的建立 

(1)辐射力指标体系 

城市辐射力强度和范围研究，集中在辐射力范围确定和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上。在理论方法上，如赖
利根据牛顿引力理论提出的“零售引力模型”，康维斯提出的“断裂点”理论，克里斯塔勒的电话指数
法，普雷斯顿城市中心性法，城市辐射力要素经验分析法，弗里德曼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海格特
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在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
等等。本文采用了断裂点模型分析方法，从空间角度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辐射范围进行评
价。结合三市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经济综合、产业、科技文化、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五方面的辐射力为
主要研究指标。领域层领域层选取10个大类、指标层选取25个指标对城市辐射力进行分析。 

构造出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各级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目标、多准则的决策分析方法。对各种类型问题，尤其是复杂问题的决策分析，
具有较广泛的实用性，是目前国内外确定指标体系最常用的方法。鉴于在城市辐射力协调度评价的指标
体系中，许多指标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包含，因而在评判时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故本文采用了层次分
析法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呼包鄂”三市城市辐射力指标体系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准则层的
权重分别为：经济综合实力辐射力0.21、产业辐射0.43、基础设施辐射0.11、科技文化辐射力0.15、对
外开放辐射力0.1。 

(2)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数量级和量纲不同，直接进行分析比较进行分析比较无经济意义，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都是极大值指标，即指标越大越好，因此可按下列方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1） 

式中， 是第 个城市关于第 项具体指标的原始数， 是第 项具体指标中数据最大者， 是
相对应的标准数据。 

通过查询“呼包鄂”三市统计年鉴，利用各指标的总排序权重和标准化数据，根据线性加权模型计

算出各城市领域层、准则层及目标层辐射力评价得分。线性加权模型为 ，其中 代表第 个

城市某一层次的辐射力， 代表其子层次指标权重， 代表其子层次指标综合值，当 为指标层时为
标准数据。得出各城市综合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呼包鄂”三市辐射力综合评价结果 

三﹑呼包鄂三市辐射力评价及相互比较 

    本文引入断裂点模型从空间角度对呼包鄂三市的辐射力进行评价。赖利根据牛顿引力理论提出的
“零售引力模型”， 康维斯改进了零售引力法则，形成了断裂点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的腹地范围
是由城市的规模和相邻两城市之间的距离决定的，相邻两城市的吸引力达到平衡的点即为断裂点。 

两城市影响区域的分界点（断裂点）公式为： 

                                       （2） 

式中， 为两个城市 、 的腹地分界点， 为 点距 城市的距离； ， 分别是 、
两城市的规模（如人口、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等）。 

以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辐射力目标层、准则层和领域层计算出来的分值为基础，运用断裂点模型，
分别计算出各市对其他两市各指标影响区域的分界点(断裂点)。 

四﹑辐射力影响范围分析 

(1)经济综合实力辐射力 

对“呼包鄂”三市的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经济综合实力辐射力进行对比分析。包头市的经济总量

辐射力最大，值为0.94。鄂尔多斯的经济人均水平辐射力最大，值为0.91。经济综合实力辐射力三市较

为平均，辐射力断裂点都在城市距离中点处，各市差距不明显。 

(2)产业辐射力 

产业辐射力由产业结构辐射力和企业经营辐射力两方面构成。从产业结构辐射力分析，呼和浩特产

业结构辐射力最大，值为0.99。主要原因是其第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较其他两市有较大优势，而包

头，鄂尔多斯产业结构仍是是以工业为主。从企业经营辐射力分析，包头的企业经营辐射力最大，值为

1。包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和工业总产值在三个城市中均为首位。 

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以乳品产业为主，有伊利、蒙牛两大乳业巨头，依托盛乐、金川等工业区，建

成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乳业生产加工中心。包头市在保持传统冶金装备制造、稀土产业优势外，第三产业

依托小肥羊、小尾羊等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肉类加工业，形成特色鲜明、相对集中、规模饲养的肉业生

产格局，建成以包头为中心的肉业生产加工基地。鄂尔多斯市在保持传统能源化工产业优势外，第三产

业依托鄂尔多斯羊绒产业集团等龙头企业，力争建成世界级羊绒科研、生产加工中心。 

整体来看三市的产业辐射力断裂点基本位于各城市间的中间区域。 

(3)基础设施辐射力 

从交通运输辐射力分析，呼和浩特强化公路和航运中心的地位，积极拓展客运功能。提高商品批发

和集散的物流枢纽功能，建设大型物流节点，发展成为区域性物流中心城市；包头强化公路和铁路枢纽

功能，形成物流集散枢纽；鄂尔多斯强化煤炭公路和铁路运输的交易和集散功能，发展成为“西煤东

运”的能源集散基地。 

从电讯辐射力分析，呼和浩特辐射力最强，值为1.0，包头辐射力次之，值为0.77，鄂尔多斯相对

较弱，值为0.25。要加速包头、鄂尔多斯的电讯基础建设。 

整体来看三市的基础设施辐射力断裂点基本位于各城市间的中间区域。 

(4)科技文化辐射力 

    无论从科技投入辐射力，还是人力资源辐射力来分析，呼和浩特的城市辐射力都是最大的，值都为

1.0，包头、鄂尔多斯与其差距非常大，科技投入辐射力值分别为0.29，0.30；包头人力资源辐射力值

为0.22，鄂尔多斯为0。呼和浩特市的辐射力断裂点分别位于距包头105.97km处、距鄂尔多斯149.73km

处。目前在鄂尔多斯仍没有一所独立的高等院校。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离不开科技文化的支撑，包

头、鄂尔多斯要依托高等院校，重点培养冶金、化工、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稀土、制药、新材料、新

能源等领域的研发人才和专业技术骨干。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优化专业结构，拓展重点学科和学位

点的建设。培养高技能人才，依托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以中级工为基础，高级工为骨干，技师和高级技

师为带头人的队伍，发展包头装备制造、鄂尔多斯重化工职业教育培训基地。 

辐射力指标 呼和浩特 包头 鄂尔多斯 

经济总量辐射力 0.84 0.94 0.86 

人均水平辐射力 0.71 0.72 0.91 

经济综合实力辐射力 0.77 0.83 0.89 

产业结构辐射力 0.99 0.85 0.82 

企业经营辐射力 0.63 1 0.7 

产业辐射力 0.77 0.94 0.75 

交通条件辐射力 0.49 0.98 0.69 

电讯辐射力 1 0.77 0.25 

能源辐射力 0.91 0.56 0.95 

基础设施辐射力 0.72 0.79 0.72 

科技投入辐射力 1 0.29 0.3 

人力资源辐射力 1 0.22 0 

科技文化辐射力 1 0.26 0.19 

对外开放辐射力 0.98 1 0.59 

城市辐射力 0.82 0.81 0.67 

 



(5)对外开放辐射力 

通过利用外资辐射力分析，呼包鄂区域整体辐射力较弱，尤其是鄂尔多斯市，值仅为0.59。鄂尔多
斯市的辐射力断裂点分别位于距包头市52.13km处、距呼和浩特93.94km处。应优化投资环境，增强招商
引资引资的吸引力。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优化外资来源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创新招商方式，
扩大招商引资规模，提高招商引资质量。 

五﹑对策与建议 

(1)要加强和完善“呼包鄂”区域经济发展机制 

加强三市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由自治区政府牵头“呼包鄂”三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呼包

鄂”经济区协调发展委员会，提高呼包鄂合作水平，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避免争资源、争项目和重复

投资，促进呼包鄂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互动互补、

市场互融互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生态环境共促共保。 

(2)明确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重点 

明确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重点不仅能提升中心城市本身的功能，更重要的在于能大幅度提升其辐
射作用。按照三市城市功能定位的要求，走区域协调、统筹、错位和特色发展之路。 

呼和浩特以构建现代化首府城市为目标，强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中心功能，大力发展以

金融保险、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提升城市职能中心品质。 

包头以建成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强市为目标，以优化、整合、完善现有的发展空间为主，改善生态

环境。继续积极引导以冶金、现代制造业和稀土研发生产等工业向该地区集聚，重点发展生产配套、运

输物流、生产资料流通等产业和市场建设。在公共服务、居住配套以及相应的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

和保障。 

鄂尔多斯中心城区围绕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为目标。加强城市供水、供热、供电、供

气、公交改造等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延长产业链，形成煤炭、电力、化工、绒纺等工业集中发展的区域。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吸引人

才，一方面优化环境吸引其他大学在鄂尔多斯建立分校，另一方面建设针对城市自身需求情况，建立自

己的独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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