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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 长 江 三 角 洲’京 津 冀’珠 江 三 角 洲 和 辽 中 南 等 经 济 社

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大城市的地域空 间 组 织 开 始 从 单 体 型 城 市 的 简 单 形 态!向 以 中 心 城

市为核心的诸多城市和地区相互交融 形 成 的 都 市 圈 的 复 杂 形 态 转 变&大 上 海’大 北 京’大 广

州’大沈阳等大都市圈的雏形已经初步形 成!同 时 在 一 些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较 高 的 大 中 城 市 的 周

边地区!一些区域性都市圈和地方性都市 圈 也 在 逐 渐 形 成&以 这 些 中 心 城 市 为 核 心 的 都 市 圈

的形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实施都市圈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正 确 引 导 都 市 圈 的 建 设 与 发 展 是 我 国 新 形 势 下 城

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

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 机 理’地 域 结 构 与 空 间 形 态’类 型 与 规 模 等 进 行 了 分

析!为我国!#世纪都市圈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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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世纪%$年代以后!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地域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从单体型城市的简单形态!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诸多城市和

地区相互交融形成的都市圈的复杂形态转变&世界上相继崛 起 了 纽 约’伦 敦’东 京’大

阪’巴黎等世界级的大都市圈&这些大都市圈不仅成为各国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世界

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世纪;$年代后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一批不同规模的新兴都市圈!推动

了世界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重心的梯次转移&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浪潮强力推动 下!城 市 化 步 伐 不 断 加 快&!$$>年 末 我 国 城 市 化 的 实 际 水 平 己 经 达 到 了

9$4"h)#*&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最 高 的 长 江 三 角 洲’京 津

冀’珠江三角洲和辽中南地区!大上海’大北京’大广州’大沈阳等大都市圈的雏形已经

初步形成!同时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的周边地区!一些区域性都市圈和地

方性都市圈也在逐渐形成&以这些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形成!对我国区域经济社会

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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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大城市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探讨了都市圈’都市区’城市群’城市密集区’城市连绵区’大都市带等有关大城市

地域空间组织的概念!并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我国!#世纪的大城市地域空间组织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施都市圈的发展战略&杨建荣对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条件和发展

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建先后提出借鉴日本的都市圈发展经验!在我国建设九

大都市圈的设想)>!9*&近来!王建又在国家发改委 0十一五1前期重点研究课题 0到!$>$年

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1中!提出在全国建设!$个都市圈的设想&胡建新提出根据东北亚

地区的东京大都市圈和汉城大都市圈的发展经验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内在要求!构建北京

大都市圈的构想)"*&谭成文等对我国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圈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这些研究中存在对于都市圈这一地域现象的理解比较含糊!对于都市圈及其相关概

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的问题&因此!在深入讨论都市圈发展问题之前有必要对都市圈及相关

概念进行一下科学的梳理&

!!关于都市圈的基本概念

$%&!城市地域空间组织的三种形态

!!城市的地域空间组织!宏观上可以分成 0点状1’0面状1’0线状1三不同的形态&

!!0点状1形态的大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以0都市圈1$@CEF2O23JE78)CBJ28!@)%为代

表!相关概念还有0都市区1$@CEF2O23JE78*FC7!@*%&虽然 0都市圈1包含了若干 在 行

政上相互独立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通过城市土地利用的整合和城市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形

成了一个超越城市行政区的’地域上统一的’规模巨大的城市&0都市圈1是现代大城市空

间组织的新形态!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空间上相互接近’行政上相互独立的城市间统一’
完整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0都市圈1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基于地理学

对地域本质的认识!可以说 0都市圈1属于空间范围清楚’能够客观界定的实体地域)<*&

!! 0面状1形态的大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以 0城市群1$bFZ78*BB32SCF7EJ28D!b*%
为代表!相关概念还有 0都市密集区1$.JEN?C8DC)CBJ28!.?)%&0城市群1是指在一定

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

下!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共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

合体)<*&由于 0城市群1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没有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的整合和城市基础设

施的共建共享!所以!0城市群1只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在地域上相互

独立’在行政上各自为政的若干单体型城市间松散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0城市群1的概

念反映了区域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基于地理学对地域本质的认识!可 以 说 0城 市

群1属于空间范围模糊!无法客观界定的虚体地域);!=*&

!! 0线状1形态的大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以 0大都市带1$@CB732O23JD%为代表!相

关概念还有 0城市连绵区1$@CEF2O23JE78-8ECF32RIJ8B)CBJ28!@-)%&0大都市带1是由若

干相互连接的大城市区共同构成的!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的巨大的带

状城市地域&同 0城市群1一样!由于 0大都市带1内部的各个大都市区之间也没有实现

城市土地利用的整合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所以 0大都市带1也只是几个在空间上

相互接近’在地域上相互独立的大都市区间松散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0大都市带1的概

念也反映了区域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基于地理学对地域本质的认识!可以说 0大都

市带1也属于空间范围模糊!无法客观界定的虚体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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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的基本概念

!!都市圈的思想起源于美国&为了科学地界定现代大都市地域范围和人口规 模!早 在

#=#$年美国就 提 出 了 都 市 区 的 概 念!#=9=年 定 义 了 标 准 都 市 区$0E78L7FL@CEF2O23JE78
*FC7!0@*%的概念!#="=年又定义了标准都市统计区$0E78L7FL@CEF2O23JEJ780E7EJDEJR73
*FC7!0@0*%的概念和具体的统计标准!#=;$年至今使用都市统计区$@CEF2O23JEJ780E7:
EJDEJR73*FC7!@0*%的概念和统计标准&

!!@0*由一个以上城市化地区 $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两部分组成!其中!中心城市

的人口规模必须大于"万人!总人口必须大于#$万人&对于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 @0*!
人口规模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化地区!在美国被称作基本大都市统计区$+FJS7FN@CE:
F2O23JEJ780E7EJDEJR73*FC7!+@0*%#对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0*的城市化地区!在

美国被称为复合大都市统计区$.28D23JL7ECL@CEF2O23JEJ780E7EJDEJR73*FC7!.@0*%)#!!#>*&

!!#=%$年!参照美国的都市区!日本提出了都市圈的概念!即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

$城市化地区%!以及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中心城市中心地功能服务的周边地区共同构

成的城市实体地域&换句话说!都市圈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地域现象!而且是一种城市

化地域在空间上连续分布的城市地域实体&都市圈的范围与 0都市势力圈1相近!都市圈

的内容与0日常生活圈1相似!在规模上可以分为都市圈和大都市圈&其中!都市圈的中心

城市 $城市化地区%的人口规模必须在#$万人以上!而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 $城市化地

区%的人口规模必须在#$$万人以上)#9!#"* $图#%&

图#!东京大都市圈的概念图

XJB4#!YACDICERAO3782P@CEF2O23JE78)CBJ28J8Y2IN2)#9*

!!美国的都市区和日本的都市圈是对同一地域现象的不同表述!属于同一个概念&两者

都十分重视现代大城市地域的结节性’独立性’统一性’完整性和实体性!强调了0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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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1的概念在大城市地域范围界定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美国的都市区和日本的都市

圈的概念有所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美国的都市区重视现代大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现

实状态!而日本的都市圈则更加重视现代大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式&

!!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便捷的交通通道为依托’
以城市职能的空间扩散为条件’以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区域间的整合为结果’以城市日常

生活圈的空间范围为界限的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功能区&构建都市圈的本质在于淡化行

政区划!从区域角度强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形成经济’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协

调城镇之间发展的关系!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保护并合理利用各类资源!改

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都市圈科学的概念是"以中心城市职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为条件!由中心

城市与多个周边城市和地区共同构成的!以城市日常生活圈的空间范围为界限的一个多核

心的一体化的城市实体地域&

$%’!都市圈形成发展的基本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从东京’纽约’伦敦等典型都市圈的发展来看!良好的自然地理

条件对于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必不可少&其中!地形和水文条件尤为重要&世界上许多大

都市圈都位于开阔平坦的平原地区!良好的地形条件有利于都市圈内部城市基础设施的共

建共享!这是保证都市圈地域空间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地势起

伏较大的丘陵’山地地区不利于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水资源是制约都市圈发展的重要因

素!在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城市的规模都不会太大!因此良好的水文条件对于都市圈的形成

与发展至关重要&

$%’%$!区位条件!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区位条件!一般处于中心或门户区位

的地区!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潜力较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门户区位的重要性

越来越突出&东京’纽约’伦敦等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圈都拥有国际重要的海港和空港!发

挥着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

$%’%’!城市交通条件!都市圈内部发达的城市交通是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通常都市圈的综合交通网是以轻轨快速公共交通’城市高速道路和城市干线道路为骨架构

成的&其中!轻轨快速公共交通尤为重要&国外一些现代大都市圈!如日本的东京大都市

圈’大阪大都市圈’美国的纽约大都市圈’英国的伦敦大都市圈的综合交通网都是以发达

的轻轨快速公共交通为主!以其他交通为辅的&城市功能的扩散’人口的流动都离不开便

捷的城市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的共建和共享’环境资源的共同利用和保护’合理的产业分

工和城市间以及城市与区域间的分工’协作’互补都离不开便捷的城市交通&

$%’%(!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市圈的发展经验来看!在都

市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作用十分重要&都市圈的形成!往往需

要一个或几个经济实力较强’对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经

济实力强’市场范围广’服务功能全’信息交流频繁’扩散作用显著!容易发挥增长极的

作用!带动都市圈中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共同促进都市圈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

说!中心城市的繁荣强盛是都市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心城市极化功能的强弱与城市的

经济实力呈正相关&经济实力是综合指标!具体可通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产业结

构’国际化水平等指标来考察!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化水平更能反映出中心

城市的极化能力&中心城市的地位决定了都市圈的等级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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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都市圈认识的几个误区

!!都市圈是现代大都市地域空间组织的一种新的形态!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超越城市行

政区的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大’城市多核心的地域构造’城市间土地利用的整合和城市基础

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都市圈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欧美’日本等国

家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对于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所以!对都市圈的认识上还

有些混乱!并存在一些误区&其中!对于 0都市圈1和 0城市群1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城市

地域空间组织形式的混同非常普遍&我们经常发现国内的一些学者引用国外大都市圈的实

例来讨论城市群的发展问题!也时常看到一些关于 0长三角大都市圈1’ 0珠三角大都市

圈1’0京津冀大都市圈1’0辽中南大都市圈1的研究报告!以及一些令人瞠目的少则数万

平方公里!多则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圈规划的实践)#%!!$*&

!!实际上!准确的概念应当是0上海大都市圈1’0北京大都市圈1’0广州大都市圈1’0沈阳

大都市圈1和0长三角城市群1’0珠三角城市群1’0京津冀城市群1’0辽中南城市群1&0都市

圈1或0城市群1概念的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对0都市圈1的地域本质’形成机理’空间结构’类

型与规模等问题的认识不够科学&

’%&!关于都市圈的地域本质

!!在我国!引用最多的都市圈的一般概念是"由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

高度社会经济一体化倾向的周边地区共同构成的城市功能区)!#*&这一概念似乎无可非议!
但是对都市圈的地域本质的认识比较含糊&因此!许多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试图对都市圈

这一地域现象进行更为科学的解释&例如!徐琴认为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与若

干个相关的周边城市组成的!在空间上密切联系’在功能上有机分工’相互依存并且具有

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复合体)!!*&吴泓等认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以若

干个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为核心!通过经济辐射和吸引’带动邻接城镇和乡村!构成具有一

定特色的城市群体!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经济网络的圈层状结构)!>*&戴宾认为都市圈

属于城市群的范畴!是城市群的一种典型形态)!9*&

图!!城市群与都市圈空间尺度的概念图

XJB4!!YACDICERAO3782PDO7RCSC7DQFCZCEKCC8
bFZ78*BB32SCF7EJ28D78L@CEF2O23JE78)CBJ28

!!在这些关于都市圈的概念中!对于

都市圈地域本质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实

际上都 市 圈 属 于 同 一 城 市 场 的 作 用 范

围!是一个一定尺度的’更大规模的城

市实体地域&而非 0城市复合体1或0城

市群1&0城市 复 合 体1或0城 市 群1是 一

种虚体地域!用一种虚体地域概念来解

释都市 圈 的 实 体 地 域 的 本 质&实 际 上!
都市圈的 空 间 尺 度 比 城 市 群 要 小 得 多!
它只能是 构 成 城 市 群 的 一 个 核 心 部 分!
只能是城 市 群 中 的 一 个 发 展 水 平 更 高!
实现了城市间土地利用的整合和城市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局部 $图!%&

’%$!中心城市的辐射与扩散

!!对于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机理!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吸引和辐射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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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如!张伟认为都市圈比较完整的概念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 与 其 有 紧 密 社

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 系 与 协

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

!!在这一概念中!对于促进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的

解释有误&实际上促进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心城

市职能的空间聚集与扩散!而非中心城市职能的 0吸引与辐射1&用 0吸引与辐射1来解

释中心城市与 周 边 地 区 的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问 题!导 致 了 规 划 实 践 中 都 市 圈 空 间 范 围 的 扩

大化&

’%’!都市圈的类型与规模

!!目前!我国关于都市圈类型的研究尚不多见!学者们更加关注都市 圈 的 规 模&实 际

上!根据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地位’人口规模’地域范围和中心地职能!都市圈可以分为大

都市圈’区域性都市圈和地方性都市圈三种类型&每一类型的都市圈都有相应的规模&

!!大都市圈通常 是 以 一 个 发 展 水 平 很 高 的 世 界 城 市 为 核 心!由 多 个 邻 近 的 市$地%’县

$市%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大空间尺度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可在#"$$!>$$$万人左右!地域

范围的半径在"$!<$IS左右!部分城市功能具有全球意义!中心地职能具有广泛区际意

义!其吸引和辐射范围在数万平方公里&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圈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圈

之一!人口规模约为!=$$万人!地域半径约为"$!<$IS!实质性城市化地域的面积约为

>!$$IS!!吸引和辐射范围达到关东平原的广大地区&我国的北京’上海’沈阳’广州都

将发展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都市圈&武汉也有望发展成为我国第五个大都市圈&

!!区域性都市圈通常是以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多个邻近的市

$地%’县$市%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一个空间尺度居中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可在"$$!#$$$
万人左右!地域范围的半径在>$!9$IS左右!中心地职能具有区际意义!其吸引和辐射

范围在数千平方公里&哈尔滨’长春’大连’成都’西安’南京’长沙’郑州等城市都可

以发展成为区域性都市圈&在我国这类都市圈的数量大约在!$个左右&

!!地方性都市圈通常是以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城市为核心!由多个邻近的县$市%的

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一个空间尺度较小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可在#$$!>$$万人左右!地域

范围的半径在!$!>$IS左右!中心地职能具有局部的区际意义!其吸引和辐射范围在数

百平方公里&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吉林省的通化’延吉’白城!辽宁

省的锦州’丹东等城市都可以发展成为地方性都市圈&在我国这类都市圈的数量 大 约 在

#$$个左右&

!!但无论是大都市圈’区域性都市圈还是地方性都市圈!它们的地域空间范围都是以当

日往返通勤范围为界限的!即所谓的 0日常生活圈1&在这一地域范围内!都市圈内部的

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通过整合!形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城市实体地域&因

此!都市圈的地域空间范围是可以通过具体指标来界定的!而不是简单的城市之间以及城

市与区域之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的人为的组合与无联系的拼凑&

!!都市圈地域空间范围的划界通常选用能够反映都市圈地域间内在联系的各类指标&这

些指标应该从城市日常生活的生产与消费两方面考虑!前者可用通勤联系!后者 可 用 购

物’服务业利用等指标&孙胤社以北京为实例!对我国大都市圈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并运用中 心 城 市 与 郊 区 的 客 流 量 作 为 主 要 指 标 对 北 京 大 都 市 圈 划 界 进 行 了 有 意 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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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都市圈的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

’%(%&!都市圈的地域结构!都市圈内部的地域结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规则圈层结构&
与城市 0日常生活圈1的空间分布相对应!可以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
核心圈是满足城市居民居住’就业’教育’医疗’购物等最基本需求的空间范围!基本上

相当于都市圈的城市的建成区#外围圈是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憩’对外交通等需求的空

间范围!基本上相当于以兼业和非农化趋势为特点的都市圈城乡结合部地区#机会圈是满

足城市居民不经常的某种需要的空间范围!基本上相当于为中心城市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和

基础资料的都市圈的近郊地区)!<*&这三个圈层通过都市圈内部的交通廊道相互连接!构

成一体化的都市圈地域实体&由于不同空间尺度的都市圈内部交通廊道的类型’规模的不

同!所以!不能按照简单的物理距离来确定各个圈层的空间范围&

’%(%$!都市圈的空间形态!受区域地形条件和城市交通条件的影响!都市圈的空间形态

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 0团状1形态!一种是 0带状1形态&

!!一般!分布在平原地区的都市圈的空间形态都属于 0团状1形态!受放射状城市交通

网的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沿主要交通廊道的扩散比较显著!因此!都市圈的圈层结构表现

出不规则的变形!都市圈的空间形态呈 0海星1状&这类都市圈通常规 模 较 大!等 级 较

高&东京’纽约’伦敦等一些世界级的大都市圈都属于这一类型&我国的上海’北京’沈

阳’广州等四大都市圈和哈尔滨’长春’郑州’徐州’西安’南京等区域性都市圈的空间

形态也属于这一类型&

!!分布在河谷地区的都市圈都是0带状1形态&由于城市建设用地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多!
所以城市的空间扩展只能沿河谷两侧进行&在城市建设用地连续分布的情况下!都市圈的

空间形态为典型的带状#在城市建设用地不连续分布的情况下!都市圈的空间形态为组团

与廊道形式的带状!这类都市圈通常规模较小!等级较低!我国的一些地方性都市圈的空

间形态属于这一类型!如兰州’重庆等&

’%)!都市圈的交通

!!都市圈现代化的交通体系的建设对于加强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和地区的联系!
促进都市圈内部城市土地利用的整合!实现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欧美’
日本等国家都非重视都市圈交通体系的建设&我国一些正在编制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也把现

代化的交通体系的建设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对于按照何种交通方式来建设都市圈

内部交通体系的问题还存在一些误区&一些都市圈的交通体系规划还是按照区域交通来设

计都市圈内部交通体系!而没有按照城市交通来设计都市圈内部交通体系&

!!如!在哈尔滨’南京’西安等都市圈的规划中都参考了国外都市圈的经验!提出了以

铁路’高速公路 等 为 主 要 交 通 通 道!构 筑 从 中 心 城 市 到 外 围 地 区#小 时 车 程’半 径 约

#$$IS左右的所谓 0#小时交通圈1的设想&这一设想是建立在交通系统高速行驶!中途

不停车的前提之下!是典型的城际交通的运行方式&

!!实际上!都市圈内部的交通体系是由城市快速轻轨’城市高速道路’城市干线道路’
一般道路等有机组成的综合交通体系!而铁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承担都市圈对外交通职能&
由于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城市职能在空间上连续分布!都市圈内部的交通必须提供频繁乘

降服务&频繁乘降服务指缩短停车站间的距离!频繁地停车载客和降客的运行方式&虽然

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工具都具有良好的高加速和高减速性能!但频繁停车必然会降低平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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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速度&城市快速轻轨交通的平均运营速度一般!在"$!%$IS+小时!如果按照城市快速

轻轨交通来设计都市圈内部交通体系!0#小时交通圈1的半径应当在"$!%$IS左右&

9!结语

!!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将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市场!为我国参与经济

全球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都市

圈建设与发展提到议事日程!许多地区相继开展了都市圈的规划和建设&由于我国对于都

市圈这一地域现象的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开展得比较晚!所以!对都市圈的类型与规模’
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空间形态’交通组织等许多问题依然缺乏深刻的认识!
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在指出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基础上!首先对都

市圈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把都市圈’都市区和都市群加以明确区别#其次对都

市圈规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都市圈规划与区域规划存在一定差别#然后对都

市圈的类型’级别和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都市圈可分为国家意义和区域意义的都市圈!
不同层次的都市圈其人口规模’空间范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本文认为交通体系的完善是

促进都市圈发展的核心!特别是快速交通网络可以使都市圈内部各节点有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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