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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与发展态势
!!!兼论点!轴系统理论与双核结构模式的空间耦合

陆玉麒 !!董!平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摘要"本文通过双核结构模式与点"轴系 统 理 论 的 有 机 融 合!有 效 地 解 决 了 我 国 主 要 产 业 轴

线的空间定位问题!据此测算并较为 深 入 地 分 析 了:<<$F!$$$年 主 要 产 业 轴 线 的 发 展 状 况’
并在从理论层面上廓清了双核结构模式与 点F轴 系 统 理 论 的 内 在 逻 辑 联 系 的 基 础 上!对 我 国

主要产业轴线的未来演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双核结构模式可以 深 化 现 有 的G型

开发模式!是我国沿海和沿江开发走向 深 化&空 间 范 围 拓 展 的 有 效 的 理 论 工 具’从 未 来 演 化

趋势看!沿海和沿江将一直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一级轴线#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环渤海地区"个沿海区域增长极继续得到 快 速 发 展 的 同 时!以 武 汉 为 核 心 的 汉 三 角 区 域 增 长

极将从我国中部崛起!成为我国第#个区域增长极’
关!键!词"点F轴系统理论#双核结构模式#产业轴线#空间定位

中图分类号"H:!<4<!!文章编号":$$$9$;I;$!$$#%$#9$;!:9$<

!!:<I#年基于点F轴系统理论而提出的G形开发模式(:"")!确定了我国应当重点开发

的一级轴线和二级轴线!主要观点于:<<$年被列入国家国土规划总体纲要’点F轴系统

理论提出以后!围绕其理论&方法及运用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深化了点F
轴系统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我们认为!为检验点F轴系统理论及其G形开发模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其中的一

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即通过近一段时期以来主要产业轴线发展态势

的定量分析!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检验基于点F轴系统理论所确定的主要产业轴线的正确

性!另一方面可以从应用角度对我国未来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化作出较为科学的预测’

:!中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

!!在进行我国主要产业轴线发展状态的测算时!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这些产业轴线的

空间定位问题’以G形开发模式所确立的主要产业轴线为基础!结合其他一些学者对主

要产业轴线的确定方案(>"I)!我们试图确定出相对统一的中国主要产业轴线体系!并能以

地图形式反映客观实际’然而研究表明!仅仅将现有的轴线予以简单的筛选和综合并不能

得到正确的结论’为此!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就成为研究我国主要产业轴线运

行状态的前提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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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区域开发的G型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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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开发模式所确定的主要产业轴线

!!基于点轴理论而确定的我国G形开发模式!根

据国家重点轴线的确定原则!提出了应重点发展的

产业轴线"一级轴线为海岸带与长江沿岸’二级轴

线为陇海线&西江,南昆线&黄河 上 中 游 地 带&北

同蒲,太 焦,焦 枝 线&哈 大 线&胶 济 线&成 渝 线

$图:%(:"!)’

!!图:展示了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基本空间框架!
然而!该图仅是示意图!无法严格地将其全部落实

到真实的地图上’

!"$!交通部确定的运输走廊

!!与确定主要产业轴线关系密切的是运输走廊规

划!国家交通部于:<II年对全国性的运输走廊作出

了规划设想!其确定的原则如下"$:%构成一个纵

横相连&由沿海向外辐射&内陆能达成圈&带两个

触角 $东北线&西北 线%的 网 络!连 接 除 海 南 以 外

的所有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有量大且稳定增长

的客货流’铁路和水运的年货运量大于:$$$Q:$#E!
公路的昼夜混合交通量大于!$$$辆’客货运平均密度大大高于各种公路网的全国平均密

度’$"%各条运输走廊跨越!"#个大区!连接""%个省&市&自治区!长度达:$$$"
#$$$R?’$#%个别通 道 的 客 货 流 量 虽 不 大!但 有 良 好 的 发 展 前 景’如 通 过 新 开 发 地 区&
伸向边疆!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国防意义!或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通道等’

!!据此!确定了我国重点建设的I条全国性运输走廊"$:%与哈尔滨至大连的铁路&输

油管道和高等级公路相连接的海上南北通道’$!%由铁路&京杭运河&高等级公路组成的

山海关至杭州的东部地带的南北通道’$"%由铁路&高等级公路和航空组成的北京至广州

的中部地带的南北通道’$#%由大秦&京包&京沈铁路和高等级公路组成的秦皇岛至大连

的北部东西通道’$;%由铁路&高等级公路组成的天津至太原以远的东西通道’$>%由铁

路和高等级公路组成的连云港至新疆的东西通道’$%%以长江为主干!与相应的铁路&高

等级公路&航空所组成的上海至重庆的东西通道’$I%以珠江水系和铁路&高等级公路所

组成的广州至昆明的南部东西通道(<":$)’

!!点F轴系统理论与一般区域开发理论的主要不同!是特别注重线状基础设施在区域开

发中的作用!因此!我国运输走廊的确定对我们确定主要产业轴线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

而!运输走廊虽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概念!但基本属于交通运输范畴!故轴线的确定

更多的是从交通运输角度得出的结论’

!"%!双核结构模式与主要产业轴线的确定

!!以点F轴系统理论和国家交通部所确定的上述主要产业轴线为基础!结合国内其他学

者对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阐述!不难确定出我国的主要产业轴线为"$:%一级轴线"沿海

轴线&沿江轴线’$!%二级轴线"京广线&哈大线&京包,包兰线&陇海,兰新线&南昆

线&北同蒲,太焦,焦枝,枝柳线&胶济线&成渝线’

!!上述方案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即二级轴线的空间尺度差别太大’成渝线&胶济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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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兰新线的空间尺度显然不成比例’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引入区域双核结构模

式’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形成机理!并指出我国沿海和沿江地

区广泛存在着双核结构现象!即沿海地区有沈阳F大连&北京F天津&济南F青岛&徐州

F连云港&杭州F宁波&广州F深圳&南宁F北海等!沿江地区有成都F重庆&长沙F岳

阳&南昌F九江&合肥F芜湖等(::)’

!!将上述图:与参考文献 (::)的图:结合起来!即可确定出我国的主要产业轴线并对

其予以科学的空间定位"$:%一级轴线"由沿海轴线 $包括京津线&胶济线%和沿江轴线

$包括成渝线&南昌,九江线&合肥,芜湖线%组成’其中括号中的轴线!称为依附于一

级轴线的附属轴线或称辅助轴线’$!%二级轴线"共>条!即京广线&哈大线&京包,包

兰线&陇海线&成昆线&北同蒲,太焦,焦枝,枝柳线 $图!%’

图!!中国主要产业轴线分布图

HAJ4!!GPDLASEKAT7EA2C2ONKA?@K8ACL7SEKA@3@UDSAC.PAC@

!!从图!中可以看出!双核结构模式与基于点F轴系统理论的G形开发模式的空间融

合表现为以下方面"$:%将原来空间尺度较短且是双核结构类型的二级轴线!以附属轴线

或辅助轴线的方式处理!包括成渝线与胶济线’$!%虽然属双核结构类型!但与一线轴线

或二级轴线重合的!则不予单独列出!包括重合于一级轴线的杭州F宁波&广州F深圳!
以及重合于二级轴线的沈阳F大连&徐州F连云港&南宁F北海&长沙F岳阳’$"%原来

一些难以处理的城市定位现象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如北京!在图:中表现为一个孤

立的点!因为北京与天津的距离超过;$R?而难以简单地列入沿海一级轴线上’由于北京

F天津组成一双核结构!故现处理为沿海一级轴线的附属轴线!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北京市

在我国主要产业轴线体系中的空间定位问题’$#%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方案中!虽然合肥F
芜湖与南昌F九江轴线从未列入国家一级&二级轴线的考虑范围!但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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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推延!由于两者均构成双核结构现象!故将其处理成沿江一级轴线的附属轴线’

!!事实上!!$世纪<$年代以来的沿江开发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

统理论结合从而科学地确定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可行性’按照点F轴系 统 理 论!我 国G
型开发模式中的沿江地带是指上海至渡口长江干流两侧;$R?范围内的地域’但一些沿江

省份如江西&安徽&湖南等!都将位于长江干流;$R?以外的省会城市列入沿江开发的范

围!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统盘考虑’例如!江西作为长江经济带的组成省份!虽然只有九

江一市位于长江沿岸!但经赣江及境内公路&铁路!可辐射到全省几乎所有地市!这是江

西参与长江开发开放的重要基础’据此!江西将参与长江开发开放的地域范围界 定 为 九

江&南昌&景德镇等"市’其中!核心是由九江与南昌构成的双核结构(:!":")’

!!主要产业轴线的发展态势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区域空间结构格局也有 了 较 大 的 变 化’
主要轴线的变化态势则是区域空间结构格局变化的典型体现’因此!对我国主要产业轴线

的变化态势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无论是对于我国区域空间格局变化的总体判断!还是对

未来演化趋势的科学预测!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表!!!&&’!$’’’年中国主要产业轴线发展状况

#()"!!#*+,+-+./01+234536(35/2/70851(8952,64385(.(:+452;*52(78/1!&&’3/$’’’

轴线类型 轴线名称 市区人口 $:$# 人% 市区非农业人 $:$# 人% &V+总量 $:$I 元%

:<<$ !$$$ 增长率 $W% :<<$ !$$$ 增长率 $W% :<<$ !$$$ 增长率 $W%

一级轴线 沿海轴线 ;;%#4!$ <$$$4"> #4<: !;<;4%> "%<"4%$ "4I$ !:!<4>< :<;"!4%> !#4I:

沿江轴线 #::>4<# ;<<;4<! "4I" !#>"4!" "";:4#> "4:" :#<;4:< ::";:4"" !!4#%

附属轴线 京津轴线 :"I%4$> :I!>4>< !4I$ :$;%4<: :!%%4;; :4<$ ><%4<! "<!!4!: :I4I#

胶济轴线 :!%!4": :%;I4I" "4!< ;:<4#; ><!4I> !4<! "I"4!# !I$"4>! !!4$!

成渝轴线 <%>4%I !!!:4!; I4;% ;:>4:# I">4"> #4<# !;#4<I !$::4!% !!4<#

昌九轴线 !I$4<" "">4!" :4I: :;"4>$ !$$4;: !4%$ ;%4%! #;>4;> !!4<I

合芜轴线 !<:4"# "";4%" :4:# !;!4<; !<%4%! :4># I!4#: #I"4>: :<4">

二级轴线 哈大轴线 !!"<4$: !><<4%# :4I< :;!;4<# :%%$4!% :4;$ %;>4$" ##;:4: :<4#

京包轴线 :>!>4$! !:"$4!$ !4%# ::%!4>! :;$"4;< !4;" %$:4": ">%>4$< :I4$!

陇海轴线 !$;"4%; ":I:4<< #4#I :$<:4%$ :>#<4;< #4!: ;"%4>! "#I<4I: !$4;%

南昆轴线 #;:4;! ;>>4;: !4"$ !::4%! !I<4%% "4:I :!"4!> #><4%% :#4"!

京广轴线 #:#:4"I >"><4I% #4#$ !"<<4II ""I"4"I "4;$ :#%;4;> ::###4!! !!4%"

同柳轴线 :%;:4I" !;$>4># "4>; %>"4!" ::#;4#< #4:# #":4%; !#!"4"$ :I4I"

$"!!主要产业轴线的发展态势

!!在确定了我 国 的 主 要 产 业 轴 线 以 后!即 可 根 据 相 关 的 统 计 数 据!计 算 我 国:<<$"
!$$$年主要轴线的发展变化状况’测算方法如下"$:%以上述轴线为核心!一级轴线两

侧;$R?&二轴线两侧"$R?为其计算范围’$!%计算范围内的县 $县级市%&地级市等!
只要其行政中心所在地在计算区间内!则计算其全部辖区的产值’$"%两条轴线交会点的

城市!计算时予以重复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从表:可以看出!:<<$"!$$$年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以下特点"

!! $:%:<<$"!$$$年!我国&V+年均增长率为:%4:IW $均按可变价格测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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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昆轴线外!其他一&二级轴线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都要明显高于和快于全国的平均

水平!体现出作为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经济隆起水平和发展的潜力所在’

!! $!%在上述轴线中!沿海轴线集中了中国几个工业最发达的经济核心区!即长江三

角洲&辽中南&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

放区等构成的综合性开放格局#沿江轴线则形成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为中心

的沿江经济走廊’因此!沿海和沿江两条一级轴线!人口总量多!经济规模大!发展速度

快!已明显体现出带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轴的作用’

!! $"%在沿江一级轴线上!成都,重庆&南昌,九江&合肥,芜湖等几条主要的附属

轴线的发展速度基本上与作为主干的沿江轴线的发展速度相同!表明沿江的开发已不再限

于所限定的;$R?的范围!而是已进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 $#%二级轴线的发展速度差别很大’一方面!京广轴线的发展速度已与沿海和沿江

的一级轴线相同!表明!$世纪<$年代中部地带出现了加速发展的新态势’对此一些学者

已作过专门的分析’另一方面!主要的二级轴线的发展速度还不是很快!南昆轴线的发展

速度尚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二级轴线的发展还有较大的潜力可挖’

$"$!主要产业轴线的发展趋势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今后一定时期内!各地区工业结构及区域之间的分工会 有 所 变

化!但区域空间格局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本文仅从总体角度!对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主要

产业轴线的变动大势作初步的判断’

$"$"!!沿海和沿江轴线在较长时期内将依然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轴

!!由沿海和沿江轴线构成的G型开发模式虽然以点F轴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但与在

点F轴系统理论基础上衍生出的其他轴线开发模式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由沿海

和沿江构成的G型结构都属水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因此!G
型开发模式是一种水轴开发模式’

!!水运作为各种运输方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之所以在现代运输方式中依然占据重

要的地位!主要是源于其低廉的运输成本"$:%由于航道主要由天然形成!故投资少’据

统计!内河航道每R?的投资大约只及公路的:-:$&铁路的:-:$$’$!%运输成本低是水

运最突出的优点!如美国内河航运的运输成本只有铁路运输的:-;":-#!海运运输成本

只有铁路的:-I强’$"%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力需要量减少’例如!我国内河与海洋运输

的劳动生产率!分别约为公路运输的:"倍和!$倍’并且!无论海上航道还是内河航道!
水运的通过能力几乎都不像铁路运输那样受到明显的限制’

!!对于沿海轴线来说!海岸带之所以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发建设的重心所在!是由其

一系列优越条件所决定的"$:%优良港湾河口地段!是建设联结陆域腹地和沿海城市的枢

纽,,,港口的前提’港口发展既是海岸轴开发的组成部分!又是整个海岸轴开发的重点’
$!%位于陆地和海洋的界面!易于参加广大区域范围的社会经济活动!易接受其他地区&
国家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影响’另外!由于大宗货物如能源&原材料&机器设备&粮食等主

要靠水运!故这些物资的发送地和到达地大多位于海岸地带’$"%具有很大潜力的土地和

空间资源!环境问题较易得到合理解决’$#%可以充分利用海运代替日益稀缺的淡水’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年全国国土规 划 最 终 确 定 的 一 级 轴 线 除 沿 海 和 沿 江 外!还 加 了 沿 线 $陇 海F兰 新

线%!即由G型模式转化成了$型模式’从是否是水轴角度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陇海F兰新线 的 发 展 潜 能 远 不

能与沿海与沿江这!条轴线相比#全国的一级轴线只能是沿海和沿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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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沿江轴线来说!重视沿江沿河两岸布局企业!建设工业走廊和产业密集带!是世

界各国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一种重要趋势’这源自于以下两个突出的优势"$:%沿河布置工

厂可充分利用河运之便’由于水运具有运价低&劳动生产率高&运 载 量 较 大 等 优 点!所

以!沿江河建厂!可以使工厂原材料&燃料和产品的运费大大降低’这对大运量的工业企

业!如冶金&建材&化学等部门更具有重大意义’$!%水资源丰富!特别适合于大耗水工

业的布局’水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更是大耗水工业布局的前提条件’

!!总之!沿海和沿江两条轴线作为我国的一级轴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内 在 的 必

然’这种必然性源自于这两条轴线资源&区位&科技&经济以至发展潜力的综合作用’因

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两条轴线将继续是我国的一级轴线!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轴’

$"$"$!沿海三大区域增长极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汉三角将成为我国第#个区域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开发的重点一直置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此背景下!沿海三大

区域增长极!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驱

动功能更趋明显’这对于我国当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十分正确的抉择!但从未来

的发展趋势看!我国的第#个区域增长极!即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的汉三角已呼之欲

出’*中部兴!则中国兴+!因势利导!加快这一新的区域增长极的形成!以充分发挥该区

域增长极的区域扩散功能!完善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布局!无疑是!:世纪中国宏观空间

布局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显然!随着以武汉为核心的汉三角区域增长极的崛起!武汉至上海的沿江地带在全国

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将大大提高’其实!从更大范围的空间尺度看!武汉 $区域中心城

市%与上海 $港口城市%本就构成一双核结构’如果借鉴美国由芝加哥 $区域中心城市%
和纽约 $港口城市%双核结构而构建 *国家经济地理横轴+的发展经验!由武汉与上海这

一双核结构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的 *国家经济地理横轴+!亦即是影响我国未来区域空间结

构最主要的一个驱动轴’

"!双核结构模式与点轴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

!!前面分析表明!由于将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统理论融于一体!故较为可信地确定

了中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这说明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统理论存在着内在的逻

辑联系’从理论上廓清两者的内在联系!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点<轴系统理论与双核结构模式都属于轴线理论#但侧重点不同

!!众所周知!点 $城镇等%&线 $交通等线状基础设施%&面 $农业等%构成区 域 三 要

素’而在区域三要素中!点&线又是核心’原因在于!现实中几乎所有的产业!尤其是工

业&交通运输业&第三产业&城镇等都是产生和集聚在 *点+上!并由线状基础设施 $铁

路&航道&公路&管道&能源和水源供应线&邮电通信线等%联系在一起’农业生产虽然

呈面状!但农业生产的管理&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出售等基本上在各级城镇进行’

!!这样!依据点线组合的不同!区域开发理论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点为核心#
$!%以点线结合为核心#$"%以线为核心’显然!中心地学说属于第一种类型#运输走廊

属于第三种类型’而点F轴系统理论与双核结构模式则属于第二种类型’例如!在中心地

学说中!点是核心’即使是在考虑了交通影响下的XY#图式中!线状设施依然仅仅是一

个考虑因素而已!仅仅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在点F轴系统理论中!点与轴都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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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设施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因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正是由于点F轴系统理论与双核结构模式都属于综合考虑点线后的产物!故依据点F
轴系统理论和依据双核结构模式所确定的空间形态是近似的!都以开发轴或发展轴的形态

出现’这是两者在形态上的最大共性’

!!然而!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点F轴系统理论是先确定线后确定点!或者说!
在点轴的确定过程中!线的重要性要高于点的重要性’而在双核结构模式中!是先确定点

后确定线!点的重要性远高于线的重要性’换言之!如果在点与线之间建一谱系!则点F
轴系统理论更靠近运输走廊一些!而双核结构模式更靠近中心地学说一些’事实上!从理

论渊流看!!$世纪>$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的运输走廊理论本就是点F轴系统理论的主要理

论渊流之一’

!!应该说!这种同中有异的特性!是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统理论能予以有机融合的

科学基础’

%"$!依据点<轴系统理论与依据双核结构模式确定开发轴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随着连结各中心地的重要交通干线 $铁路&公路等%的建立!形成了新的

有利的区位!方便了人口的流动!降低了运输费用!从而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新的交通线

对产业和劳动力具有新的吸引力!形成有利的投资环境!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线聚集并产

生新的居民点’这种对地区开发具有促进作用的交通线被称为点轴’

!!将点F轴系统理论用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践中!就是实施点轴开发战略’所谓点轴

开发!*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若干个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及地市间线

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予以重点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即是G型开发

模式的提出’

!!上述关于点F轴系统理论的陈述表明!依据这一理论确定出来的开发轴线没有对轴线

的始点和终点作出严格的界定’或者说!虽然主要产业轴线落实到地图上表现为有端点的

一条线!但点F轴系统理论本身并没有对为什么是这样的端点作出理论上的界定’

!!双核结构模式在区域上也体现为一条轴线!但这样的轴线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双核结

构模式所揭示的是某个区域中两个不同功能的城市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具体而言!在同

一个区域中!港口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形成一种固定的空间结构现象!就在于这

种空间组合可以实现区位上和功能上的互补’原因在于!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充分发挥

作用!在其他因素相同时!其对区位的最基本要求是趋中性!即应当尽可能位于所在区域

的几何中心’然而!与区外交往的需要!则拉动中心城市的区位向区域边界方向推移!以

致有不少区域中心城市位于区域边界上’显然!这虽然利于与区外的交往!但并不利于对

所在区域的带动’而双核结构则兼顾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双核结构实现了区域

中心城市的趋中性与港口城市的边缘性的有机结合!所以成为区域发展中的一种比较常见

且效率较高的空间结构形式’

!!换言之!在一个区域中!作为双核结构而体现出的轴线!其起始点必然一端是港口城

市!一端是区域中心城市’这就对这一类型的开发轴线有了严格的端点城市的限制’

%"%!国家一级轴线的临水性决定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双核结构模式耦合的可能性

!!学术界以 往 很 少 注 意 论 域 这 一 科 学 术 语!但 这 却 是 理 解 某 一 科 学 理 论 的 关 键 性 术

语(!!"!#)’论域是一个在哲学&科学学&逻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广泛运用的基本

概念!不同的学科对论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科学学角度而言!所谓论域!就是指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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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适用范围(I)’从论域角度看!点F轴系统理论的适用范围广!基本上不存在应用上的

地域限制#双核结构模式的适用范围则要狭窄得多’从其定义上即可看出!双核结构模式

只适应于江&河&海等有港口城市分布的地区’这就决定了综合运用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
轴系统理论的结合!会受到地域上的严格限制’

!!我们前已指出!我国由沿海和沿江组成的国家一级轴线!其最主要的特性恰恰是其临

水特性!故可以 *水轴+相称’这就为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统理论融合提供 了 可 能

性’换言之!虽然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统理论由于适用范围的不同!而不可能在全国

范围内普遍匹配!然而至少在我国沿海和沿江地区!两者的组合能获得理想的结果’也就

是说!将双核结构模式与G形开发模式结合起来!无疑可以使我国沿海开发和沿江开发

的空间结构更趋合理化’

#!结论与讨论

!!点F轴系统理论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多方关注!尤其是在我国区域开发实

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试图通过区域双核结构模式与点F轴系统理论的融合!一方

面回答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理论定位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解决中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

定位问题!尤其是解决沿海和沿江一级轴线的空间扩展问题’

!!从进一步的研究角度看!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以后深化研究"

!! $:%对于轴线的确定!如何由目前的定性判断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判断#

!! $!%从定量角度更为科学地评估我国不同等级主要产业轴线的发展潜能#

!! $"%将现有的轴线开发战略与都市圈战略有效地融为一体!从而对中国区域发展提

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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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DAE7CJ!XADNDCPD7DK4[AES]P!_DK3AC!:<%$4
(:>)!V7CC!’V&404GPD‘@KRDE+2EDCEA@3.2C]DNE@CLEPD*C@38SAS2O/2]@EA2C"++)0*41234%!:<;>4
(:%)!-S@KL[4‘DEP2LS2O)DJA2C@3*C@38SAS"*C-CEK2L7]EA2CE2)DJA2C@30]ADC]D4.@?TKALJD!:<>$4
(:I)!(EKD?T@’)@7?2KL7CJ4)@7?O2KS]P7CJ7CL&D2JK@NPAD"-CSEAE7EO7K)@7?O2KS]P7CJ!-CO2K?@EA2C!:<;"4
(:<)!_2MDCEDK’140E@CL2KEDCES]PDAL7CJ7CL)@7?SEK7RE7K4,@CC2MDK!:<%<4



!#期 陆玉麒 等"中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与发展态势 ;!<!!

(!$)!陆玉麒4论点F轴系统理论的科学内涵4地理科学!!$$!!$$$!%":">":#"4
(!:)!陆大道4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F提出点轴系统和G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4地理学报!!$$:!?>

$!%":!%":";4
(!!)!温华4论域在传统形式逻辑中的逻辑意义4江汉大学学报!:<<;!$;%"%""%I4
(!")!宋海波!顾君忠4面向对象的企业模型(1’)‘4微型电脑应用!:<<I!$"%"#;"#<4
(!#)!肖峰4科学技术学及其论语4科学学研究!:<<<!$"%"!$"!#4

#*+40(35(../A(35/2(2,,+-+./01+234536(35/2/71(B/8
52,64385(.(:+452;*52("(,54A6445/2/23*+A/60.52C
/7D/.+E(:54#*+/89(2,F6(.E26A.+5G386A368+0(33+82

/ab79BA! V(5&+ACJ
$.233DJD2O&D2JK@NPA]@30]ADC]D!5@CcACJ52K?@3aCAMDKSAE8!5@CcACJ!:$$<%!.PAC@%

H)438(A3"_@SDL2CEPD+23D9@UASGPD2K8!*G+LDMD32N?DCEN@EEDKCd@SN7EO2Kd@KLAC
:<I#!dPA]PDSE@T3ASPDLEPDNKA?@K8ACL7SEKA@3@UDSAC.PAC@OK2?Ed23DMD3S4_7EEPDNKD9
]ASD32]@EA2C2OEPDSDACL7SEKA@3@UDSAS@TSDCEPAEPDKE2@CLEPDKDAS2C38SRDE]P?@N2OEPAS
N@EEDKC4Gd2KD@S2CS@KD@]]27CE@T3DO2KEPDNK2T3D?S?DCEA2CDL@T2MD"EPDLASNK2N2K9
EA2CTDEdDDC@KEDKA@3@UAS@CLSD]2CL3DMD3@UAS2CEPDSN@EA@3S]@3D#@CLEPDLDE@A3DLKD32]@9
EA2C2OS2?DACL7SEKA@3@UDS4GPK27JPEPD2KJ@CA]@?@3J@?@EA2C2OV7@39C7]3DA0EK7]E7KD
N@EEDKC@CL+23D9@UASGPD2K8!EPASN@NDKKDS23MDSEPDNK2T3D?2OEPDSN@EA@332]@EA2C2ONKA9
?@K8ACL7SEKA@3@UDSAC.PAC@!@3S2?D@S7KDS@CL@C@38̂DSACLDE@A3EPDAKLDMD32N?DCESAE79
@EA2COK2?:<<$E2!$$$4_DSALDS!T@SDL2CEPD]3@KAE82OEPD32JASEA]KD3@EA2CSPANTDEdDDC
V7@39C7]3DA0EK7]E7KDN@EEDKC@CL+23D9@UASGPD2K8!EPDNKA?@K8ACL7SEKA@3@UDSeKDM237EA2C
EDCLDC]8d@SO7KEPDK@C@38̂DLACEPASN@NDK4-Ed@SACLA]@EDLEP@EV7@39C7]3DA0EK7]E7KD
N@EEDKC]@CLDDNDCEPDDUASEACJ=G=LDMD32N?DCEN@EEDKC!@CLAEAS@CDOOD]EAMDEPD2KDEA]@3
E223E2NK2?2EDEPDK@ASD@CLEPDSNKD@L2O]2@SE@3TD3E@CLEPDKDJA2C@32CJEPDb@CJ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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