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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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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实地调研和对 自然地理备件、区住因素等分析．认为西部地区城 市发展面临着脆弱的生 

态环境和不利 的发展 区住．发展成本和发展难度均 高于其他省 区；西北地 区城市发展 ．是政治、经 

济、自然蒂件、资源、民族与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应注重多种因素的交叉协调．寻 

求其共同作用的平衡点 以保证城 市发展的合理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最后以新疆城市、黄河上游 

域市群带为倒．指出新疆应烈发展走、中城市为主体+带动周围小城市、镇的发展：黄河上游地区以 

兰州、西宁为 中心．确立共 同的城市与经济发展 目标，建设成烈高科技为主导．以资源精细加工为支 

柱的现代化城市群带 

关 键 词：西北地 区；城市发展 ；城 市结构：区位因素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274 x(2001)05 0421—05 

1 城市发展的环境与基础 

我国的 自然地理条件+决定 了生态环境同世界 

相比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在我国的地域范围内，西北 

地区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 ．生态环境更为脆弱 ．荒漠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I／4。新疆荒漠面积达 102．3× 

l： 。km ．占全疆国土总面积的 61 63 绿洲总面积 

约 G×1 0 km ．占全疆 国土总面积 的 3．61 。甘肃 

荒漠、盐土等面积达 26．3lX10 km ，占全省国土总 

面积的 57．90 ，耕地 面积 4．85×10‘km +占全省 

国土总面积的 10．67 。青海省荒漠、山地面积达 

3{．4OX1 km ，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44．7O％。河 

谷丘陵地面积 4．2j×10 km。，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j．89 

西北 地区城市周 围的地域环 境有一定的特殊 

性．城市密度低．空问分布呈群带、组团、申珠、散点 

等多种形态 ．城镇分布较密集 的区域主要有以西安 

为主的关 中地 区，以兰州 、西宁为主的黄河 上游地 

区．以乌鲁木齐为主的北疆地区，以银川为主的宁夏 

平原地区 4个城市群带，每个城市群带都有 自己特 

定的环境和发展特点 城市发 隈面临着脆弱 的生态 

环境和不利的发展区位。发展成本和发展难度均高 

于其他地区。 

2 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民族文化因素 

2．1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分布 

西北地区是我国多民族汇聚之地 ．共有 47个民 

族成分 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少数民族人口‘l997j 

分别为 1 057．95万人，227万人 ，2l2万人和 1 78．75 

万人+占各省 (区)总人 口的比重分别为 61．58 ． 

9．38 ，42．8 和 34．3l 。从地域空问分布上看． 

新疆的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乌鲁术齐、克拉玛 

依、石河子、哈密等城市和垦区．少数民族按人数多 

少依次为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锡 

伯等民族。甘肃少数民族有回族 藏族、东乡、裕固、 

保安、蒙古等，主要分布在临夏(回)、甘南(藏)两个 

自治州和肃北、肃南等县。青海少数民族中藏族和回 

族人 口晟多，分别占总人口的 20*87％和 1 4．52 

藏族主要分布在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自治 

州，回族、土族等主要分布在西宁市及海东地区 宁 

夏少数民族 以回族为主+其他少数 民族仅 占总人口 

的0 49 ；回族主要分布在固原、银南两个地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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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人IZI占宁夏回族人口的83．2 。陕西省少数民 

族人口较少，回族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南各城市中。 

2．2 多元交汇复台的文化体系 

西北地区在地域环境上是东亚、南亚 、西亚、北 

亚文化的结合地带，在社会生产方式上，是土地文化 

和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在宗教哲学体系上，是中原 

懦学、道、佛教与伊斯兰、藏传佛教的结合地带；从民 

矗复类别上看．是汉族文化与突厥文化、吐著文化、蒙 

古文化等多民族文化的结合地带，多元因素的交汇 

融合．形成西北地区独有的文化体系。 

从表面上看，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主流可分为陕 

甘汉文化、新宁甘伊斯兰文化、青甘藏传佛教文化， 

但这三大文化主流并不是界线分明和独立纯粹的， 

而是在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多元交汇、 

多元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今天，每一民族文化主流 

也都是多个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形成主体民 

族文化的多维性．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西北文化 

体系及多维度的文化结构。 

2 3 多元民族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黄河上游地区在多元文化的交汇复合作用下， 

宗教文化比较复杂。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等原因，民 

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 尚欠发达，已成为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点问题。在黄河上游民族聚居地区，受资源、 

能源、交通、通信和经济环境的约束，国家布点建设 

的大中型工业项 目极少，当地政府也因资金、技术 、 

人才、市场等软环境不具备 ，而无力发展地方工业 ， 

没有现代化工业做支柱，以传统农业为产业主体是 

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地域，民族之间不同 

的生活习俗、不同的宗教文化心理因素、不同的生产 

经营方式、不同的社会聚合作用，使城市内部少数民 

族聚居区难以进行有效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生活环 

境滞后于城市发展。虽然我们党和政府实行了一套 

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但在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文 

化的创造性结合、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向集约经济、 

知识经济的转变、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与现代城市社 

会生活的结合等方面力度不够，影响了多民族携手 

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3 西北地区城镇发展问题透视 

新疆地域辽 阔，国土面积约 166X10‘km ，比江 

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 

广东 10省的国土面积总合还多 。绿洲的面积少 ，而 

且被分为大小 1 500多块，分散在山盆结合地带。绿 

洲的分散性 ，客观上决定了城镇的分散性，这种地域 

辽阔与宜人居环境狭小分散的矛盾，成为新疆城镇 

体系结构不能像我国东南地区或华北平原地区那么 

有序的客观原因 ，形成新疆地理环境条件下特定的 

城镇分布结构。 

新疆各城市间的距离较大，城市间平均距离达 

958 km，首府乌鲁木齐距各地州所在城市的平均距 

离为 74．1 km。东起木垒，西至乌苏。北至克拉玛依的 

北疆城市群带，东西长约 4．60 km，至 1997年共有地 

级市 3座 ，县级市 5座 ．县城 7座 ，占全疆不同等级 

城市的比重为 ：地级市占全疆的 100 ，县级市占全 

疆的 31 ，县城 占垒疆 的 10 。组团状空间分布形 

态有喀什组团、伊宁组团等。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城镇 

分布较为均匀，如阿勒泰 和塔城附近呈散点状，其 

余则呈现为线型串珠状分布。 

由于区位、自然资源条件等因素，新疆经济及城 

市发展中具有优势与劣势同构的特征：有与中亚 5 

国接壤 的区位优势，但却存在与 中亚 5国资源同构 

(如石油、天然气、煤炭、棉花、羊毛等)的劣势；有国 

土面积辽阔的优势，但却有绿洲面积甚小、生态环境 

脆弱的劣势；有阿拉山口国家一类铁路口岸的优势， 

却有自然环境恶劣，难以形成类似满洲里、二连浩特 

口岸城市 的劣势；与东南沿海相 比有较大 的资源优 

势，却有远离市场、运费高昂的劣势；有新亚欧大陆 

桥横贯北疆的优势，却缺乏高科技含量、高艺术品位 

和高工艺水平的产品 。 

黄河上游城市群带是指兰州、西宁两个省会城 

市及周 围的区域，北至永登，南至临洮，东起会宁、西 

至湟源。东西长约 360 km，南北最宽约 1 60 km。是 

西北地区城镇密集的区域之一，兰州、西宁仅相距 

1 92 km，是西部地区相距最近的省 会城市。从城市 

等级上分析，包括特大城市 1座(兰州)、大城市 1座 

(西宁)、中等城市 1座 (白银)和小城市(县城，下 同) 

24座 ，各城市基本情况见表 1。 

黄河上游城镇密集地区，是依托于 自然环境条 

件(如河谷JIl地)和历史上民族聚居、交通干道、矿产 

资源开采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城市群带是按照自然 

条件、区域空间分布上的经济流线、交通等基础设施 

的联系等因素界定的。在城市群带内部，从城市规模 

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表征为城市发展的不 

平衡性 。 

从社会、经济 、城镇发展等多个层面分析 ，西北 

地区的城市发展面临以下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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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河 和政 积石山 西宁 大通 民和 循化 化隆 平安 湟中 湟源 互助 乐都 

资 科 来 源 ： 甘 肃 年鉴 (1998)；胃 j母省 甄计 年 鉴 【1998) 

@表中建成 珏面积为甘肃 (I996)、青海 (1997)城市 (JA城)建设统计年报 的数据 。 

3．1 大部分城镇仍处在农耕社会阶段 市规模很小。黄河上游城市群带非农业人口在 4万 

从产业结构上分析，4个城市群带中第一产业 以下的城市有 20座，占城市总数的74 。城市化水 

大于 40 的比例为 ：黄河上游城市群带有 1 7座城 平不到 1O 的城市有 1 6座，占城市总数的 6O 宁 

市．占城市总数的 63 ；北疆城市群带有 7座城市， 夏平原城市群带非农业人口在 4万 以下的有 5座城 

占城市总数的47 ；宁夏平原城市群带有 6座城 市，占城市总数的 42 。关中地区城市群带非农业 

市．占城市 总数的 j0 ；关 中城市群带 有 18座城 人 口在 4万 以下 的城市 有 19座，占城 市总 数 的 

市．占城市总数的 40．91 。一般认为 ，当第一产业 43．18 ，城市化水平 不到 lO 的城市有 18座 一占 

比重大于 l0 时，表明城市尚停留在工业化的初期 城市总数的41 。大部分小城市职能单一，聚集辐 

阶段 从西北地区城镇现状来看．大部分城镇仍处在 射能力有限，仅是作为行政区划的中心和周围乡镇 

农耕社会 这些城镇如何跨人信息社会，是西北地区 的集市贸易中心。 

城市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且十分艰巨的课题 ，与现 3．4 民族自治区(县)多 

代化信息社会相衔接，无疑是一个任重道远 的艰巨 在西北地 区，新疆 、宁夏均为少数民族 自治 区， 

任务 青海有藏族自治州 6个。在黄河上游城市群带内，甘 

3 2 经济水平低 ，贫困城市 多 

在黄河上游城市群带中，1997年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在 3 000元以下的有 21座城市 ，占城市总数的 

?8 ；国家 扶持 的 贫 困县 19个 ，占城 市 总数 的 

70 关中城市群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 000元 

以下的有 27座城市，占城市总数的 61．36 。 

3．3 城市规模小 ，发展起点低 

大部分小城市是传统行政区划的管理象征，城 

肃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市)7座(临夏市、和政、康乐、 

广河 、临夏、东 乡、积石山)；青海有 少数 民族 自治县 

5座(大通、化隆、互助、循化、民和)，两省台计共 12 

县(市)，占城市总数的 44 。这仅是从行政区划上 

的分类，在西北地区，大多数城市都有少数民族聚居 

区 

3．5 城市发展基础薄弱 

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分析，农耕(牧)经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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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十分有限的，城市发展缺少经 

济上的推动力。从人均拥有两项城市维护建设资金 

丹析(1 995)．新疆城市为 329．78元，县城为 100．68 

元；甘肃省城市为 85．5元，县城为 30．44元，其中临 

夏市仅为 7元；青 海省城 市为 81元 ，县城为 29．02 

元。甘、青两省微薄的城市建设投入，使城市发展极 

其困难 。 

4 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对策 

4．1 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上世纪末期，世界经挤向全球化、知识化方向转 

移-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与信息和通讯技术相关的 

产业发展迅速，知识、信息、技术和人才在全世界范 

围内流动．城市发展国际化并逐步形成新的世界城 

市 网络．形成西北城市跨越式发展 的新机遇和外部 

环境。我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西北城市 

发展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政策环境 ，大量 

资金、技术、人才的逐步投入，加速了西部大开发的 

启动进程。西北地区有特定的自然生态、资源条件和 

人文社会因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并不一定要套用 

东部沿海地区的模式，而应根据西北地区的社会、经 

济、资源等特定的条件来进行。 

在西部大开发中，更应注重 以人为本 ，提高人口 

文化素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加大对民族聚居区的 

建设力度。地方政府应以立法的形式，杜绝儿童失 

学·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九年制义务教育；切实 

做好青壮年扫盲工作；加强对城市文化环境的建设， 

为西北地区大部分城市从农耕社会进人现代信息社 

会奠定文化基础。 

4．2 新疆城镇发展的对 策 

由于新疆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 

因素和城镇分布特点，其城镇发展并不像我国内地 

大多数地区那样主要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表现为 
一

种多元复台特征，是政治、经济、自然条件、资源、 

民族与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多种主导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因此，新疆城镇发展的机制，则更多的应 

表现为与自然环境、社会政治、资源开发利用等因素 

相互关联、起伏变化的整体性。正是这种多元复合、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整体性，新疆城镇发展的对策 

更注重多种因素的交叉协调，寻求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平衡点，以保证城镇发展的台理性、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 。 

按照新疆现在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交通网络和 

城镇建设的能力以及国家投资的力度，应选择城镇 

发展与经济发展关联度高，并能相互促进 ，具有一定 

发展基础的地区为主要投资建设区域，结台新疆的 

地理 条件，以发展大、中城市为 主体 ，带动周 围小城 

市、镇的发展。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疆城市群带已 

有较好的城镇发展基础，应进一步提高规模和结构 

效益，发展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培育新的产业增长 

点，进一步建设城市群带内基础设施网络工程．发挥 

北疆城市群带的整体优势。 

库尔勒至喀什铁路的开通，将有力地促进天山 

南侧塔里木河流域经济的发展，为城镇发育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库尔勒市是南疆的交通枢纽，也是新 

疆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 ．1 997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次 

于乌鲁术齐和克拉玛依。库车油气田的开发，阿克 

苏、喀什等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将在天山南侧塔里 

术河流域，形成以库尔勒为龙头的南疆团状城市发 

展带 目前应做好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协调规划 ，完善 

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网络建设，为该区域 

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集中力量发展天山南北两大城 

市群带的同时，以功能齐全的大、中城市发展为目 

标，加快哈密、阿勒泰、伊宁、和田等中心城市的建 

设．带动周围城镇的发展，完善全疆城镇网络体系。 

4．3 黄河上游城市群带的发展对策 

从整个西北地 区城市网络分析来看 ，黄河上游 

城市群带处于居中的区位，但由于分属甘青两省．在 

行政区划的分割之中，在各省自身的经济发展重点 

中和各自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处于涣散的、各行其事 

的状态，其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关中和北疆城市群带， 

部分区域甚至低于宁夏平原城市发展水平，与西北 

地区中心地带的作用不相适应。 

按照黄河上游城镇 密集 区的城市分布现状 、发 

展规模、产业情况、资源条件、社会发展条件和自然 

地理环境，宜形成“两极夹两轴”的格局。东极兰州是 

城市群带综合性的中心城市，西极西宁是副中心城 

市。在两极之间，以交通便利、自然环境良好的湟水、 

大通河下游河谷地区为主轴，形成经济发展的核心 

地带。以兰州白银之间、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黄河干流 

区为副轴，兰州白银地区应利用现有的经济基础，继 

续发挥省域经济核心区的作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 

黄河干流区应充分利用其文物古迹、自然景观、民族 

风情的优势，以发展旅游为主 

作为西北地区中心地带的黄河上游城市群带． 

应确立共同的城市与经济发展 目标。从资源特点和 

自身优势分析，城市群带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期 段汉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充足的煤炭、电力资源，有丰富的石英岩(硅石)、白 

云岩、硭硝、石膏、硫铁矿、磷等资源，电解铝、特种 

钢、镁、硅铁、碳化硅、炭素制品等是具有全国意义的 

专业化部门，与采掘、轻工、机械、建筑等行业有较强 

的关联。其后序深加工和新型材料的开发研制具有 

广阔的前景。黄河上游城市群带的发展 目标为：国际 

资源型加工工业基地，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金 

融贸易中心，交通、通讯中心，以能源、化学工业为基 

础．以高新技术为主导、以资源精细加工为支柱的现 

代化城市群带 。 

针对上述 目标 ，甘青两省应共 同制定该 区域的 

经济 、社会、城镇发展规划 ，以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为 

原则．寻求城市群带发展建设的最佳途径。建议青海 

省政府在制定“十五”规划中，将西宁至民和的湟水 

谷地作为城镇及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不仅仅是一 

条资源、产品、效益低层次运作的“硅铁走廓”，应充 

分利用该区域的区位优势，以湟水河谷地带优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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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DUAN Han—mi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 Science，Northwest University，Xj an 710069，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location factors．and social development，it is clear 

that northwestern urban development faces many disadvantages，such as the fragile natural environment， 

bad developing location and low developing level of society，weak developing basis，higher COSt and harder 

development than China S other provinces．Northwest is a region which gathers many nationalities．Multi— 

nationality culture S mixing together forms the unique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style，and complicated 

human and social factors．Northwestern urban development j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e— 

conomy．physical conditions，resources，nationalities and cultures．The cross—coord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should be emphasized．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asonability，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v of urban develop— 

menf—a research should he made for the balance point among their common functions．Taking Xinjiang 5 

ci【ies and the cities along the upper—part of Yellow River for examples．the goa1．counter—measures．devel— 

oping mechanism and motivi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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