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都市圈是全球化形式下城市与区域关系的新发展, 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形式。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辐射

源, 在都市圈中起着经济扩散和协调发展作用。文章从关于都市圈中心城市的3 个基本判断入手, 提出了经济势能评价的

方法, 并对国内20 个中心城市的经济势能进行测度。该文为都市圈发展规律研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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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经济势能评价的方法 , 并采用2004 年国内20 个中心城市的经济数据对其经济势能进行了实际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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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研究中心认为, 都市圈就是城

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 以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为基础, 以一个

或多个中心城市为主导, 通过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间以频繁的

人员流、资本流和信息流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联系, 最终形成的

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这一概念基本反映了都市圈

所具有的高集聚、高能级、开放型、自组织的经济特征。从上述

概念可以发现, 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为主导的。所谓中心城

市, 是指在一定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处于重要经

济地位, 具有都市圈经济“核心”作用的大城市。

中心城市的重要性在于没有中心城市辐射和吸引作用

的充分发挥, 就没有都市圈的有效运作。中心城市因其具备

的经济势能, 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吸引 , 实现互利共赢, 这是

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

规模在区域内占较大比重, 对周边城市和地区有较强的吸引

力和辐射力。如, 美国纽约都市圈拥有中心城市纽约市, 人

口800 万; 日本东京都市圈拥有中心城市东京市, 人口821

万; 我国长三角都市圈拥有中心城市上海市, 人口1 300 万。

正是由于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经济上的紧密联系, 都市圈内

部的经济功能逐步形成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局面。区域内

各城市间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 形成合理的社会、经济

职能分工, 具有较强的一体化倾向。

2  关于都市圈中心城市的3 个基本判断

2 .1 中心城市主导论  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 都市圈广泛

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 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都

市圈是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区域, 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是

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 , 构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极。由于中心城市的特殊地理位置及作用 , 因而

在都市圈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充分发挥

中心城市的经济势能, 带动周围城市及城市腹地的经济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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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发展。也就是说, 都市圈发展必须以

中心城市为主导。可以看出, 都市圈是一种城市化水平和经

济社会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形态, 其中中心城市发挥着主

导作用 , 其间有密集的人员、资本和信息的交流。

2 .2  中心城市作用有限论 不可否认中心城市的作用是巨

大的, 其对于都市圈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心

城市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都市圈是有界限的。必须

承认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能力是随着距离增大而逐渐衰

减的, 过大的都市圈半径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 , 应

合理确定都市圈的半径, 划定都市圈的边界。

2 .3  区域经济协调论 中心城市主导衍生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是, 区域经济是否能够协调。在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 , 必

须注意认识和处理中心城市与成员城市的关系, 做到互利共

赢, 共同发展。要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都市圈内部首位城市和

成员城市的共生机制与排斥效应。具体而言, 应对以下几个

问题有深刻认识。①都市圈内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间具有

相斥效应。由于都市圈内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在中低端功

能方面有重叠现象, 于是在信息与交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

两者具有不容忽视的相斥效应。尤其是都市圈高速成长时

期, 首位城市与周边城市尚未形成势力均衡情况下, 其相斥

作用甚至可能相当明显 , 并且这种相斥效应是双向的; ②都

市圈内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具有共生机制。与相斥效

应同时存在的是都市圈内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共生

机制。这种共生不仅体现在已有理论所揭示的类似物理学

的万有引力定律和静电学的库伦定律, 而且可能存在更加复

杂的关系。其中包括“系统整体对外部的吸聚和系统内部的

再分配原理”、“城市生态群落小气候原理”、“梯度结构的稳

定性原理”等; ③都市圈内城市间的相斥效应与共生机制长

期作用, 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互斥效应和共生机制将长期

共存于都市圈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 但这种持续的作用

能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

3  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经济势能

在建设都市圈的过程中, 正确选择中心城市, 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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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定都市圈的半径大小, 从而确定都市圈的成员城市, 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有赖于对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经

济势能有深刻认识。

笔者认为 , 作为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必须具备2 个条件 :

①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必须在200 万人以上; ②非农业人口

比重必须达到70 % 。依据这2 个条件, 全国符合条件的城市

共计20 个 , 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沈阳、武汉、

济南、石家庄、成都、杭州、太原、西安、佛山、长春、哈尔滨、青

岛、汕头、重庆、大连。

当中心城市初步选定后, 可将中心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作为反映其经济势能的基本度量标准。若中心城市国

内生产总值高, 则表明其经济势能大, 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关

联度强 , 都市圈半径也大 ; 反之亦成立。以国内生产总值作

为中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与都市圈半径划分的基本标准, 比

较简便易行 , 但在综合反映中心城市经济势能上尚不全面 ,

因此有必要引入中心城市经济势能这一指标, 对国内生产总

值进行修正。同时 , 考虑到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 城市相对

分散, 因此按中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确定都市圈半径时范围

可适当扩大。对中国中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和都市圈半径

的确定 , 可参照表1 的划分标准进行。

  表1 中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与都市圈半径划分标准

中心城
市量级 市区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势

能指数
都市圈域半径

km
1 级 5 000 亿元以上 5 000 以上 300
2 级 1 500～5 000 亿元 2 000～5 000 200
3 级 1 500 亿元以下 2 000 以下 100

  表2 中心城市经济势能指数和都市圈半径的确定

城市名

国内生

产总值

亿元

资金

利税率

%

中心城市

基础设施

指数

中心城市

服务设施

指数

修正

指数

经济

势能

指数

中心

城市

量级

都市圈

半径

km
北京  4 283 .31  6 .79 7 .31  25 .87 2 .25 9 644 2 级 200
长春  1 535 .01 5 .38 5 .19 4 .91 0 .54 834 3 级 100
成都  2 185 .73 4 .63 6 .10 7 .65 0 .64 1 392 3 级 100
重庆  2 665 .39 5 .52 4 .31 3 .62 0 .44 1 165 3 级 100
大连  1 961 .76 3 .96 6 .36 11 .75 0 .72 1 406 3 级 100
佛山  1 656 .46 3 .96 5 .75 11 .03 0 .66 1 101 3 级 100
广州  4 115 .81 11 .03 9 .44 18 .74 3 .11 12 793 2 级 200
杭州  2 515 .00 7 .36 6 .33 11 .98 1 .35 3 391 3 级 100
哈尔滨 1 680 .46 2 .07 5 .52 8 .64 0 .29 492 3 级 100
济南  1 618 .87 7 .05 5 .79 10 .48 1 .15 1 858 3 级 100
南京  1 910 .00 8 .80 6 .59 13 .82 1 .80 3 432 3 级 100
青岛  2 163 .80 4 .92 6 .36 7 .49 0 .68 1 475 3 级 100
沈阳  1 900 .69 1 .98 5 .05 9 .96 0 .30 564 3 级 100
石家庄 1 633 .46 8 .73 4 .93 6 .27 0 .98 1 599 3 级 100
汕头  603 .76 4 .49 3 .02 3 .65 0 .30 181 3 级 100
上海  7 450 .27 13 .73 8 .20 31 .73 5 .48 40 845 1 级 300
天津  2 931 .88 9 .77 4 .58 13 .61 1 .78 5 209 3 级 100
太原  640 .50 3 .19 4 .24 11 .09 0 .49 313 3 级 100
武汉  1 956 .00 6 .38 5 .45 10 .39 1 .01 1 978 3 级 100
西安  1 095 .87 3 .15 4 .39 9 .00 0 .42 462 3 级 100

 注 : 资料来源于《2005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心城市经济势能涉及3 个指标 , 分别是资金利税率、

基础设施指数和服务设施指数。其中, 资金利税率是反映城

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也是反映城市经济势能强弱的重要

指标之一, 通常资金利税率高的中心城市对周围城镇和地区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反之, 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

射力则相对较弱。

  基础设施指数是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指

标, 是经济势能的修正系数之一。通常基础设施好, 则城市

经济势能就强; 反之则城市经济势能就弱。基础设施指数主

要通过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指标衡量, 如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生活用水、人均生活用电、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万人拥有

公共汽车( 电) 车等, 并以全国城市平均数为基数进行计算。

基础设施指数= ∑
n

i =1

Gij

Gej

式中, Gej 为全部城市指标数 ; Gij 为各城市指标数。

服务设施指数是反映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度的指标, 是

城市经济势能的另一修正系数。根据中国城市的实际 , 选用

万人拥有电话机数、商业网点、科技人员数、医院床位数及人

均图书馆藏书等5 个指标, 也以全国城市平均数为基数进行

计算, 公式为: 服务设施指数= ∑
n

i =1

Fij

Fej

式中, Fej 为全部城市指标; Fij 为各城市指标数。

计算出基础设施指数和服务设施指数后, 将两者之和与

资金利税率相乘, 即可得到中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修正系

数, 再用该系数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修正, 即可得出经济势

能指数。

经济势能指数= 市内生产总值×( 基础设施指数+ 服务

设施指数) ×资金利税率

根据表1 的划分标准, 可以确定中心城市的量级及都市圈

半径( 表2) 。可将各都市圈半径划分为3 个级别: 以上海为中

心城市的上海圈作为第一级别, 其半径为300 km; 以北京和广

州为中心城市的北京圈和广州圈作为第二级别, 其半径为200

km; 其余15 个都市圈作为第三级别, 其半径为100 km。

4  结语

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心城市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将有利于把握都市圈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如前文所述 , 可以

在都市圈经济势能等级的基础上确定都市圈的半径, 进而确

定都市圈的成员城市, 对都市圈进行科学的划分, 以便对都

市圈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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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都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但是作为历史 , 不管是成

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 , 都会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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