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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都市带冶最初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的袁称为
Megolopolis遥都市带是都市圈效应扩散及影响的空间延续袁
通常表现为轴向扩散尧带状分布袁即主要沿着一定方向渊 通
常是以交通主干带为主冤向外蔓延尧扩散袁并通过点要面融
和袁波及更为广泛的区域渊 图 1冤遥而都市圈是在城市群进一
步发展的基础上袁因城市间功能聚集尧运作协同尧点要圈要
线空间结构布局日趋突出所形成的城市区域遥 都市圈在国
外发展比较成熟遥目前世界上发育比较完善和最为典型的
都市圈是美国的波士顿要华盛顿都市圈和巴黎要埃松要塞
纳要伊夫林都市圈遥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
段袁目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规模化时 期袁但是由城
市圈发展为都市圈的却不多遥理论上研究较多尧发展较为成
形并且进入实质性规划操作阶段的仅有京津唐尧珠三角和
长三角都市圈袁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遥

1 概况

2006年上半年长三角尧 珠三角和京津唐 3个都市圈共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渊 GDP冤30 994.2 8亿元袁约占全国 GDP总
量的 37 %袁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4.81 %遥其中袁长三角尧珠
三角尧京津冀分别实现 GDP 16 122 .40亿尧7 312.22亿尧京津
冀 7 559.66亿元袁分别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24 %尧11 %和 11 %袁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3.76 %尧18.9 %和 13.09 %遥三大
都市圈对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的贡献可见一斑遥

京津塘都市圈在许多场合下又被称为野 大北京地区都
市圈冶尧野 首都圈冶遥该都市圈环渤海而建袁以北京尧天津为野 双
核冶袁以唐山尧保定为野 双翼冶袁包括石家庄尧秦皇岛尧廊坊尧沧
州尧承德尧张家口等 10个城市遥因圈内有 2个直辖市袁且北
京是我国 的政治尧文化中心袁因此该都市圈在发展上具有
其他都市圈所不具备的政治资源优势遥 该文研究的珠江三
角洲都市圈为狭义珠三角袁即广东珠三角袁包括广州尧深圳尧
珠海尧佛山尧惠州尧肇庆尧江门尧中山尧东莞 9个地市遥深圳尧广

州尧珠 海等市作为我国较早开放尧开放度较大的地区已形
成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制度遥 长三角都市经济圈已
被 Gottman列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遥它地处我国的沿海中
部 袁扼长江入海口袁集野 黄金海岸冶与野 黄金水道冶于一身袁以
上海市为中心袁包括江苏的南 京尧苏州尧无锡尧常州尧扬州尧
镇江尧南通尧泰州 8个地级市袁浙江省的杭州尧宁波尧湖州 尧嘉
兴尧绍兴尧舟山尧台州 7个地级市遥长三角是我国最大的经济
核心区袁也是世界各大河 三角洲人口数量最多尧密度最高
和城镇化数量最多的地区遥
2 产业结构现状

从一定意义上说袁 经济发展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
转化而实现的遥经济结构的核心是 产业结构遥高层次的产
业结构不仅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袁 而且意味着较强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遥进入 21世纪以来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
势的增强以及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袁许多国 家特别是发达
国家正着手对本国产业结构进行前所未有的战略性调整遥
调整的重心是加快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袁
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遥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 济体
制袁 目前经济结构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产业结构总体不合
理袁即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袁技术水平低袁第三产业发展速度
缓慢曰重复建设造成过度竞争后 遗症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的矛盾十分突出曰区域分工不明显袁各地的产业结构雷同遥

我国整体的发展模式以及都市圈的发展都可以借鉴发

达国家遥处 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袁可以在
轻工业领域和基础性的重工业领域选择劳动尧资金密集型
支柱产业曰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袁可以在重工业中的
深加工工业领域选择 资金尧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曰进入工
业化的后期发展阶段袁可以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尧高 科技产
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选择支柱产业曰 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向
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发展阶段袁应该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尧
高新技术制造业等领域选择支柱产业袁 同时在不同层次的
城市之间形成分工和协作联系遥我国已进入工业发展的新
阶段袁即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 历史进程袁但是三
大都市圈的发展各有差异遥因此袁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袁关键在于针对不同情况袁调整不同地区原有产业结构
不合理之处遥长尧珠尧环三大都市圈不仅很大 程度上代表我
国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袁 而且对于我国的经济运行起很
大的推进作用遥
3 数据来源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各个经济区域进行经济运行数

据的汇总遥笔者根据上述对于经济圈的 划分查阅了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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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睿 渊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袁上海 200030冤

摘要 根据国际对于都市圈的划分袁目前我国形成的都市圈主要包括环渤海湾尧珠三角尧长三角袁三者各有其地理尧历史优势袁而且对
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明显遥经济结构是我国野 十一五冶计划中的重中之重遥调整我国经济结构首先要考虑 3个都市圈的经济结构
问题遥最后袁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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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都市圈形态演化过程

Fig. 1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city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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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结构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SPSS袁以 GDP为被解释变量袁对各个解
释变量渊 第一尧二尧三产业冤 做回归分析遥分析每年数据的序
列相关性袁根据分析结果判断每年 GDP及 3个产业的变化
趋势袁 从而决定分析方法遥 笔者利用自相关 函数图渊 ACF冤
分析三大都市圈每年数据的序列相关性渊 图 2尧3冤遥

由于自相关数据都落在宽带内袁说明自相关系数很小袁
可以判断每年数据是稳定的袁表明分析的数据为横截面数
据遥横截面数据往往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的 现象遥在用 SPSS
软件分析时袁如果 t检验不通过而拟合度 R2比较大袁则说明
解释变量 之间存在 多重共线性袁需要重新建立模型遥在后
面的分析中发现袁建立的 3个模型都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遥

以 GDP为因变量袁x1尧x2尧x3表示三次产业的年产值袁并
设为自变量建立模型 院

yt=茁1*x1 t+茁2*x2 t+茁*x3 t+着t 渊 1冤
式中袁茁1尧茁2尧茁3分别为第一尧二尧三产业对于 GDP的贡献因
子曰t为不同年份遥

在分析结果中袁如果 F检验的统计值比较小袁则接受原
假设 H0院茁1=0袁茁2=0袁茁3=0袁即变量 GDP与 3个产业没有线性
关系遥 如果 t检验的统计值小于临界值袁 即伴随概率比较
大袁即渣t渣约ta袁则接受原假设 H0院茁i=0袁但是如果伴随概率小于
所选的显著性水平渊 一般取 0.05冤袁则拒绝不相关的假设袁解
释变量与 GDP有线性关系袁相关系数为回归值遥
4.1 环渤海湾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袁三大产业分别对 GDP
的贡献因子分析模型拟合度很高袁R2=1.000袁F检验通过说
明模型通过袁由 t检验可知第一尧二尧三产业与 GDP存在明
显的线性关系袁对于 GDP的贡献因子皆为 1渊 表 2冤遥

北京经济实力雄厚袁科技尧智力资源丰富曰天津工业基
础比较完备袁人才科技竞争力比较强 曰河北具有一定的工
业基础袁 并且拥有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遥所
以袁环渤海湾的比较优势明显袁具备较好的合作基础袁合作
潜力很大遥但是袁相对于长三角尧珠三角 袁环渤海湾整体发
展进程缓慢袁三大产业对于 GDP的贡献因子相同袁趋同性
比较严重遥因此 袁如何确定该都市圈的重点合作领域袁避免
蜂拥而上情况的发生袁进一步推动都市圈区域经济合作袁
成为发展环渤海经济的首要任务遥目前环渤海湾的第一产

计局尧环渤海湾 10个城市尧珠三角 9个地市尧长三角 1 6个
城市的统计局以及中国咨询行渊 INFOBANK冤数据库遥由于
数据缺失以及我国自 1992年以来经济发展有了比较大的

变化袁只选取了这 35个城市渊 包含所属城镇冤从 1995年到
20 04年的数据袁得到了三大都市圈 GDP以及第一产业尧第
二产业尧第三产业的数据渊 表 1冤遥

年份Year
环渤海湾 Around Bohai Bay 珠三角 Pearl River Delta 长三角 Yangtze River Delta

第一产业First industry 第二产业Second industry 第三产业Tertiary industry 第一产业First industry 第二产业Second industry 第三产业Tertiary industry 第一产业First industry 第二产业Second industry 第三产业Tertiary industry
1995 24.70 43.63 31.67 8.70 47.18 39.49 9.98 56.46 33.56
1996 23.51 44.13 32.36 8.56 47.09 39.91 9.69 54.53 35.781997 28.35 28.35 43.30 8.30 49.24 42.46 8.66 53.87 37.47
1998 21.07 45.16 33.77 7.57 49.06 43.37 8.10 53.00 38.91
1999 18.73 46.22 35.05 7.09 49.50 43.41 7.60 52.44 39.962000 17.10 46.90 36.00 6.51 49.03 44.34 7.02 52.27 40.71
2001 16.55 46.89 36.56 6.00 49.20 44.87 6.62 51.78 41.60
2002 15.87 48.16 35.97 5.50 48.83 44.86 6.02 52.10 41.882003 12.97 50.95 36.07 4.69 51.85 43.04 5.88 54.16 39.962004 14.47 50.68 34.85 4.40 53.17 42.43 4.60 55.86 39.54

表 1 三大都市圈产业比重
Table 1 Industrial proportion in 3 city circles %

统计量Statistics
环渤海湾 Around Bohai Bay 珠江三角洲 Pearl River Delta 长江三角洲 Yangtze River Delta
茁1 茁2 茁3 茁1 茁2 茁3 茁1 茁2 茁3t检验 t test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F检验 F test 0.000 0.000 0.000
拟合度 Degree of fitting R2 1.000 1.000 1.000
贡献因子 Contribution factor 1.000 1.000 1.000 1.468 1.085 0.849 1.030 0.992 1.002

表 2 三大都市圈统计量
Table 2 Statistics of 3 city circles

图 3 珠三角第一产业自相关函数
Fig. 3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s graph of the first industry

in p earl river delta

图 2 环渤海第一产业自相关函数
Fig. 2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s graph of the first industry

arou nd Bohai

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袁但空间仍然很大遥由表 1可知袁第 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袁对于 GDP的贡献因子在三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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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最小遥对于农业的发展袁应该利用河北丰富的土地尧劳
动力资源袁结合农业的高新技术化 尧产业化以及制度创新袁
使都市型现代化农业成为环渤海湾发展的增长极遥 对于第
三产业袁北京已经处于较高阶段袁而且已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力量曰而在天津尧河北袁第三产业还处于相对较低
的发展阶段遥因此袁第三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放在重要的地位
上加以考虑遥以新兴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北京作为核心城市袁
发挥中心辐射作用袁对于整个环渤都市圈的经济增长模式
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遥
4.2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珠三角第三产业比重最高袁第一
产业比重最低遥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袁 该模型的拟合度和 F
检验通过袁模型合理曰通过 t检验渊 琢=0.002冤遥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袁 随着珠三角工业化的基本完
成袁形成以珠江西岸的家电和珠江东岸的 IT制造业为代表
的珠三角完整工业体系袁基本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袁以 23
个中小城市为外围袁以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为基础的都市圈
规模结构的雏形遥但从近十年的产业分工来 看袁第一产业
对于 GDP的贡献达 1.468袁比其他都市圈高 40 多个百分
点曰 第三产业对于 GDP的贡献因子远远落后于环渤海尧长
三角曰国际化走势较慢袁如信息资源开发尧服 务业的现代
化尧区域性总部建设的发展速度已经处于劣势遥现在提出了
广义珠三角都市圈渊 大珠三角冤的概念袁包括狭义珠三角和
香港尧澳门 2个特别行政区遥大珠三角区内的香 港是国际
金融尧贸易尧航运尧信息尧旅游中心袁澳门则是一个具有特色
的中小城市袁旅游博 彩尧出口加工尧地产建筑尧银行保险是
其主要支柱产业遥但是袁目前广义珠三角仅处于 战略上的
一种规划和研究阶段遥
4.3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被 Gottman称
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遥长三角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大袁但
是呈逐年负增长趋势袁而第三产业呈逐年增长趋势遥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袁该模型拟合度非常高袁F检验通过遥

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袁 长三角逐步成为有特色的经
济区遥由表 1尧2可知袁长 三角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袁
第二产业比重最大袁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其他都 市
圈遥三大产业对于 GDP的贡献因子有所差异袁说明长三角
的产业布局有所侧重袁各个城市 具有各自的优势行业和特
色遥如袁上海以金融尧证券尧信息为代表的高层次服务业袁以
信息尧汽车尧电子尧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兴工业 ;南京的石
化尧电子业曰杭州的轻纺尧旅游业曰宁波的石化袁舟山的海水
捕捞和养殖等遥

近几年来袁长三角内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袁政府间协
作项目不断增多袁以企业为主体的跨地区兼并和投资也有
很大的发展袁对长三角经济的共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遥在进行产业布局与结构的共同构筑时袁要依照长三
角各区域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层次选择各城市的支柱产

业袁调整整个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尧规划经济发展模式遥长
江三角洲共同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和大都

市圈的发展袁 而且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提供了
范例遥
5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三大都市圈三大产业对 GDP的贡献没有特别的
优势袁所以首先要解决目前三大产业不 均衡的问题袁加快

对第一尧二尧三产业的改造遥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在于形成
合理的三次产业比重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袁提高各个产业
的技术水平袁 提升产业结构层次袁 同时注意产业布局的调
整袁尤其是解决环渤海湾产业结构雷同等问题袁并且最终形
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机制遥淤针对第一产业对于 GDP的
贡献因子较大的问题袁 各都市圈应扩大对农业和基础产业
的投入袁积极采用高技术成果袁高技术与农业的结合将大大
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袁 使优质高效农业得到较快发
展袁建立新型的现代化农业袁从而实现第一产业的结 构升
级优化曰于第二产业对于 GDP的贡献因子与所占比重不
符袁要进行第二产业的内部产业 培育袁压缩低水平的尧重复
建设现象严重的制造业袁使其不仅自身发展能力强袁具有较
强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规模效应袁具有很强的产业前后相关
联度袁而且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曰盂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虽然
高于第一尧二产业袁但所占比重仍然不大袁离国际水平相去
甚远遥金融尧保险尧信息服务等新型第三产业发展不仅代表
着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方向袁而且还承担着培育市场机制尧
促进新型经济组织形成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任务袁 所以
应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发展遥

从整体的发展情况来看袁 我国三大都市圈还没有形成
新兴的产业链以及规模型尧集约型的生产体系袁所以要适时
发展高技术产业遥 发展高技术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关键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袁建
立起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 业遥同时袁
还要重视对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袁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袁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优势互补遥 这就要求各个
都市圈做到以下方面遥淤充分利用高技术袁加快我国装备工
业的发展袁整合区域内产业资源袁形成相关的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产业带遥共同提升技术水平袁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袁
形成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遥具体来说袁要加快发展装备工业袁
推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袁
降低加工工业的物耗和能耗水平袁提高加工深度和专业化
程度袁促进高技术含量尧高附加值变量产品比重的上升 袁即
将重工业化尧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的任务结合起来袁同
时推进袁加快工业结构升级的进程遥于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
聚集中心袁整合区域内的技术开发尧成果孵化尧融资中介尧市
场拓展等功能袁联合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链尧产业带袁尽快形
成产业链尧产业带袁尽快形成 产业规模和集群式的发展态
势袁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知识化袁产业结构信息化袁产业结构
高技术化遥

大力推进产业整合袁提高产业集中度袁发挥各个都市圈
的地域尧历史优势遥国际经验表明袁后起的或发展中国家所
面临的国际市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袁重要
的市场和分工领域已被发达国家所垄断遥要打破这种局面袁
必须具备拥有强大综合竞争力的实体遥此外袁还要把贸易保
护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密切结合起来袁 充分利用产业信息
化袁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遥最后袁应进一步加强科技
中介机构建设袁加大国家和全社会的科技投入袁提高 R&D
经费占 GDP的比重遥
6 结语

由于数据来源于不同的统计部门及网站袁而且某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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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野 五荒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袁根据各地庭
院经济发展和开发规划袁由土地管理部门统一组织袁由市
渊 地冤政府实施拍卖袁实行野 谁购买袁谁治理袁谁受益冶的原则遥
对于发展庭院经济也应当建立一套独立于现有商业保险之

外的政策性保险制度袁以保障农民在投资发展庭院经济的
过程中降低风险袁增强农民对发展庭院经济的信心与积极
性[3]遥
5.3 科学规划袁合理布局 在发展庭院经济的过程中袁要
本着因地制宜尧合理配置的原则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自然资源尧环境条件和庭院空间袁在广泛调查研究尧科
学论证的基础上袁确定开发的主攻方向袁选准主导产业和支
柱产品袁实行分类指导袁高标准尧高起点地制定长期尧中期尧
短期庭院经济开发规划袁统筹兼顾袁全面安排袁确保庭院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6]遥
5.4 调整现有庭院农业模式的结构比例 对于以种植业

为主的庭院经济模式袁将养殖业与加工业融入其中袁发展种
养结合或种养加结合的综合型庭院经济模式遥 对于没有普
及沼气池的地区袁应积极发展建设庭院沼气工程袁发展生态
庭院经济袁将庭院构建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遥这不
仅能节约能源袁而且能美化村容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遥发展
庭院立体农业模式是一条解决有限空间资源与扩大原有庭

院经济规模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遥 尤其对于地少人多的东
南地区农村来讲袁发展庭院立体农业是充分利用庭院资源袁
增加农民收入的最佳选择遥
5.5 实现庭院经济产业化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调查结果

表明袁调查区域的农村庭院经济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
处于低级阶段袁在市竞争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遥为了提高
庭院经济的竞争力, 实现庭院经济产业化袁 必须改变落后

的尧原始的生方式袁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7]遥庭院经济的
发展要有 2个转化院淤庭院经形式要由兼业型向专业化发
展曰于经营环节应由独立型向合作化发展遥
5.6 建立发达的服务网络袁为庭院经济的良好发展提供优
质服务 建立上下相通尧左右相连的综合信息服务网遥积极
做好产前尧产中尧产后的配套服务袁围绕庭院发展需要,积极
做好超前物资尧技术等服务袁搞好销售服务遥在丰富本地市
场的同时袁拓宽销售渠道袁靠名尧特尧优尧新产品占领外地市
场[5]遥
5.7 提高农民素质袁为发展庭院经济培养人才 政府要组

织有关科研单位尧 科技人员深入庭院向农民传授饲养尧防
疫尧栽培尧管理等新技术袁加强应用技术的教育与推广袁搞好

野 绿色证书工程冶袁使农民学有所用袁用有所获遥要大力发展
农村教育事业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袁提高庭院经济的科技
含量袁促进庭院经济的蓬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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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袁 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遥
虽然用 SPSS得出对于模型的回归分析高度通过袁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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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得出的各个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局限性袁 并由此展
开研 究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符合现阶段经济

发展的遥所以袁该分析结果具有现实研究 意义和理论研究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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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 Administrative village 庭院种植业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s of courtyard pla-ntingindustry
庭院养殖业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s of courtyard aqu-aculture industry

庭院加工业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s of courtyard processingindustry
河横村 Heheng village - - -
金鹅山村 Jing爷eshan village 276.67 450 -
罗台子村 Luotaizi village 250.00 3 600 800
建西村 Jianxi village 167.50 - -
浅河村 Qianhe village 213.60 1 566 -
包马村 Baoma village 153.30 - -
注院野 -冶表示该类型庭院农业模式不存在庭院经济曰表中均为 2006年数据遥Note:野 -冶means thereisno courtyard economy in thesecourtyard agricultural model; Data in above table is the statistics of 2006.

表 3 六村庭院经济效益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urtyard economic benefits in 6 villages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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