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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商务区（CBD）是城市中各种商务活动和人流最集
中、交通最便捷、建筑密度最高、吸引力和服务范围最大的

地区，同时也是地价最高的地区。一个城市 CBD的规模、等
级直接反映了该城市在所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1]。它也成为区域城市间相互竞争和城市发
展战略重要的实现手段。学术界对城市 CBD 从国外城市
CBD研究的介绍、CBD理论的探索和 CBD理论在国内城市
的实际应用 3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这些对我国
城市 CBD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在生产性服务业某
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但总体来说，由于研究
时间较短，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欠缺。虽然我国现阶段生

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仍较小、发展水平还较低，但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较高，我国经济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密切

相关 [4]。随着对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的认识，国内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关研究

在20世纪 90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始，主要侧重介绍西方生
产性服务业的有关研究内容和成果 [5-8]。国内主要在生产性
服务业和国家、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

及办公楼区位和空间分布[9]、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关系 [10]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而对城市中最重要的内部空间
CBD与生产性服务业关系的探讨尤其缺乏。因此，笔者拟
从生产性服务业与 CBD的功能和空间结构两个方面进行
探索性的研究。

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 CBD的功能演变历程
1.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虽然不同研究者对生产性服务

业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生

产性服务业是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相对）的服务。它贯穿

所有经济部门中公司和其他机构（相对于家庭和个人）的产

品生产过程。一般来说，生产性服务业通常提供的服务属于

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货物生

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而发挥着中间功能。国内以阎小培对

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最为典型。在她对信息产业的分类中，

把生产性服务业分为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服务

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和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5大
类[11]。从其分类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心商务区的商
务功能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是劳动分工不断

深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从制造业和传统

服务业中独立出来的。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一个重要

因素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增长，尤其是美国公司。在全球和国

家层次上同时运作的美国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

综合化，从而创造了对先进中间服务投入的需求。而专业化

则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的关键因素 [12]。在从其他产
业中独立出来之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Herbert等对
加拿大及部分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1947年
和 1984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加拿大、美国、日
本、希腊、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本国名义 GDP
的 28 %~33 %，其他一般都占本国服务业名义 GDP的 50%
以上。同时他们得出“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的最大组成部

分，也是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的结论[6]。在国内城市的研究
中，钟韵等以广州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生产性服务业对

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能力远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证实了

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 [4]。阎小培在《信息产业与
城市发展》著作中，论述了信息产业的（其中信息密集服务

业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广州城市发

展的影响。她的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优化了城市产业结

构，具有外向功能，提升了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 [11]。黄
胜利等对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城市

的第三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13]。工
业化的城市以生产为主要职能，而信息化时代的城市职能

已经转化为管理、服务和控制职能。在这一职能转化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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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在城市内

部结构中，CBD是最能反映和发挥城市职能的功能区域。另
外，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业、信息咨询服务业都有在

CBD集聚的特征。因此，很大程度上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水平决定了 CBD商务功能的发挥能力，即 CBD从商业功
能向商务功能的演变是生产性服务业在 CBD集聚的结果。
1.2 CBD的功能及其演变 CBD的功能指商贸（业）功能
和商务功能。商贸（业）功能是中心商务区对商品交换和消

费性服务交换活动的聚集功能，如商品买卖、生产资料交换

等。商务功能是中心商务区对商贸和制造活动服务的聚集

功能，如金融、保险、会计、咨询、跨国公司管理等服务功能[14]。
CBD的功能演变过程就是商业功能和商务功能相互竞争的
过程。尽管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城市

CBD的发展过程也呈现出很明显的多样性。但总体来说，主
要发达城市 CBD的功能演变一般分为 3个阶段：淤商业为
主的混合阶段；于商务功能强化阶段；盂商务功能升级、综
合过程。商业尤其是零售业是 CBD的初始职能，这一阶段
是中心商务区的萌芽阶段。其功能简单，主要以零售业为

主，同时还拥有餐饮、邮局和银行等业态。金融、办公、管理、

信息、服务等商务功能是商业功能的延伸与升级，在第二阶

段中商务功能逐步发展并不断强化，且有逐渐相对独立化

的倾向，同时和原有的商业功能共同构成 CBD 的基本职
能。第三阶段是以商务功能为主阶段，商务功能不断升级并

最终处于主导地位。银行、公司总部、星级宾馆等高层次的

服务功能日益攀升，CBD成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之
地。其不仅是城市核心区域，也成为城市所在区域的控制、

服务、信息的中心[15]。在 CBD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内部主
体功能类型并不相同，大体上呈现出由商贸功能向商务功

能的演进规律（图 1）。伯吉斯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同
心圆模型中，CBD是指城市的中心商业汇聚之处，主要是以
零售业和服务业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逐渐

由大规模的“福特式”生产转变为强调具有灵活性和专业化

特点的“后福特式”生产。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管理机构和

生产机构对空间区位条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CBD凭借其
在城市中优越的区位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商务机构在其中

集聚，并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从而完成了功能类型由商贸功

能为主向商务功能为主的演变。在当今信息化和个性化的

时代，CBD越来越强调一种“人性化”的商务空间，其功能结
构更加复杂，但总体上还是以商务功能为主体，只是商务机

构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加大，同时衍生出来的生产性服务

功能和生活性服务功能比重不断上升[16]。

2 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与 CBD的空间结构
2.1 CBD空间结构的演变
2.1.1 影响 CBD空间结构变化的 3种增长方式。在 CBD空
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探讨方面，许学强 [17]等在城市地理
学一书中总结了鲍登对旧金山市 CBD发展的研究成果，指
出有 3种增长方式影响着 CBD的空间结构变化：淤在人口
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通过“周边增长（Peripheral Accretion）”
方式，即通过新增加功能圈层或已有圈层向外围的发展来

实现。于“暴发增长（Burst）”方式，即在城市快速增长时期，
CBD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这种扩张主要发生在同化圈层，其
功能变化的典型过程为从金融区开始向服装业区扩展，再

向旅馆业区扩展，如此循环以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我国大部

分特大城市 CBD都处于这种增长方式的作用下。盂“分化
（Separation）”方式，若城市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较高增长速
度，则每一主要功能将向市中心拥有其运作优势的特定区

位发展，零售业可能随着市场的扩展而变化，而商业和公共

管理机构及批发业留在原区位，从而造成不同功能圈层更

大的空间分化。在多数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离的

状态改变很慢。在特大城市，这种分化的状态将是 CBD的
固定形态。上海、北京等城市已经跨入“分化”方式的阶段当

中。美国纽约的 CBD———曼哈顿内部结构的演变历程则清

楚地显明了这 3种增长方式对其空间演化的推动作用。
2.1.2 CBD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历程。CBD空间结构的演
变是上述 3种增长方式在不同时期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
CBD 功能不断演变、优化在空间上的反映。对应于 CBD 3
种增长方式和功能的 3个阶段，CBD空间结构的演变也可
以归纳为 3个阶段，总体上表现为由集中走向分散的特征
（图 1）。在第一个阶段，CBD主要是以商业功能为主，商务
功能在 CBD逐步聚集，但规模不大，在空间上来看，由于整
体规模并不大，CBD就在城市中心区发展，商业空间和商务
空间的关系大都混合在一起，商业空间能形成一定规模的

集中区域，商务空间相对比较零散。第二个阶段，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商务机构不断集聚起来，在

CBD中所占份额和空间越来越大，原中心区域范围内已经
很难满足其功能的需要。因此，CBD空间范围不断扩展，伴
随着空间的拓展，CBD内部的空间结构也不断调整，最显著
的特征是相对独立商务空间的形成以及其与原来的商业空

间的分离趋势。20世纪 70年代前后，伦敦、巴黎等城市的
外围再开发活动，以及上海、北京等城市 CBD商务和商业
空间的整合都是这一过程的很好例证。第 3个阶段，20世
纪 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
的发展，一些国际城市如纽约、东京、巴黎、香港等在世界经

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这些城市成为从事特定工作的场

所，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高度专业化的生

产性服务业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国家甚至更大的

地域发挥服务、控制等职能 [12]。在城市的内部，这一切的实
现是通过城市中 CBD中大量高级商务办公机构的集聚来
实现的。这些机构的大量集聚和商务功能的不断升级使得

在原有城市中心区范围内更新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

原有的一些商业机构甚至一些一般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由于

在原 CBD中已逐步失去竞争力，加上一些城市的历史和政图 1 CBD空间结构演变一般历程[16]
Fig. 1 General course of CBD spatial structur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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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划的因素，出现跳出原来城市中心区规划，构建新 CBD
或多级扩散构建多个 Sub蛳CBD的做法。在我国主要是前者，
而后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级城市中出现[17]。
2.2 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

2.2.1 区位影响因素。传统的区位理论主要是针对制造业

和消费性服务业来研究的。对于制造业交通便利是决定一

个公司区位选择的关键变量，然后是劳动力的可获得性，而

对于消费性服务业来说，市场因素，接近消费者是其关键。

由于服务不能储存起来或运输到被消费的地方，所以这些

传统区位因素并不能适当地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

择。由于占用土地空间小、产品运输量小，其区位选择更多

关注的是准成本型和非成本型的因素。Marshall等的研究最
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因素。他认为生产性服务

业主要与接近相关、易达性相关和环境相关 3种类型的因
素有关。其中，与接近相关的因素主要是接近客户、同行和

外部信息；与易达性相关的因素主要是交通设施、信息基础

设施和合格的职员；与环境相关的因素更多考虑城市文

化、社会和居住环境，充足的高质量办公设施及有利于维持

高质高效服务的市场环境[18]。
2.2.2 空间分布特征。在上述 3个因素的作用下，生产性服
务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以集中为主，同时又有一定的分散

趋势特征。在区域、国家和国际不同的层面上，为了交易成

本节约、可达性增强及业务机会的增多等条件，生产性服务

业趋向于集中主要的大都市区，偏离相对比较落后的非大

都市区甚至是低等级的大都市区。而且在城市等级体系中

不同级别与支配力的城市对应不同档次与规模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群 [3]。在城市的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也具有明显在
CBD集中的特征。丹尼尔运用欧洲经济共同体 1973~1979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在城市中心高度集中，与中

心的距离越远，其服务集聚度趋于递减。而消费性服务比生

产性服务的分布更加平均，而且它们在中心和边缘地区分

布的对比也不强烈。Goddard也指出生产性中的办公场所法
律、广告和会计等更多地集中在大都市的中心商务区[12]。从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因素来分析，中心商务

区并非必然的选择，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必要

在空间上接近自己的顾客，以往显著的面对面交

流方式现在已经并非必须，但是由于生产性企业

本身需要彼此间在空间上的接近、为从业于生产

性服务部门的高收入人员提供便利设施和生活

方式、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如传统和威望等人为因

素，以及劳动力、工资和房价等经济发展因素）导

致生产服务业办公场所依然集聚在大城市的中心

商务区。在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信息咨询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于城市CBD的同时，其他一些
生产性服务业如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科学研究与

综合技术服务业则有偏离于 CBD呈分散的趋势。
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在 CBD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复杂
的城市当中。由于在运作中与信息和知识的紧密关系，而

信息的主要特征是以空间为基础的，临近性是其关键，计

算机应用服务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显示出与高

校和科研机构空间上的密切联系。另外，即使是金融保险

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在CBD空间不断扩大和调

整中，其中一些层次较低的服务业类型也向 CBD之外的一
些新兴地区分散，虽然规模并不很大。

2.3 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与 CBD空间结构的互动 从上

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 CBD除了一般的商业职能以外，
主要是承担城市以及区域的信息服务、管理和控制职能，现

代大都市 CBD尤其如此，因此它的功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服

务业等在该地区的集中。同时，由于许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

间分布一开始就具有在 CBD的特征，因此，通过集聚和扩
散两种空间作用，两者在空间上具有强烈的互动关系，生产

性服务业的空间变化促进了 CBD的空间结构调整，而 CBD
的空间发展也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布局提供了发展空间（图

2）。CBD的空间演变早期主要受商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生产
性服务业对 CBD的空间影响主要集中于金融业在 CBD中
的集聚，主要作用是强化了 CBD的集聚功能。随后生产性
服务业的逐步发展，除了金融外，办公、信息服务等功能也

逐步强化，除了进一步集中外，在 CBD内部独立的商务功
能区逐步从原有的商业空间中分离出来，优化了 CBD的空
间结构。逐步从商业功能向商务功能转化和空间的优化适

应了当今知识经济、信息化对区域中心城市从生产职能向

管理、服务职能转化的要求，进一步吸引了更大规模、更高

等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在 CBD的集聚。在集中的主流下，由
于 CBD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中心的交通压力
和地价因素的影响，一些较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寻求在新

的区位获得优势，加上生产性服务业中原本并不明显倾向

于在 CBD集中的类型产业往往会在距离 CBD 不太远，交
通条件较好的节点上布局，并逐步形成城市的 SUB蛳CBD，
CBD的空间结构成为一核多心的结构，有些城市则可能形
成商业和商务中心完全分开的多核格局。这通常是在CBD
发展的成熟阶段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由于扩散

作用的结果。通过空间的集聚与扩散，CBD的空间结构不断
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各类型业态都逐步获得适合自身

发展的区位。

3 结语

我国许多的区域中心城市都陆续提出建立 CBD的规
划和设想，但我国城市 CBD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时期逐步发展形成的，商业功能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在

一些城市中甚至还处于主导地位。CBD的商务功能还处于
逐步强化过程中，也是下一个阶段 CBD功能优化的发展方
向。同时，除了少数城市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郊区化外，我

生产性服务
业的分布和
空间变化

后期高级生产性服
务业在 CBD的聚集

一般性生产性服务业
在 CBD之外区域聚集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入
驻、原有商业的外迁

商业空间和商务空
间的分化、分离

相对独立的商务
空间的形成

CBD规模的扩大
和空间拓展

SUB蛳CBD出现和一
核多心结构的形成

CBD空
间结构
的演变

CBD多核结构的形成

聚集

扩散

早期生产性服务
业在 CBD的聚集

图 2 生产性服务业与 CBD空间结构的互动
Fig. 2 Interac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CBD spatial structure

安徽农业科学 2008年3480



（上接第 3464页）
GIS不仅可以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

而且还可以将自然过程、决策和倾向的发展结果以命令、函

数和分析模拟程序作用于这些数据上，模拟这些过程的发生

与发展，对未来的结果作出定量和趋势预测，从而预知自

然过程的结果，对比不同决策方案的效果以及特殊倾向可能

产生的后果，作出最优决策，避免和预防不良后果的发生。

在开发过程中，主要用到 ArcGIS Engine平台中的 Map蛳
Control、PageLayoutControl、ArcCatalog、TOCControl、Toolbar原
Control、SceneControl等控件。通过对组件对象库的属性、事
件、方法等通用编码方法以及扩展这些常见对象模型，大大

提高了开发效率，使 GIS应用开发变得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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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市大部分还处于快速集聚的阶段，因此，CBD的空间发
展还处于集聚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商业集聚之

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也是重要的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功

能从生产向消费性服务功能转化，尤其是促进城市 CBD的
功能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因素是以准成本型和非成

本型的，由于彼此间在空间上的接近，为其从业的高收入人

员提供便利设施和生活方式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生产服务

业办公场所依然有集聚在大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偏好。同时，

其他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如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科学研究与

综合技术服务业则有偏离于 CBD呈分散的趋势。这种情况
尤其容易发生在 CBD 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复杂的城市当
中。并与一些商业服务业一起，在城市中其他的节点集聚，

促进 SUB蛳CBD（副中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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