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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群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其空间 结 构 优 化 与 整 合 的 演 变 过 程!也 是 产 业 不 断 重 组 和

优化的过程&武汉城市群处在中国 ,中部 之 中-的 经 济 腹 地!是 中 国 东 西 部 产 业 梯 度 转 移 的

桥梁和纽带!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本文在分析武汉城市群建设战略地位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总体思路!发 展 方 向 与 建 设 重 点#提 出 了 武 汉 城 市 群 空 间 整 合 的

由 ,一核(两环(两带(四 轴-组 成 的 点 轴 结 构 方 案!由 ,核 心 圈(紧 密 圈(辐 射 圈-组 成

的圈层结构方案!由黄Z鄂Z黄东部组团(仙Z潜Z天 西 部 组 团(孝Z汉Z应 西 北 部 组 团 和

咸Z赤Z嘉南部组团组成的组团结构 方 案 和 由 ,一 主 一 副 七 节 点-组 成 的 形 态 结 构 方 案#提

出了延伸;#大优势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 义 的;?个 产 业 集 群 和"大 特 色 产 业 带 的 产 业 发

展与布局思路!提出了武汉城市群九大城 市 之 间 产 业 合 理 分 工 与 协 作 方 案&本 研 究 对 武 汉 城

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对湖北省和中部崛起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产业分工

文章编号";###9#?$?$!##$%#!9#%:"9;!

;!引言

!!城市群是指三个以上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按照一定的组合方式

通过各种通道有机联系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综合集群体!是经济发展的高级空间组织形

式&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它的发展深刻影

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研究城市群的

空间整合与合理化组织!有助于密切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合作(结构互补!有助于为城市群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寻求良好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之路)!*&

!!城市群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其空间结构优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也是产业不断

重组和优化的过程&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空间结构由高度集中转向

分散!借助联系方便的交通运输网使一些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活动有密切交互作

用的巨大城市地域成为现实!被人们称为都市密集区的城市群由此发育形成&;:?"年美

藉法国城市地理学家dD7I&2EET7II在研究了美国东北沿海地区城市密集区的空间组织过

程之后!提出了大都市带 $6DW732Q23BK%的空间结构组织模式!并认为大都市带是城镇化

空间演进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年莱曼提出城市群的空间组织过程表现为具有高密

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核心之间表现出强烈的空间联系!如相对较高的联系强度和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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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联系方向&;::;年 6H&DD将由数个通过交通走廊联系的大都市及其周围或其间的城

乡一体化区域 $@DK7[2E7%组成的巨大地域组织命名为超级城市区 $6DW7M8L7I%)>*&

!!;::!年姚士谋根据城市组合的空间布局形式将城市群分为组团式(带状和分散式的

放射状或环状城市群#;::<年周一星将城乡一体化区域这类城市体群结构命名为都市连

绵带 $6DE82Q23BK-IED832H[BIW)DWB2IK!即!简称 6-)%)?*&;::"年齐康等根据城市群发

展的时间差 和 空 间 差 提 出 一 种 具 有 生 态 ,绿 心-的 开 放 间 隙 式 生 态 城 市 群 空 间 组 织 模

式)<*!;::?年以来新世界城市体系的倡导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和集团化背景下形成的跨

国网络化城市体系及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加上技术扩散的力量!促使人口与产业空间重组

再次发生于大都市连绵区!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成为城市化发展进入

高级阶段后出现的以聚集和扩散为主要特征的空间重组与整合现象!并最终突破城市空间

限制!发展为大规模的城市群$&;:::年顾朝林将城市群分为块状城市群 $如长江三角洲

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和线状城市群 $如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山东半岛城市 群 等%&

!##>年朱英明根据城市群的平面空间形态!提出了 ,&-型( ,+-型( ,’-型( ,(-
型和 ,)-型?种空间组织形式)"*&!##>年郭荣朝等提出了生态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组合模

式)$*!!##?年王兴平从节点(轴线(功能单元三个方面将城市新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划分

为点状(带状(片区状三种形式):*&!##<年姚士谋等在 1中国城市群2一书中将!;世纪

以来中国城市群空间扩展模式归纳为四种模式!即高度集中型发展模式(双核心型发展模

式(适当分散型发展模式和交通走廊轴线型发展模式);#*&!##<年乔家君等提出了河南城

镇密集 区 的 空 间 地 域 结 构);;*!!##"年 刘 承 良 等 研 究 了 武 汉 都 市 圈 经 济 联 系 的 空 间

结构);!*&

!!综观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城市群形成与发育过程就是城市之间空

间扩展的有序化过程!也是城市之间产业协作优化组织的过程!国内外城市群空间整合与

产业优化组织的经验对武汉城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同时对丰富和完善城市群空

间整合与产业优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武汉城市群建设的总体思路

!!武汉城市群位于湖北省东部!土地总面积?4"$万[T!!行政区划上包括湖北省武汉(
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共:个城市!!##?年底人口%#$<4"
万人!占湖北省的?;4;$O!&@+为%:::4"!亿元!占湖北省的<;4%>O!无论是人口规

模还是经济总量均占湖北省的 ,大半壁江山-&为此!湖北省委省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审

时度势地做出了推进武汉城市群建设的长期性重大战略决策!并将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重要举措&加快武汉城市群建设!既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迫切要求!也是

全面推进湖北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湖北省率先在中部崛起更具有非常

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体建设思路

!!武汉城市群处在中国 ,中部之中-的经济腹地!是中国东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桥梁和

纽带);%*!在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中!处在国家二级城市群的战略地位);>*!是中部崛起的

重要战略支点!是中部崛起中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是湖北省最

$宋吉涛4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制研究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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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未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极和长期持久建设的战略重点&

!!武汉城市群拥有中部之中(居中独厚的综合区位优势!保障充足(得天独厚的水资源

优势!南通北达(东贯西联的交通通讯优势!特色互补(差异竞争的错位发展优势!资源

整合(产业共链的集群发展优势和智力密集(技术溢出的创新高地优势!为了最大限度地

发挥这些优势!从全国(内陆地区(中部地区以及湖北省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劳动地域分工

格局出发!可将武汉城市群总体发展定位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长江经济

带为主轴的东中西部互动发展的关键接力点#内陆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

业中心#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最具活力的核心增长极&

!!通过建设!推进武汉城市群由发展中的城市群转变为较发达的城市群!由发育型城市

群转变为成长型城市群!进一步转变为成熟型城市群!由 ,一强众弱-型城市群 转 变 为

,一核多强-的城市群!由省域内生型城市群转变为省际外生型城市群!由内需型城市群

转变为外向与内需融合型城市群&最终将武汉城市群建设成为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中最具

生态水乡特色的生态型城市群!成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综合试

验区&

&$&!建设方向与重点

!!武汉城市群建设的总体方向为!突破行政区划体制束缚!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逐步实现 ,十同-!即"规划同编!产业同链!城乡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金融同

城!市场同体!科技同兴!环保同治!生态同建&并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实现武汉城市

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将武汉城市群建成生态型城市群$&

!!根据武汉城市群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建设条件!将城市群发展重点归结为进行 ,六

个一体化-建设!即全面推进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建设!区域基础设施一 体 化 建

设!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区域城乡一体化建设!区域水土资源保障与生态环境保护一体

化建设(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建设);<*&

%!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的基本方案

!!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的总体思路为!以 1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 $!##%!!#!#2提出的

全省城镇体系空间结构’’’ ,三核三轴-构成的 ,品-字型空间结构骨架 $三核包括武汉

都市连绵区(宜昌大都市区(襄樊大都市区!三轴包括长江湖北段城镇复合发展轴(汉渝

铁路湖北段城镇 复 合 发 展 轴(焦 柳 铁 路 湖 北 段 城 镇 复 合 发 展 轴%为 基 础%!强 化 主 城 武

汉!依托四条主轴!振兴东西两翼!拉动南北两极&形成由主核武汉区(两条绕城市群快

速交通环线!两大生态带!三个不同辐射强度的圈层!四条复合主轴带!四个产业Z城镇

组团组成的 ,一核(两环(两带(三圈(四轴(四组团-组成的空间整合格局 $见图;%!
形成大(中(小城市并举(,九大行星(众星捧月-的城镇空间组合结构体系&

#$%!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点轴结构与圈层结构分析

!!根据武汉城市群总体建设思路!将形成由 ,一核(两环(两带(四轴-组成的点轴空

间整合结构和由 ,核心圈(紧密圈(辐射圈-组成的圈层空间整合结构&

!!在空间整合的点轴结构中!,一核-是指强化武汉主核&进一步发挥武汉作为城市群

$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e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e!##<!;<!%?4
湖北省人民政府e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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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方案示意图

FBW4;!XVDKHVDTD2IKQ7EB73-IEDW87EB2I2JYMV7IR8L7I*WW32TD87EB2I

龙头的辐射带动与极化作用!整合城市群主导产业!集聚高端职能!将武汉打造成为城市

群区域性金融商贸中心(区域性物流中心(区域性科技中心(区域性信息中心(区域性旅

游聚散中心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制造业中心&

!! ,两环-是指武汉市区绕城高速外环和环武汉城市群准高速外环&绕城高速外环全长

;$$[T!是武汉市四面八方过境高速公路连接的主要接口!是 ,武汉核心产业组团-发展

的外部边界和分散过境交通的主要通道&环城市群准高速外环贯穿大悟(红安(黄冈(咸

宁(赤壁(仙桃(天门(应城(安陆等地!主要依靠现有国道主干线(国家高速公路部分

区段(省道等通过整理改造疏通而成!是城市群紧密层与辐射层的边界&

!! ,两带-是指由东北部与东部的桐柏Z大别山和南部的幕阜山构成的两大区域生态屏

障&前者包括红安(麻城(罗田(英山(蕲春(黄梅等县 $市%!后者涉及咸宁南部的崇

阳(通城(通山和黄石市的阳新等县&这两条生态带是构成武汉城市群生态景观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打造 ,生态城市群-的资源环境基础&

!! ,四轴-是指四条城镇与产业发展集聚带!包括贯穿西北翼产业Z城镇组团由汉十高

速公路a汉丹铁路a%;<国道组成的主轴带!贯穿西翼产业Z城镇组团由沪汉蓉高速公路

武昌段a%;$国道a汉江水道a武荆高速公路组成的主轴带!贯穿东翼产业Z城镇组团由

沪汉蓉高速公路武黄 $梅%段a%;<国道a长江黄金水道a武九铁路组成的主轴带!贯穿

南部产业Z城镇组团由京广铁路湖北段a;#"国道a京珠高速公路组成的主轴带&



!!期 方创琳 等"武汉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织 >#;!!

图!!武汉城市群圈层结构分析示意图

FBW4!!XVDHB8H3DKE8MHEM8D2JYMV7IR8L7I*WW32TD87EB2I

!!在 空 间 整 合 的 圈 层 结 构

中!核 心 圈 包 括 武 汉 市 主 城

区(黄冈的黄州区(团 风 县 及

浠水县 政 府 所 在 地(鄂 州 市(
黄石市区(大冶市所围成的区

域!辐 射 半 径?#!$#[T!属

于半小时经济圈!面积占城市

群总面积的;:4?O!人口占城

市群总人口的%?4$O!&@+占

城市群的>$4<O!集中了城市

群";个开发区中的%;个&紧

密圈包括核心圈以外仙桃(潜

江(天门(咸 宁(孝 感(黄 冈

所辖的大部分区域!辐射半径

$#!;?#[T!属 于;小 时 经 济

圈!面 积 占 城 市 群 总 面 积 的

%<4%O!人口占?!4;O!&@+
占!$4<%O&辐射圈包括紧密层以外的区域和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与城市群接壤的

区域&以武汉为核心!西到 宜 昌(荆 门!西 北 到 襄 樊(十 堰(随 州!北 至 信 阳!南 到 岳

阳(常德!东到安庆!辐射半径;?#!!##[T!属!小时经济圈!面积占城市群总面积的

:?4;O!&@+!>##亿元!占城市群的<%4;O $见图!%&

#$&!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组团结构分析

!!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组团结构是由黄Z鄂Z黄东部组团(仙Z潜Z天西部组团(孝

Z汉Z应西北部组团和咸Z赤Z嘉南部组团组成的空间整合格局 $见图%%&其中"

!!黄Z鄂Z黄东部组团由黄石(鄂州和黄冈三市组成的三角型紧密产业Z城镇组团!该

组团是湖北省最大的城市密集区和武汉城市群内最大的城镇与经济密集区!产业发达!集

中了武汉城市群内八大支柱产业中的钢铁 $鄂州(黄石%(生物工程及新医药 $鄂州(黄

冈%(纺织服装 $鄂州(黄石%(水泥与建材 $黄石(鄂州%等四大支柱产业&从城镇体系

结构与布局的角度看!鄂州与黄冈 ,双子型-城镇组团建成区人口规模超过;##万人!将

成为湖北省五大人口规模超过;##万人的新兴城市组团之一#黄石与大冶组合后!将构筑

另一个;##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三大核心城市的组合将形成城市人口近!##万人的特大

城市密集区&

!!仙Z潜Z天西部组团由仙桃(潜江(天门三城市组成三角型松散产业Z城镇组团!处

在宜昌大都市区和武汉都市连绵区中间 ,节点-的优势区位!随岳高速公路以及武宜铁路

的规划建设势必增强该组团的交通区位优势&目前形成了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食

品(化工等关联度较大的产业&该组团的三个城市目前均属于省直管市!管理体制不顺!
三市发展腹地空间均很小!不利于城市群西部和湖北省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要从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角度!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突出特色!优势互补!产业共链!在条件成

熟时考虑将三市整合成为一个城市!以此确保松散型 ,西三角-产业Z城镇组团的崛起!
实现西翼区内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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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Z汉Z应西北组团由孝感(汉川(应城(安陆四市等组成紧密型产业Z城镇组团!
四城市市区距离较近!该组团位于南北向发展主轴带上!振兴西北翼组团有利于孝感快速

崛起!有利于与主核武汉迅速对接&该组团依托临近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吴家山台商投资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岩盐等资源优势和军工优势!依托

孝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大民营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电(汽车零部件(盐

磷化工(精细化工(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工业(纸制品及新型建材 和 特 色 食 品 加 工 业 等

行业&

!!咸Z赤Z嘉南部组团由咸宁(赤壁(嘉鱼三县市组成!是四大组团中目前发展实力最

弱的组团!但却是武汉城市群最具发展潜力的生态城市&要充分发挥其清洁能源(生态旅

游和综合区位等三大优势!以建设生态城市为战略目标!转移武汉部分职能!使咸宁成为

武汉城市群中以发展高效清洁能源(纺织(生物医药(竹木加工(绿色食品加工(生态旅

游等生态型产业为主的生态城市!成为武汉城市群的 ,生态花园-&

#$#!城市群空间整合的形态结构分析

!!武汉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几何形态是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 $见图%%!与中原城市群的:
个城市群空间组织形态一样!大体符合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即六边形学说的基本原

理&这种空间结构是一种效益最大(行政成本最低(空间利用效率和集聚 效 益 最 高 的 形

态&武汉市位居六边形的几何中心!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集聚与扩散中心的作用&如果将

武汉城市群:个城市的相关位置进一步抽象!则发现:城市空间组合成的几何形态近似为

一个等边的六边形 $见图>%!武汉位于等边六边形的几何中心!作为最高等级的经济中

心!理论上应形成对周边$个二级中心的全方位辐射和集散作用!孝感(黄冈(鄂州(黄

石(咸宁(潜江(天门<城市分别位于六边形的<个角上!仙桃位于六边形内部!与武汉

一样!在城市群发挥着次中心和城市群西部主中心城市的作用!鄂州与黄冈距离很近!位

于六边形的一条边上!从中心地理论角度分析!两城市应合二为一!整合成为六边形的一

个角点&根据中心地理论的基本原理!由:个城市组合而成的武汉城市群是各种城市组合

中最稳定的一种空间组合的几何类型!也是一种效益最大(行政成本最低(空间利用效率

和集聚效益最高的形态结构类型!将形成 ,九大行星(众星捧月-的格局&

图%!武汉城市群空间组织形态示意图

FBW4%!XVDKQ7EB7328W7IBlBIWT28QV232WS2J
YMV7IR8L7I*WW32TD87EB2I

图>!武汉城市群空间形态抽象示意图

FBW4>!XVD7LKE87HEKQ7EB73T28QV232WS2J
YMV7IR8L7I*WW32TD87EB2I



!!期 方创琳 等"武汉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织 >#%!!

!!根据武汉城市群各城市总人口和市区城镇人口预测结果 $见表;%!!##?!!#!#年城

市群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年城镇人口和城镇

化水平分别为;<#<万人和?#4>O);"!;:*#到!#!#年城镇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将分别为!#%!
万人和<;4<O&

表%!武汉城市群城镇人口及城镇化水平预测一览表 ’万人#V(

+,-$%!M3-,8?6?52,/068,8:53-,80],/06824B4276341,./67J5A,8M3-,8)9926>43,/068 ’̂ %Z’?43.68.#V(

年份 武汉城市群 武汉 黄石 鄂州 孝感 黄冈 咸宁 仙桃 潜江 天门

!##>

!#;#

!#;?

!#!#

城
镇
人
口

;%!# ?!!4; ;!>4> ?%4: ;""4! ;$;4# ;#?4< <#4? >:4! ><4!

;<#< <;?4> ;>>4< <!4< !!?4> !%"4; ;!!4" ";4? ?"4; "#4?

;$;: <"$4% ;?<4< <"4$ !<<4$ !$$4? ;%!4: $#4< <;4: $?4$

!#%! "%"4? ;<<4% "!4# %;#4! %><4! ;>;4! :#4% <?4" ;#!4:

!##>

!#;#

!#;?

!#!#

城
镇
化
水
平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注"根据湖北省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年%整理&

!!依据中心地理论的六边形学说!将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等级结构确定为由;个超大城市

$武汉市%(;个特大城市 $黄石市区a大冶市区%("个大城市 $黄冈市区(孝感市区(鄂

州市区(仙桃市区(潜江市区(咸宁市区(天门市区%(:个中等城市$汉川市区(应城市

图?!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等级规模结构规划示意图

FBW4?!XVDKH73DKE8MHEM8DQ37IIBIWJ28KQ7EB73BIEDW87EB2I2JYMV7IR8L7I*WW32TD87EB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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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陆市区(赤壁市区(武穴市区(麻城市区(蕲春市区(浠水城区(云梦城区%(;"
个小城市 $通城城区(英山城区(大悟城区(蔡 甸 城 区(嘉 鱼 城 区(孝 昌 城 区(新 洲 城

区(通山城区(罗田城区(团风 城 区(崇 阳 城 区(阳 新 市 区(黄 梅 城 区(红 安 城 区(马

口(阳逻(葛店Z华容%和"#个重点镇组成 $见图?%的职能互补(等级有序的六级城

镇协调发展等级结构!形成大(中(小城市并举(由 ,一主(一副(七节点-组成的六级

城镇协调发展格局&

>!武汉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协作与合理化组织

’$%!武汉城市群产业发展与布局思路

!!采用 YD7CD89XV2T7K模型!将 武 汉 城 市 群 未 来 发 展 的 支 柱 产 业 确 定 为 高 技 术 产 业(
运输机械制造(冶金(化工和装备制造业!将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烟草(建材工业作为重

点产业&同时!根据数量经济模型预测结果!将武汉城市群第一(二(三产业在&@+中

所占比重由!##?年的;!4;Ok><4;Ok>;4$O演进到!#;#年的"4:Ok>$4<Ok>%4?O和

!#!#年的>4>Ok>:4$Ok>?4$O&实现产业结构这一演进优化目 标!将 以 优 势 产 业 为 龙

头!延伸汽车(光电信息(钢铁(有 色 冶 金(石 油 化 工(盐 化 工(纺 织 服 装(造 纸 及 包

装(建材及建筑(农副产品加工;#大优势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义的;?个产业集群!
即"光电子通信产业集群 $武汉东湖%!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集群 $武汉沌口及东西湖地

区%!汽车整车制造产业集群 $武汉沌口%!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武汉(黄石(孝感(黄

冈(潜江(天门%!钢铁及钢铁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 $武汉(鄂州(黄石%!金属制品产业

集群 $孝感市区(汉川(鄂州(黄石(潜江%!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武汉(鄂州(潜江%(
盐化工产业集群 $应城(云 梦(天 门(潜 江%!医 药 工 业 产 业 集 群 $武 汉(鄂 州(黄 石(
黄冈(咸宁(仙桃%!纺织产业集群 $仙桃(黄冈(孝感(汉川(赤壁(天门%!服装产业

集群 $武汉(仙桃(黄石(潜江(天门%!建材产业集群 $黄石(鄂州(孝感%!造纸及包

装产业集群 $武汉(孝感(咸宁%!食品工业产业集群 $武汉(黄冈(孝感(仙桃(%!饮

料工业产业集群 $武汉(黄冈(黄石(孝感%等&在延伸产业链和 产 业 集 群 建 设 的 基 础

上!通过整合资源!逐步形成七大特色产业带"一是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建

设包括葛店(鄂州(黄州(黄石的高技术产业带#二是以武钢为龙头!建设包括鄂州(黄

石(大冶(阳新在内的冶金Z建材产业带#三是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建设环城

市群汽车零部件产业带#四是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武汉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园为龙

头!建设环城市群-X设备及电器(电子元器件产业带#五是以武汉为龙头!建设包括仙

桃(潜江(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的环城市群纺织服装产业带#六是以武汉为龙

头!在城市群西侧建设包括云梦(应城(天门(潜江以盐化工和石油化工为主的化工产业

带#七是城市群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产业带$&

’$&!武汉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发展与分工协作

!!根据武汉城市群各城市在区位(交通(经 济 技 术 基 础(科 技(教 育 以 及 水(土(矿

产(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或若干突出的专项优势!并考虑到发展趋势与发展潜力!
提出各城市 产 业 分 工 方 案!逐 步 形 成 分 工 合 理(产 业 互 补(定 位 明 确 的 产 业 分 工 协 作

体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e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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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作为武汉城市群的主中心城市!是湖北省政治(经济(文教科技中心和长江中

游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定位为综合性城市!依托其 区 位(交 通(科 教(市 场 与 产 业 优

势!建设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技术产业的研发与产业化基地(面

向中部崛起的区域性金融商贸中心(物流中心(科教创新中心(信息中心和区域性旅游目

的地$&以高技术 产 业 为 先 导!集 约 发 展 汽 车(钢 铁(电 子 信 息(石 油 化 工 和 装 备 制 造

业!培育壮大食品(家电(纺织服装(医药(烟草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现代

物流(信息(旅游(文化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加快高速公路(铁路干线与客运专线(航空

港和内河港口建设!将武汉建成为铁(水(公(空立体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国家级物流

枢纽中心&

!!黄石市作为武汉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将与大冶市整合成为武汉城市群特大城市!鄂东

冶金工业基地和鄂东水陆运输枢纽!其职能定位为港口工业城市&

!!鄂州市作为城市群东部新型工业城市和中国医药名城!重点发展冶金(医药(建材(
服装及汽车零部件传统产业板块和以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制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

产业&建立鄂东地区物流中心和以水体旅游为主导的商务旅游等产业&

!!黄冈市作为城市群东部轻型工业城市!鄂东红色旅游名城和基础教育名城!重点发展

以医药化工(机电(汽车零部件(纺织服装和轻工食品及建材为主的传统产业!以电子(
新医药(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 ,黄冈中学-的教育优势!发展

面向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 ,教师资源-教育与管理培训基地!把黄冈发展成为 ,鄂东红色

旅游名城-和 ,鄂东基础教育名城-)!#*&

!!孝感市作为城市群西北翼综合性中心城市和鄂北汽车走廊节点城市!发挥市区 $孝南

区%邻近武汉市和天河机场的区位优势(周边地区农副产品和盐矿资源丰富以及军工企业

的技术优势!依托孝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以机电(汽车零部件(纺织(食品(金属制

品及包装材料为支柱产业!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城市&

!!咸宁市作为武汉城市群最具发展潜力的生态城市和鄂南综合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

清洁能源优势(生态旅游优势和综合区位等优势!重点发展高效清洁能源(纺织(竹木加

工(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生态旅游等生态型产业!建成为最具发 展 实 力 和 潜 力 的 生 态

城市&

!!仙桃市作为江汉平原以纺织服装为主导的轻型工业城市和江汉平原轻纺名城!今后依

托仙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积极发展纺织服装(医药(精细化工(食品(
机电等行业!着力打造以中国体操之乡为特色的体育文化旅游!逐步培育辐射城市群西翼

的综合性区域物流中心&

!!潜江市作为城市群西部综合性中心城市和鄂中盐化医药名城!发挥武汉城市群连接宜

昌城市群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沪蓉高速公路与汉江的交通优势(油气与盐矿资源优势!
建成以化工 $石油化工和盐化工%(纺织服装(医药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

!!天门市作为城市群西部轻型工业城市和鄂中轻纺名城!依托该市与周边地区的农副产

品资源和盐矿资源优势(侨乡的地缘优势!以侨乡经济开发区为载体!建成为以农副产品

深加工为主要方向!以纺织服装(食品(化工(医药(机电为特色的轻型工业城市&

$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编e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论与实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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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群形成与发育过程就是其空间结构优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也是产业不断重组和

优化的过程&研究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合理化组织!有助于密切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合作(
结构互补!有助于为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寻求良好的产业竞争与

合作之路&武汉城市群处在中国 ,中部之中-的经济腹地!是中国东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

桥梁和纽带!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本文提出了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总体思路!
将武汉城市群总体发展定位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长江经济带为主轴的东中

西部互动发展的关键接力点!内陆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提出了

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过程中由 ,一核 $武汉主核%(两环 $武汉市区绕城高速外环和环武

汉城市群准高速外环%(两带 $由东北部与东部的桐柏Z大别山和南部的幕阜山构成的两

大区域生态屏障%(四轴 $四条城镇与产业发展集聚带%-组成的点轴结构方案!由 ,核心

圈(紧密圈(辐射圈-组成的圈层结构方案!由黄Z鄂Z黄东部产业Z城镇组团(仙Z潜

Z天西部产业Z城镇组团(孝Z汉Z应西北部产业Z城镇组团和咸Z赤Z嘉南部产业Z城

镇组团组成的组团结构方案和由 ,一主 $超大城市武汉市%(一副 $黄石市区和大冶市区

组成的特大城市%(七节点 $黄冈市区(孝感市区(鄂州市区(仙桃市区(潜江市区(咸

宁市区(天门市区%-组成的形态结构方案#提出了延伸汽车(光电信息(钢铁(有色冶

金(石油化工(盐化工(纺织服装(造纸及包装(建材及建筑(农副产品加工;#大优势

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义的;?个产业集群和"大特色产业带的产业发展与布 局 思 路#
提出了武汉城市群九大城市之间产业合理分工与协作方案&

!!本研究对把武汉城市群建设成为国家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试验区(
对湖北省和中部崛起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同时对丰富和完善城市群

空间整合与产业优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指导我国其他城市群在形成发育过程中

实现空间整合和产业合理化组织具有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群空间边界的确定至今未有成熟的研究方法!空间边界的不确定

性或者模糊性直接影响着空间整合和产业组织&况且!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

织过程在我国带有较强的政府主导性)!;*!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一条推动我国城

市群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有序整合和合理的产业分工!而又不失出现因市场失灵或政府调控

失效导致城市群发育空间失控和产业布局混乱等现象!以便更好地推动城市群健康发展!
则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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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胡昌明等先生!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33DId4&32L73.BES98DWB2IK"X8DIGK!XVD28S!+23BHS4(PJ28GRIBCD8KBES+8DKK!!##;4"$!$"4
)!*!X7[7LBE20!)2LD8EF45Db&78GDI.BES2JEVD!;KE.DIEM8S4j2LDRIBCD8KBES!!##!4"">%!><4



!!期 方创琳 等"武汉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织 >#"!!

)%*!吴启焰4城市密集区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机制’’’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带4人文地理!;:::!;>$;%";;!;?4
)>*!6H&DDX&4XVDDTD8WDIHD2J@DK7[2E78DWB2IKBI*KB7"’PQ7IGBIW7VSQ2EVDKBK4,2I23M3M"RIBCD8KBES2J,7b7BB!

;::;4!?!!<4
)?*!周一星4城市地理学4北京"商务印书馆!;::<4;>!!;>%4
)<*!齐康!段进4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空间分析4城市规划汇刊!;::"!;?$;%";!?4
)"*!朱英明4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4北京"科学出版社!!##>4>%!?$4
)$*!郭荣朝!顾朝林!曾尊固!等4生态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组合模式及应用’’’以襄樊市为例4地理研究!!##>!!%$%%"

!:!!!:?4
):*!王兴平4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4北京"科学出版社!!##?4;##!;#;4
);#*!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等4中国城市群4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4!!%4
);;*!乔家君!李小建4河南城镇密集区的空间地域结构4地理研究!!##<!!?$!%"!;%!!;>4
);!*!刘承良!余瑞林!熊建平!等4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4地理研究!!##"!!<$;%";:"!;::4
);%*!邹军!王学锋 主编4都市圈规划4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4?!!?<4
);>*!方创琳!宋吉涛!张蔷!等4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4地理学报!!##?!<#$?%"$!"!$>#4
);?*!陈文科 主编4中部崛起与武汉城市圈4武汉"崇文书局4!##?4;!"4
);<*!方创琳 等著4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论4北京"商务印书馆!!##"4!"<!!$?4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经济调查司编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4;!%!;!:4
);$*!湖北省统计局4湖北?#年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4?<?!?":4
);:*!湖北省统计局4湖北省统计年鉴!##<4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4%;:!%?$4
)!#*!湖北省旅游局4湖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4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4$#;!$;;4
)!;*!袁家冬!周筠!黄伟4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4地理研究!!##<!!?$;%";;!4

+A4.?,/0,208/493,/068,8:08:5./30,23,/068,20],/068
639,80],/06867J5A,8M3-,8)9926>43,/068

F*5&.VM7IW93BI;!/BIhMD9\BI;!!

$;4-IKEBEMED2J&D2W87QVBH0HBDIHDK7IG57EM873)DK2M8HDK)DKD78HV!.*0!=DBgBIW;##;#;!.VBI7#

!4&87GM7ED0HV2232JEVD.VBIDKD*H7GDTS2J0HBDIHDK!=DBgBIW;###>:!.VBI7%

)-./3,1/"XVDJ28T7EB2I7IGGDCD32QTDIEQ82HDKK2JM8L7I7WW32TD87EB2IBKEVDBIEDW87EB2I
7IG2QEBTBl7EB2IDC23CDTDIEQ82HDKK2JBEKKQ7EB73KE8MHEM8D#BEBK73K2EVD8D28W7IBl7EB2I
7IG2QEBTBl7EB2IQ82HDKK2JBEKBIGMKE8B73KE8MHEM8D4)DKD78HVBIWEVDbD339KQ7EB73BIEDW879
EB2I7IG28W7IBl7EB2IH7IKE8DIWEVDIBIGMKE8B73H22QD87EB2I7IGKE8MHEM873BIED898DBIJ28HD
7T2IWHBEBDK#bVBHVBKVD3QJM3E2KDD[EVD2QEBT73BIGMKE8B73H2TQDEBEB2I7IGH22QD87EB2I
827GJ28M8L7I7WW32TD87EB2IBIEVDQ82HDKK2JDH2I2TBHW32L73Bl7EB2I7IG8DWB2I73DH2I2T9
BHBIEDW87EB2I4
!!YMV7IR8L7I*WW32TD87EB2IbVBHV3BDKBIEVDTBGG3DDH2I2TBHVBIED837IGBI.DIE873
.VBI7BKEVDL8BGWD7IGL2IG2JBIGMKE8B73W87GBDIEKVBJEJ82TD7KEE2bDKE!73K2EVDBTQ289
E7IEKE87EDWBHQBC2EBIEVD8BKBIW2J.DIE873.VBI74=7KDG2IEVD7I73SKBK2JEVDKE87EDWBH
KE7EMK2JYMV7IR8L7I*WW32TD87EB2I!EVBKQ7QD8Q82Q2KDKEVD2CD8733EVBI[BIW2JH2I9
KE8MHEBIWDH232WBH73M8L7I7WW32TD87EB2I!H2IJB8TBEK2CD873328BDIE7EB2I7KEVDBTQ28E7IE



>#$!! 地!!理!!研!!究 !"卷

DIWBID2J8DWB2IDH2I2TBHW82bEV!EVDQBC2E2JBIED87HEBCDGDCD32QTDIE7T2IWEVDD7KED8I!

bDKED8I7IGTBGG3DQ78EKbVBHVE7[DEVDf7IWElD)BCD8DH2I2TBHLD3E7KEVDT7BI7PBK7IG
BTQ28E7IEHDIED82JEVD7GC7IHDGT7IMJ7HEM8BIW7IGKD8CBHDBIGMKE8BDKBIHDIE8738DWB2I#

QMEKJ28b78GKEVDI2GD97PDKKE8MHEM8DKHVDTDbVBHVBKH2TQ2KDG2Jp(ID.28Dp$YMV7I
T7BIH28D%!pXb2)BIWKp$EVDJ8DDb7S2MED88BIWHB8H3BIWYMV7IM8L7IGBKE8BHE7IGEVD
DPQDHE7IEJ8DDb7S2MED88BIWHB8H3BIWYMV7IR8L7I*WW32TD87EB2I%!pXb2=D3EKp$Eb2
DH29L788BD8KbVBHVH2IKBKE2JX2IWL7B9@7LBD62MIE7BIBII28EVD7KE7IG6MJM62MIE7BIBI
K2MEV%!7IGpF2M8*PDK$J2M89HBES7IGBIGMKE8B73GDCD32QTDIELD3EK%#EVDHB8H3DKE8MHEM8D
KHVDTDbVBHVBKH2TQ2KDG2JH28DHB8H3D!H32KDHB8H3D7IG87GB7EB2IHB8H3D#EVDH3MKED8KE8MH9
EM8DKHVDTDbVBHVBKT7GDMQ2J,M7IWKVB9’lV2M9,M7IWW7IWD7KED8IBIGMKE8S9HBESH3MK9
ED8! hB7IE729iB7IgB7IW9XB7ITDI bDKED8I BIGMKE8S9HBES H3MKED8! hB72W7I9,7IHVM7I9
fBIWHVDIWI28EVbDKED8IBIGMKE8S9HBESH3MKED87IGhB7IIBIW9.VBLB9dB7SMI28EVD8IBIGMKE8S9
HBESH3MKED8#EVDKQ7EB73T28QV232WSKE8MHEM8DKHVDTDbVBHVBKT7GDMQ2Jp(ID67BI.DI9
ED8p$TDE82Q23BKHBES YMV7I%!p(ID0ML9.DIED8p$KMQD89378WDHBEBDKH2TQ2KBEBIWbBEV
,M7IWKVBM8L7IGBKE8BHE7IG@7SDM8L7IGBKE8BHE%!7IG0DCDI52GDK$,M7IWW7IWM8L7I
GBKE8BHE!hB72W7IM8L7IGBKE8BHE!’lV2MM8L7IGBKE8BHE!hB7IE72M8L7IGBKE8BHE!iB7IgB7IW
M8L7IGBKE8BHE!hB7IIBIWM8L7IGBKE8BHE!7IGXB7ITDIM8L7IGBKE8BHE%4
!!FBI733S!EVDQ7QD8Q82Q2KDKEVDEV2MWVEK2IBIGMKE8B73GDCD32QTDIE7IGH2IE8BLMEB2I
BIH3MGBIWDPEDIGBIWEVD;#Q8DQ2IGD87IEBIGMKE8B73HV7BIKKMHV7K7ME2T2LB3DBIGMKE8S!2Q9
E29D3DHE82IBHBIGMKE8S!B82I7IGKEDD3BIGMKE8S!I2IJD882MKTDE733M8WSBIGMKE8S!QDE829
HVDTBH73BIGMKE8S!K73EHVDTBH73BIGMKE8S!EDPEB3D7IG7QQ78D3BIGMKE8S!Q7QD8T7[BIW7IG
Q7H[7WBIWBIGMKE8S!H2IKE8MHEB2IBIGMKE8S!7W8BHM3EM873LS9Q82GMHEKBIGMKE8S!H2IKE8MHEBIW
;?BIGMKE8B73H3MKED8K7IGKDCDIHV787HED8BKEBHBIGMKE8B73LD3EKbVBHV78D2JBTQ28E7IEBIED89
8DWB2I73KBWIBJBH7IHD!JM8EVD8T28DT7[BIWEVDGBKE8BLMEB2I7IGH28Q287EB2IKHVDTD2JBI9
GMKE8B73GDCD32QTDIE4XVBKQ7QD8V7KEVDKE87EDWBHKBWIBJBH7IHD7IGBTQ28E7IE8D73BKEBH
TD7IBIWE2EVDGDCD32QTDIE2JYMV7IR8L7I*WW32TD87EB2I!,MLDB+82CBIHD7IG8BKD2J
.DIE873)BKD.VBI7!BEBK7IBTQ28E7IEWMBG7IHDJ28DI8BHVBIW7IGQD8JDHEBIWEVDEVD28S2J
KQ7EB73BIEDW87EB2I7IGBIGMKE8B732QEBTBl7EB2IJ28M8L7I7WW32TD87EB2I!7IG73K2Q82CBGBIW
8DJD8DIHDKE22EVD8M8L7I7WW32TD87EB2IKBI.VBI72I7HVBDCBIWEVDKQ7EB73BIEDW87EB2I7IG
BIGMKE8B732QEBTBl7EB2I4

G4D@63:."YMV7IR8L7I*WW32TD87EB2I#KQ7EB73BIEDW87EB2I#BIGMKE8B73GBCBKB2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