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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综合性、单一中心建设的弊端, 诸如条块分割、资源

浪费和产业结构趋同等, 指出省会城市职能类型分离和转移的方法及步骤, 并依据一定的

指标, 确定密切联系区和强烈影响区。在我国省会城市职能界定及各省中心城市的判别的

基础上, 提出省会城市职能结构的建设与配置思路: 强化行政文化职能; 转移省会城市部

分职能; 在城市体系中考察省会城市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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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省会城市的沿革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代国家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

度, 以行政中心为主的中心城市开始出现[1 ]。我国现有省级行政区划形成于明清时期, 与之

相适应的相当于省会的城市应运而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以行政中心为核心建立

的各级城市系统获得长足发展; 与此同时, 行政中心也常发展为行政区域的经济中心、交

通中心和文化中心。建国以后, 我国省级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 出现了许多新的省会

城市, 如合肥、郑州和石家庄等。由于旧有观念的束缚和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 不考虑具

体情况, 各级政府都将省会城市 (行政中心) 按照综合性中心的愿望加以建设, 所有城市

的发展都建立在构筑省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基础之上。但许多结果却事与愿

违, 如六十到七十年代, 在不考虑资源和消费条件的情况下, 各省行政中心建立中小型钢

铁联合企业所造成的浪费就是一个实例。

在上述的建设和指导方针下, 各省都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组织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其结

果产生如下几方面弊端: ① 进一步加剧了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 ② 造成大量自然社会经济

资源的浪费; ③ 形成产业结构的同构化现象, 各城市无突出结构功能优势, 使绝对优势和

比较优势不能发挥; ④ 影响了城市规划和建设, 也阻碍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省会

城市职能类型的分离和界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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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会城市职能类型的分离和影响区域的确定

211　原则和指导思想

我国现有省会城市 (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首府, 以下简称省会城市) 共 31 座, 其职能

分析依据以下原则: ① 将各省会城市纳入全国城市体系结构中考察其职能、性质和地位。

② 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多视角分析其职能特点, 并将各职能进行分离。③ 根据现有

实际情况, 分析相邻区域状况, 确定其作用与吸引范围。

212　省会城市的中心性强度

城市的辐射能力决定于其中心性强度, 而中心性强度和城市的规模及与外界通达程度

密切相关。这里选择市区非农业人口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市区货运总量三项指标来反

映其中心性强度。三项指标经征询确定权重分别为: 013、014、013。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

处理, 以消除量纲影响, 然后将经标准化处理的数据加权求和, 即得中心性强度[2 ] , 结果见

表 1。
表 1　部分城市中心性强度及作用范围

Tab11　The cen tre in ten sity and inf luence zone of prov inc ia l cap ita ls

城市
中心性
强　度

紧密联系
距离ökm

紧　密
联系区

强烈影响
距离ökm

强烈影响区 职能特点

北京 21850 380
京、津、冀、
鲁、晋

840 豫、蒙、辽
全国政治中心、最大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之一

天津 11546 360
津、京、
冀、鲁

680 辽、晋、蒙中、豫 天津市的政治中心, 华北经济、交通中心之一

沈阳 01548 280
辽、吉、
蒙东

610 京、津、黑、冀东 东北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辽宁政治中心

哈尔滨 - 01027 210 黑 460 吉、蒙东 黑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上海 31663 450
沪、苏、
浙、皖

1 000
鲁、豫、鄂东、
湘、赣、闽

全国经济中心, 华东文化和交通中心; 上海政治
中心

南京 01316 230 苏、皖 500
浙、赣北、鄂东、
鲁南、豫东

江苏政治中心, 江苏、安徽经济、文化和交通中
心之一

杭州 - 01146 180
浙、沪、
苏南

400 苏、皖、赣北 浙江政治中心, 浙江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之一

郑州 - 01248 160 豫 360
晋、皖北、苏北、
鲁西、鄂北

河南政治、文化中心, 河南经济和交通中心之一

武汉 01779 270
鄂、皖、豫、
湘北、赣北

590 湘、赣、苏 湖北政治中心; 华中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广州 11495 290 粤、桂 650 琼、赣南、湘、闽南 广东政治中心; 华南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成都 - 01092 210 川 460 渝、黔北、陕南
四川政治和文化中心, 四川经济和交通中心
之一

重庆 01431 230 渝、川东 510
黔、川、鄂西、
湘西、陕南

重庆政治中心; 西南经济中心, 西南文化和交通
中心之一

昆明 - 01189 170 滇 380 黔西、川南 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西安 01030 200 陕 440
豫、晋南、宁、陇东、

川北、渝北
陕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兰州 - 01458 160 甘、青东 360 宁、青北
甘肃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青海经济和
交通中心之一

乌鲁木齐 - 01440 150 北疆 340 新 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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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省会城市的作用区域

城市吸引范围可用经济作用“场强”表达

s =
PV
d 2

式中　P ——市区非农业人口数　　V ——市区国内生产总值

　　　d ——城市距某点的距离[3 ]

根据统计资料计算所有省会城市的数值, 计算结果分析得知, 我国省会城市引力范围

随城市中心性强度的降低呈递减趋势, 分析其变化情况, 可界定城市引力范围分为紧密联

系区和强烈影响区两个边界距离, 引力场系数介于 01633～ 01128 之间。城市影响距离决定

于城市中心性强度、交通通达程度和城市密度, 城市间引力应趋交通干线延伸 (以铁路线

和国道公路为主, 沿海城市也考虑海运线) , 求取城市相对吸引范围 (部分城市根据实际情

况略作调整) , 结果如表 1 所示。

城市职能主要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内涵。政治职能是各省会城市的当然

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省会城市客观上不一定是省区的综合性中心或唯一的中心, 分

析结果已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省会城市的职能组合要素紧密相关, 政治职能是主体, 经济

职能是基础, 强大的经济职能会强化政治、文化和交通职能。表 2 显示影响各省区的事实

上的核心城市, 某一省区在多个中心城市的影响下形成作用区域及重叠范围, 其间的严格

界线难以寻找, 但通过断裂点的计算可大体确定[4 ]。

表 2　影响我国各省 (市、区) 的跨省核心城市

Tab12　The cen tre c ities of prov inces in Ch ina

省 (市、区) 核心城市
作用分界点

d ökm
省 (市、区) 核心城市

作用分界点

d ökm

黑龙江

吉　林

辽　宁

天　津

北　京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陕　西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新　疆

云　南

贵　州

广　东

海　南

哈尔滨

长春、沈阳

沈阳、大连

天津、北京

北京

石家庄、北京、天津

太原

呼和浩特、包头、

　银川、沈阳

西安

兰州

银川

西宁、兰州

乌鲁木齐

昆明

贵阳、重庆

广州

海口

280 (沈)

236 (沈)

77 (京)

269 (京)、329 (津)

76 (包银)、

1265 (沈呼)

49 (兰)

395 (渝)

四川

重庆

西藏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成都、重庆

重庆

拉萨

济南、青岛、

北京、天津

南京、上海

杭州、上海

福州、厦门

合肥、上海、

南京、武汉

南昌、武汉、广州

郑州、武汉

武汉

长沙、武汉、广州

南宁、柳州、广州

283 (渝)

205 (青)、297 (津)、

429 (京)

326 (沪)

184 (沪)

191 (福)

525 (沪)、458 (汉)、

121 (宁)

306 (汉)

397 (汉)

297 (汉)

621 (广)、132 (柳)

　　注: ① d a=
D ab

1+ (L böL a)

1ö2

, 其中D ab为两城市间交通距离,L a、L b 分别为两城市中心性强度;

② 括号中地名为与该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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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会城市职能结构的建设与配置

311　强化省会城市的行政文化职能

我国省会城市的行政职能具有很强的功能特点, 这是长期的历史演进和建国后国家对

行政中心建设的结果, 但省会城市行政职能强度差异较大。行政中心并非孤立的政治中心,

而是以文化、交通以及经济为基础的, 其中心性强度指数可粗略地反映其中心功能。我国

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和安徽等省区, 由于面积辽阔, 或因中心城市规

模偏小, 或因交通通讯不便, 致使其吸引范围不足, 势必影响行政文化功能的发挥。这一

问题可通过两个渠道完善, 一是强化中心功能地位和辐射能力, 加强区域交通通讯建设, 增

强城市综合配套功能; 二是充分发挥次一级地区行政文化中心的功能, 以填充高级中心功

能的不足。如内蒙古应强化海拉尔、乌兰浩特、通辽和赤峰的行政文化功能, 以弥补呼和

浩特辐射功能的不足。

312　省会城市职能的转移

部分辐射能力较弱的省会城市, 应着力于行政功能的发挥, 其他功能可由相邻核心城

市取代, 或与之共同组成功能核心城市。这既符合我国实际, 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如

江苏、浙江两省应将上海作为两省核心城市之一, 与南京、杭州共同组成两省经济、文化

和交通中心。同时, 不可忽略省内双中心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如辽宁省的政治中心是沈

阳, 而沈阳和大连共同构成该省经济和交通中心。福州和厦门、银川和石咀山、南宁和柳

州均属此类情况。另一方面, 省会城市的部分职能可转移到首位城市上。如内蒙古首府呼

和浩特可作为全区政治文化中心, 但其经济和交通地位不及首位城市包头, 包头可担负起

内蒙古西部地区经济和交通中心的功能, 而沈阳可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和交通中心。青

岛与济南也与之类似。

313　城市功能必须在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中考察

在城市体系演进中, 会出现分化和中心化两种趋势, 伴随着城市间相互作用的加强, 促

使各城市发挥优势, 朝最合理方向发展。结果必然使劳动地域分工不断深化, 各城市职能

趋向专门化。在全国城市体系中, 城市等级结构鲜明, 国际性、全国性、省区级和地区级

中心城市一应俱全。如上海和北京是准国际性城市, 沈阳是东北区的中心城市, 武汉是华

中区的中心城市, 昆明是云南省的中心城市等。同时, 省会城市职能要在城市群中考察。如

在沪宁杭城市群中, 上海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综合性中心, 南京和杭州是古都风景旅游城

市等。发育完善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即是由多种职能分工合理组成的城市体系, 华盛顿是

政治中心, 纽约是经济中心, 费城和波士顿担负着文化的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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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para tion and Optimal A lloca tion about Functiona l

Types of Prov inc ia l Cap ita ls in Ch ina

XU E Dongqian, YAO Sh im ou, L I Bo

(N angjing Inst itu te of Geography and L im no logy, T he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 N an jing　210008)

Abstract: T h is paper analyses the m alp ract ices that take the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as

comp rehen sive, single cen ter: the separa t ion of departm en t and region; the w aste of

natu ra l and econom ic resou rce; the common of indu stry’s st ructu re. T he au tho r po in ts

ou t w ays and step s on the separa t ion and tran sfo rm of funct ional types in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A in separab le con tact zone and strong influence zone are defined. It has m ade ou t

determ inat ion abou t u rban funct ion of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and the judge abou t the leading

cit ies in every p rovinces of Ch ina, a t the sam e t im e, the au tho r pu ts fo rw ard the th ink ing

of the con struct ion and dep loy abou t funct ional st ructu re in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st rengthen ing adm in ist ra t ive, cu ltu ra l funct ion、t ran sferring part ia l funct ion s of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ob serving and studying the funct ion s of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from the u rban

system.

Key words: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funct ion separa t ion; funct ion tran sfo rm ; cen ter in ten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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