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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演化的空间过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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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群演化包含了诸多内容, 如人口、产业、城市类型、城市职能等, 而空间过程

是最直接、最综合的表现。文章从城市群体结构、城市群空间、城市土地利用三方面, 分

析了城市群演化的空间过程, 研究了其演化的动力机制, 描述了其基本特征和规律, 揭示

了城市群演化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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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 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方向, 单体城市的演

化已融入了城市群之中[ 1]。城市群演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城市空间的扩展过程, 这一空间过程

体现在如下 3个方面: 城市群体结构的变迁规定了城市群演化的方向, 城市化和城市群空

间是演化过程的主体要素, 城市土地扩展是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具体表现。

1　城市群体结构及其演化

1. 1　城市群体结构型式

城市群体可概括为三圈层空间结构。城市群区以首位城市为核心依此向外推移, 城镇

的规模、城镇密度、城镇及城镇组群的等级依次降低。空间分布的节点在相似的背景条件

下, 吸引和排斥作用使其分布趋于均匀, 由于各节点生长机会和能力的不均衡, 相互作用

场强存在较大差别, 导致城市规模和分布的梯度差异。在这一系统中, 能量向较高的区域

或个体集聚, 形成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城市个体数目的逐级减少, 规模较大的个体占据和影

响的空间愈来愈大, 最终形成有序的等级序列。从圈层结构分析, 城市群体结构可划分为

核心首位城市带、城市组群发育带、城市个体分布带、城市群腹地带 (见图 1)。核心首位

城市带: 位于城市群中心, 发展历史悠久, 规模最大, 由首位城市及其卫星城组成, 二、三

产业发达, 非农业用地所占比重较大, 交通通达性好, 具有极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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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发育带: 围绕核心区形成规模不等的次级城市聚集区, 城市发育程度高, 具有一定的

系统性, 在城市群中承担特定的功能, 交通便捷。城市个体分布带: 分布于城市组群外围,

城市个体差异明显, 无集聚性功能, 与前两圈层有一定的交通联系, 城市分布相对均匀, 农

业用地所占比重较大, 以区域性集聚为主。城市群腹地带: 由于交通通达性等因素的影响,

核心扩散未能在此形成要素集聚, 以农业用地为主, 二、三产业不发达。以此为骨架形成

理想的城市群结构型式。

图 1　城市群体结构型式

Fig. 1　Structural mod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1. 2　城市群体结构的演化

弗里德曼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空间组织变化建立起对应关系, 提出空间结构演化的

四阶段模式: 第一阶段 (前工业经济) 为没有系统独立地方中心, 第二阶段 (工业化初

期) 为一个简单强大的中心和发展滞缓的广大外围地区, 第三阶段 (工业成熟) 为一个单

一的全国中心和强大的外围次中心, 第四阶段 (大量消费) 是一个功能上互相依赖的城市

系统, 同时指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推动着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与之相类

似, 城市群体结构的演化可以做如表 1的概括和描述。

城市群体结构的演化遵循城市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 产业发展按一、二、三, 二、

一、三和三、二、一的序列发展; 用地类型由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化; 圈层结构也由

少而增多; 功能结构由简单综合、整体分化、局部分化、局部综合向整体综合的方向转化。

总之, 城市群体空间的演化, 其结构和功能由简单到复杂, 内外联系由松散到密切, 空间

结构由不稳定到稳定进化
[ 2]
。城市群体结构演化主要体现在其生长形态的变化上, 在自然和

社会经济条件均一的理想状态下, 城市群形态应为圆形。由于条件因素的不均一性, 特别

是交通条件和交通设施的较大差异, 使城市群形态呈现很大程度的变形, 形成团聚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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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带状生长形态、星状生长形态。

表 1　城市群体结构发育的阶段性特征

Tab. 1　Phase f eatur e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发展阶段 集聚阶段 集聚扩散阶段 扩散集聚阶段 扩散阶段

结构特征 城市 城市区域 城市组群 城市群

圈层数量 一个圈层 两个圈层 三个圈层 四个圈层

圈层结构 核心区 核心区和外围区 核心区、组群区、个体带 核心区、组群区、个体带、城市群腹地

2　城市群空间扩展

2. 1　城市化的空间扩散

城市化的空间扩散先于物质空间的扩展, 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 不仅包括城市区域

的扩张, 也包括城市文明的传播; 不仅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 也包括产业的转换和更替等。

2. 1. 1　城市群空间的构成因素

城市化及其扩展在空间上的体现表现为空间填充和空间蔓延。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带

来城市要素的空间增长和格局变化, 空间增长在平面上表现为城市群地域的蔓延, 在垂直

方向上以空间增厚的形式显现——城市向高空和地下扩展。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为城市功

能区的替代和城市要素空间密度的增加[ 3]。

Bourne 指出, 城市空间结构 ( urban spatial st ructure) 是指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

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市场竞争和供需关系是城市群扩展的主导原则。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在

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各方主体争夺的对象, 伴随着农业与非农业、城市与乡村、结构与功能、

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环境等过程, 空间及其附属物质——土地、区位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城

市土地级差收益的存在, 引起空间要素的向心集聚, 形成了填充式扩展和垂直扩张; 集聚

的同时, 不具备竞争性的空间要素 (如低附加值产业) 被推移至城市群外围, 形成了蔓延

式扩展和平面扩张, 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城市群的扩张以空间要素流为载

体, 诸如人口流、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等, 固化的各种流态使区域土地利用

类型、城市群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 从而完成了城市群的空间扩展。

2. 1. 2　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前奏- 城市化的空间扩散

扩散 (Diffusion) 是指由于创新 ( Innovat ion) 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因素从源地向外进行

空间传播或转移的过程。由于创新能够产生出更高的价值、效率和功能, 从而在创新源地

与周围的地理空间中产生 “位势差”, 为了消除这种差异, 一种平衡力量促使创新活动向外

传播和扩散。城市作为一种要素高度凝聚的空间体系, 技术、文化、经济活动、社会结构

等方面的创新不断进行, 由于城乡差异的产生, 扩散活动也相伴而生。城市化就是城市

(群) 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空间等特征, 以城市 (群) 为中心的扩散、渗透和普及的过程[ 4]。

城市化过程与空间扩散的过程是相对应的, 城市化过程的 S 型曲线与扩散方程曲线形态的

一致性就说明了这一点。城市化在城市群区的空间扩展表现为城市规模和建成区范围的扩

大、城市群体结构的发育及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化空间扩散的结果带来城市用地的集约

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城市群体的网络化, 以交通设施、工业和住宅的扩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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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城市群空间扩展的过程

2. 2. 1　城市群空间扩展的过程

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即是城市空间的扩展过程, 城市群空间的形成和扩展经历了多中心

孤立城镇膨胀阶段、城市空间定向蔓生阶段、城市间的向心与离心扩展阶段和城市连绵区

内的复合式扩展阶段
[ 5]

(见表 2)。城市形成后, 集聚对城市空间的扩张起主导作用, 多依

自然地形和交通设施发展, 源动力来自于对周围区域的吸引。其扩展特征一是城市扩展的

相对独立性, 二是城市间联系的微弱性, 三是扩展方向的不稳定性。随着扩展距离的延伸,

同心圆膨胀的边际效益下降, 沿交通线的扩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 城市扩展表现出明确

的空间指向, 中心城市已被扩展轴联系在一起。城市群空间轴向扩展到一定程度, 大中城

市数量增加。此时城市的空间扩展既受自身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支配, 也受区域城市影响

力的制约。在向心发展过程中, 城市间的吸引范围不断袭夺、削弱或加强, 城市群体内部

的联系进一步密切, 位移扩展和跳跃式扩展并存。两个或多个都市之间由于引力加强和影

响空间的临近, 会出现互为影响区、互为空间环境的局面, 即形成了城市连绵区。大都市

沿交通走廊的扩展使它们进一步聚合, 同时新生的次级交通走廊也成为城市群扩展的短轴

方向, 波及至城市化发展的低谷区, 形成交互式的扩展局势。

表 2　城市群扩展阶段特征

Tab. 2　Phase f eatur es for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扩展阶段 集聚程度 扩展方式 集聚形态

多中心孤立城市膨胀 集聚为主, 空间结构相对平衡 独立、均匀 点状

城市空间定向蔓生 空间结构不平衡, 城乡梯度出现, 集聚进一步强化 轴向 带状

城市间的向心与离心扩展 空间不平衡加剧, 集聚与扩散并存 向心 带状、组群

城市连绵区内的复合式扩展 空间结构相对平衡, 由集聚向分散 交互式 连绵区

2. 2. 2　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基本动力

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首先是各种经济要素被那些经济活跃、交往频繁、资金流转快的

地区所吸引, 形成经济活动的集聚。长期不断的聚集积累, 将使集聚区突破内部张力平衡,

形成向周边地区的扩散, 如此循环往复。城市及其群体是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的中心和创新源地, 聚集功能产生了城市经济的高效益, 其根源来自于聚集经济效益和信

息经济效益。

勿庸置疑, 经济活动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使城乡矛盾渐趋突出并

最终打破城乡空间结构系统的平衡, 在空间上产生了适应变化的内应力, 也引起其它要素

(如技术、用地结构等)的变化,增强了空间结构的适应能力,形成城市群空间的外延扩展
[ 6]
。

经济运行的总量特征决定城市群扩展的规模, 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决定城市群结构, 经济

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决定城市群扩展的波动性。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 带来实际收入

水平和建设投资的增加, 促使城市群空间的加速扩展, 并以外延式扩展为主 (紧凑度指数

下降) ; 反之则导致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停滞并以内涵式扩展为主。

产业聚集和产业结构演变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力。产业的集聚能够获取聚集效

益, 也能产生乘数效应,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用地的扩张。工业革命以来, 工业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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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 工业的发展带来工业门类的增多和生产规模扩大, 导致产业集聚空

间的膨胀, 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空间的扩展。工业化后期, 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第三

产业取代了工业成为城市产业的主导, 受经济规律的支配, 城市工业部门逐渐外迁, 引起

城市空间的又一次扩展
[ 7]
。

3　城市群发展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3. 1　城市群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

3. 1. 1　城市土地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土地供给通常分为自然供给和经济供给,自然供给指地球供给人类可利用的土地数量,

包括已利用的土地资源和后备土地资源, 土地的自然供给是相对稳定的。土地的经济供给

是在土地自然供给的基础上, 投入劳动进行开发以后, 成为人类可直接用于生产、生活各

种用途土地的供给, 土地的经济供给是个变量。在人类利用土地的过程中, 随着人口的增

长和经济的发展, 扩大土地经济供给的活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土地经济供给的增加包括

总量的增加和土地用途随着利用效益的提高在数量上的增长, 以及一定面积土地上产出的

增长。前两者是土地经济供给的直接增加, 后者是土地经济供给的间接增加。非农用地需

求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用地的扩大, 特别是增加了第

三产业用地比重。在土地总量一定的条件下, 各类用地数量互为消长。

经济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投入为基础, 从资源经济角度分析, 投入可分为土地资源和非

土地资源 (包括资金、物资、劳动、技术等) 两种。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 两项投入通过

特定的组合形成该经济水平下应得的产出。当一部分投入减少时, 必须增加另一部分投入,

以保持产出不变。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 总产出增加, 资源投入量也应相应增长。因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非土地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大于土地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 因此, 出

现了产业发展的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趋向, 也产生了土地利用的集约化趋

势[ 8]。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既受一般商品供求规律的制约, 又有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特殊

供求形式。土地供求平衡是相对的, 而不平衡是绝对的。从实践看, 土地供不应求是绝对

的、普遍的, 而供过于求是暂时的、个别的。因此, 地价总趋势是上升的。

3. 1. 2　城市发展与城市土地开发

城市发展的过程亦即城市土地开发过程, 其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首先, 经济发展

带来土地开发。随着经济的发展, 土地投入与非土地投入都将相应增加, 必然导致作为经

济增长的核心——城市地区土地开发数量的增长。社会化大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经济活动

已突破了一城一地, 孤立城市已由城市地区、城市群所取代, 生产网络和交易网络的完善,

对城市及其群体的土地扩张提出要求。第二, 城市的郊区化、城市群的发育推动了土地开

发。郊区化是城市发展高度化的产物。高度发展的城市, 人口密集, 用地紧张, 环境恶化,

城市衰退。人口及产业由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的趋势明显, 城市郊区土地的开发, 卫星城

镇的出现已成必然。所有这些都基于便利、快速的交通网络为前提。第三, 开发区建设引

起土地开发。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加强, 由于贸易条件的限制和恶化、经济竞争的加

剧, 生产、投资和贸易结合良好的区域——开发区, 成为各国、各地区关注的热点, 于是

在各城市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性质各异、规模不等的各类开发区。开发区的建设成为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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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振兴、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必由之路。如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高新技术农业示范区等。第四, 城市空间增长促进了土地增值。

城市发展处于集聚阶段, 城市中心地价水平就会持续不断的上升。地租是城市持续增长的

经济动力, 它来源于城市中心区域到边缘产生的地价差及其规模。中心城市的地价上涨维

持了这种差值的存在, 而且带动了周围地价的上涨, 以至使区域地价水平总体上升[ 9]。

3. 2　城市群发展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趋势

3. 2. 1　以稳定的生长轴为核心的土地利用扩展

城市空间增长的形态千差万别, 有圈层式、飞地式、轴间充填式、带形扩展式等类型[ 10] ,

而城市空间扩展的形式无外乎圈层扩展、轴向扩展和位移扩展三种。圈层扩展是以各级核

心城市为中心, 向周围地域连续扩展; 轴向扩展是各级城市沿一定方向扩展, 形成较狭窄

的城市地区; 位移扩展是扩散的主体 (各级城市) 和客体 (各类飞地) 随时间产生不连续

的位移。但是, 轴向扩展是城市群扩展最基本的形式, 其它任何形式的城市 (群) 扩展大

都通过轴向扩展来实现。轴向扩展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交通为核心的轴线具有潜在的土地利

用高经济性。

存在于现实城市群中的发展轴有铁路、公路、水路和管道等多种形式, 一般有主发展

轴和副发展轴。城市群演化过程中, 各级轴线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转换关系, 如卫星城的建

设, 使老城有向新区发展的趋向, 原有的副轴升级为新的主发展轴; 副发展轴由于内外动

力的驱使, 可以转化为主发展轴等多种情形
[ 11]
。发展轴的多元化及其转换是城市群演化与

土地空间扩展的重要特征。

3. 2. 2　城市群扩展与土地利用配置的多样性

首先表现为扩展类型的多样。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城市扩张和用地类型的转化, 以

边际收益率作为标准, 主要指标即为土地的弹性数据 (相关指标的变化率与土地变化率之

比)。在特大城市区域, 占用城郊土地扩大城市规模, 将会获得较低的收益率, 这时城市的

扩张可能引向位移扩展; 规模较大、人口密度较小的工矿城市, 建成区的紧凑度指数 (建

成区面积/最小外接圆面积) 较低, 城市以内涵式扩展为主; 城市群区的多数城市, 集中外

延式扩展土地弹性指数较高, 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大多以圈层式或轴向扩展的用地方式为

主。

其次表现为扩展速度的不同。城市用地扩展的合理性标准是人口规模和人均用地规模

的增长速度是否符合人均用地的国家标准。城市用地扩展系数 (k) (建成区面积的平均增长

速度与非农业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 为城市用地扩展合理性与否的基本标准, 其临

界值为 1. 12。对我国城市或城市群而言, 城市用地扩展速度过快, 随着未来产业和用地结

构的调整, 土地市场的健全,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城市用

地规模的扩展速度将会稳定地持续下去。

再次表现为扩展空间的多向性。一种形式是内向扩展, 即区内城镇密度、城镇数量、城

镇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另一种形式是由于城市群的辐射作用, 使其地域范围向外拓

展包括向地下和高空扩展。城市化水平及其变化率在不同方向的差异是城市群拓展趋势的

重要标志。

3. 2. 3　城市群土地演化特征

未来我国城市群土地利用总量仍将增长, 但增幅会有所下降; 小城镇、小城市土地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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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快于大城市; 城镇土地扩展中工业用地为先导, 非工业用地的先导作用逐渐增强, 城区

土地置换明显, 大中城市的用地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成为城镇土地扩展的又一驱动力。空

间分布以飞地式扩展较多, 以空间扩展为引擎, 带动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开发区的建设、工

业区的重组、新城市的出现。

个体城镇的发展和城市群的演化都将在土地利用方面产生烙印。个体城镇的发展要求

城市边缘区及城市周边有一定的空间, 其适于核心城市的扩展和卫星城的出现; 城市群的

演化带动了个体城镇的发展, 同时也约束了它的拓展规模和方向, 前者更注重城市群区的

外延扩展, 以及城市群内部的网络结构性调整或网络的形成。从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划分, 城

市扩展有三种类型, 即扩展扩散, 以城市为核心向周围地域连续扩散; 等级扩散, 从某一

城市源地循一定的等级序列扩散; 位移扩散, 城市作为扩散地随时间产生非均衡的位移。于

是出现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群体的发育和城市飞地的出现。城镇的规模、类型、性质、功

能和结构的差异, 对土地演化及城镇土地利用增长速度、扩展方式、分布形态具有不同的

要求。

总之, 城市群演化与土地利用配置可从发展与增长的多视角进行探讨, 就其空间过程

而言, 包括结构演化、空间扩展和土地类型格局的变化
[ 12]
。城市群体结构圈层结构演进规

律符合自然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也符合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城市群空间扩展过程

具有阶段性, 产业聚集及其结构演变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力, 而城市群发展引起土

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 城市群演化方向与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往往具有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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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patial Process for the Evolution of
Ur ban Agglomer ations and Optimal Land Use

XUE Dong-qian, WANG Chuan-sheng

( Inst 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 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 act: T he evolut ion of urban agglomerat ions includes many contents, such as popula-

tion, indust ry, type of cit ies, funct ion of cit ies and so on. T 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direct expression that urban agglomerat ions evolve is spat ial process. Urban agglomera-

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 s, namely, pr imacy urban belt , growth bel t of ur ban

gr oup, and hinter land belt of urban agglomerat ions. T he evolut ion of the st ructure follows

the laws of urban gr owth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ur-

banizat ion is the beginning of spat ial spreading about urban agglomerat ions. The spread-

ing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four phrases, namely, the expanding phr ase of mult i-

centr al cit ies, the directional sprawl phrase of urban space, the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phrase between cit ies, and the complex expanding phrase in urban agglomerat ions. Con-

centrat ion of indust ries and evolvement of indust rial st ructures are immediacy powers of

spat ial expansion of urban agglomer at ion. T here has a close connect ion between urban de-

velopment and land exploi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land exploitur e, sub-

ur banization and the gr owth of urban agglomerat ions pr omote land exploiture, and con-

st ruct ion of developing region brings land exploiture. At the same time, urban spat ial

gr owth promotes land increment . T 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 ial process for the evolut ion

of urban agglomerat ions, studies its dynamic mechanism, and descr ibes it s basic features

and regulars from the str ucture of ur ban agglomerat ions, spa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land- use of cit ies. At last , the paper reveals the connect ions between the evolut ion of

urban agglomerat ions and the changes of land-use as well as it s development t rends. That

are growth axis and expanding diversity ( including type, speed and dir ection) .

Key wor ds : urban agglomerations; str ucture of ur ban agglomerat ions; space of urban ag-

glomerations;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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