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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城市化

步伐加快了,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着重从三个侧面讨论了城市与区域发

展的相互关系, 即研究背景, 如何深化该研究及区域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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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人们往往对部门经济的研究给予较多的注意, 而对综合性

的区域发展问题则涉及较少。实际上, 人类进入信息化、城市化的高度集约化和社会生活

日趋现代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科学研究的创意思维和应用高新技术手段越来越明显了。我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 引起了区域性的城市化现象, 地区经济与

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新的飞跃,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各地不少学者对于这

两者的相互关系开展了多层面的、综合性的研究, 这是我国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

研究方面的最重要特征。人们也普遍意识到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和改善人类

生活及其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也正适应这一历史潮流, 研

究方法和成果不断创新, 不断向前发展。

1　区域发展增长极理论与城市空间扩散发展范型的研究背景

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 北美西欧许多发达国家进入了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 城市与

区域开发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面临各种人地关系、资源开发与环境生态、城市扩散后引起

的土地资源紧缺和交通等问题。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引起许多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的重视。

一般认为, 区域发展理论始于 G1 缪尔达尔 (M yrdal) 的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和

赫尔希曼的著作《经济发展战略》, 他们的研究为当时的“区域发展研究确定了方向”[1 ] , 并

为欧美区域发展理论中的“极化发展”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型” (F riedm ann and W eaver,

1979)。随后 J 1 弗里德曼 (F riedm ann)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 如 1959 年

的“区域规划: 空间整合中的问题”; 后来于 1964 年又出版了《区域发展和规划》。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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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首次提出, 在发展的规划中,“宏观经济的算术研究需要并通过区域的几何研究而得到加

强”[2 ]。此后, 西欧出现了大量的国内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以及将城市增长和区域发展

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内, 但是, 区域发展理论的研究由于区域开发政策受到挑战而陷入了危

机。当时比较热门的有关区域增长理论的三种战略, 其一是罗丹 (R 1Rodan) 提出的关于

“大推进理论”的平衡增长战略, 即是“将整个工业当作一个巨型企业或托拉斯来处理”[3 ];

其二是赫尔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战略”, 该战略在本质上与 F1 佩鲁克斯 (Perroux) 的

“增长极战略”相一致[4 ]; 其三是弗里德曼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激活核心区域”, 即集中投

资城市区域 (作为区域发展的生长点) 的战术思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全国以至区域经济开发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几个五年计划建议提出了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

要求, 认真进行国土开发和整治的研究。“从国家总体发展的高度来看, 既要切实保护耕地,

确保农业基础的增强, 又要充分考虑城市发展对土地的合理需求; 既要不断改善整个国土

的生态条件, 积极扩大植被和森林覆盖率, 又要充分考虑城市内部广大市民对生存空间和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合理要求。”[5 ]这就需要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区域协调的相互关系。在这

种形势下, 我国近 20 多年来在区域规划、国土开发、城镇体系与中心城市的研究方面吸收

了西方发展理论和分析方法, 并力求我们的规划符合国情, 城市发展应考虑城市区域的协

调发展与支撑体系的层次性与空间扩散的规律性, 适应经济建设的客观需求, 这样才能加

快城市的合理发展、减少“城市病”, 促进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 从而产生了巨大的、长期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2　城市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深化

科学工作者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而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因此任何

科学理论的真理性都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人们在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中, 把科学认

识活动按不同目的、不同功能、不同层次而分为不同类型。区域发展研究也是通过对不同

区域客体的考察、分析对区域的内在特点、外在联系以及未来发展形成完整的认识[6 ]。在 70

年代以前, 城市研究与地区规划是分离的, 城市总体规划脱离区域规划的指导, 各个城市

各自为政, 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没有统一规划, 缺乏相互衔接, 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得不到解

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沿海与内地经济快速增长, 城市与

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 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增加。最近 20 多年来,

我们地理科学工作者与经济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加强了合作, 在全国各地以及重点开发地

区做了大量的城镇体系规划、国土经济规划和综合开发规划等工作, 我们中一些研究城市

的学者, 以往对城市与区域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类型地区城市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客观规律性

认识不足, 在国土开发与城乡、城市的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 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将加大, 其集聚与扩

散正在不同层次上进行, 城市发展更加复杂, 更需要从较大的区域范围进行研究。我们认

为, 目前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内容和深度比 70 年代以前加强了, 研究手段和方法更新了,

具有国际水平的综合性成果层出不穷, 在国际学术交流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并有助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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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水平的提高①。以下几方面是我们在城市与区域规划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取得的较为深刻

的体会。

211　结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 研究城市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

国外对城市与区域开发方面做过许多综合规划工作, 如美国大纽约地区规划、英国大

伦敦市的区域规划和德国的鲁尔工业城镇布局规划等, 并出版过一些专著和图纸。空间结

构发展理论主要有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区域集聚理论等, 理论的总结均结

合我国的国情和地区实际情况。例如, 我们在研究江苏省城市化过程和各地、市国土规划

时, 看到苏南地区特别是太湖平原地区,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高密集、高强度的土地开发与

城镇扩散的状况。苏锡常地区已与上海初步形成了城市群连绵区, 经济发展转入“轴面扩

展”的城市国际化阶段, 城镇与工业区沿着长江和沪宁高速公路集聚与扩展, 出现许多工

业化、城市化区域; 南京、镇江地区处于“点轴转换”的高度集聚与外延扩展阶段, 边缘

地区出现新的增长点。城市发展沿着用地条件好、交通方便与区位优越的地域展开, 经济

效益显著。因此在规划中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即加强中心城市的极化

作用和对沿海、沿江采取集聚开发形式, 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我们在长江

三角洲与东南沿海的研究中提出了“定向开发、点面结合, 形成组团式布局”的新思想[7, 8 ]。

212　在区域规划、国土规划中加强综合分析

区域经济的联合规划有利于优势互补, 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 促进生产力要素在

更大范围内合理流动和组合, 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而也是我国城市与区域开发

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地理学家 J 1 弗里德曼很注重城市与区域的相互关系研究, 在 60 年代中期他综合

分析了美国区域成长因素提出八个命题: ① 区域经济是对外开放的经济; ② 区域内中心城

市的成长由外界诱发; ③ 出口部门的增长效应取决于区域政治社会结构和当地居民的消费

类型; ④ 能否适应对外开放的变化取决于管理水平; ⑤ 区域经济增长中可以部分作为重点

企业的选择; ⑥ 经济增长趋势发生在城市区域的发源地; ⑦ 劳动力的流动能够在经济增长

中平衡; ⑧ 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区域, 将出现一个发展空间经济的整合 (城乡一体化) [2 ]。

在弗里德曼看来, 区域经济具有较强增长趋势的在于“核心区域”, 应实施“城市- 工

业增长极”的战略。他的理论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和沿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发展研究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213　在区域经济总体发展过程中注意城市与区域开发的相互关系研究

城市的区域分化, 即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 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运动形式。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组织日益复杂, 同时也不断分化, 导致城市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适

当的功能分工, 这就促进了城市与区域开发的相互密切的联系[9 ]。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是新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应当鼎力研究的

迫切问题, 特别是在城市人口、工业集中与交通繁忙的区域。近 50 年来, 我国地理学家对

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 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揭示了地区经济发展与中心

城市的本质联系, 掌握了其内在规律, 为制定我国城市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 以及合理布

局生产力, 提供科学依据[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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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时, 应注意一个区域内城市的集聚和区域经济活动的

特征, 开拓区域、城市化区域与经济区域研究的视野, 关注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

题。在长江流域重点经济集聚区① 研究城市与区域问题时, 我们注意到三个方面的相互作

用: (1) 区域经济活动的展开改变了只依托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的集中、强化和扩散的作

法; 还要注意城市地区的扩展潜力与支撑体系的合理性问题。(2) 经济活动中心的形成以及

城镇空间结构的发展与交通轴线布局的扩散密切相关, 特别是我国沿海沿江开放地区的城

市更加明显, 例如沪宁高速公路两侧、南昌—九江地区和武汉—宜昌地区。(3) 区域内外社

会经济物质交流和文化科技交流中心, 连同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企业之间与人地关系的集

聚性表现。以上三方面的相互作用, 表现为城市有机体昼夜间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

地区的集中与扩散, 形成了城市与区域发展相互融合的地域生产综合体。

3　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空间发展问题

城市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 在积极推进农村人口与经济向城市

地区集聚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的同时,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将对

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工业化步伐加快了, 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

济发达区城市化进程加速, 正步入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崭新时代。但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11　关于城市化适度比例问题

工业化引起城市化, 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区域表现得特别明显。

但我们在研究江苏城市化问题时, 就不能就江苏论江苏。当前, 世界经济重心逐步转向亚

太地区, 上海将成为其中心, 江苏是上海最近的腹地, 应考虑发挥江苏在亚太地区的积极

作用, 因为这种作用将超过“四小龙”。这个城市化问题已经出现在江苏, 如果江苏处理得

好, 将对全国有指导意义, 起示范作用。但城市化的速度和比例应当适度, 应当适合中国

的国情、区情。我国人多地少, 如果各个地区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模式硬套, 在最近 10～

20 年内要求达到 60% 的城市化水平或者更高一些, 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在计算江苏省 2020

～ 2030 年城市化水平时, 运用了十多个有关支撑体系的指标, 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预测; 其

中有关全省 66 个县 (县级市)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问题, 按照农业机械化水平、经营规

模 (每个劳动力负担 0153 hm 2 计算) , 分别测算了各县市未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

速度, 比较准确地给出了高中低三个方案, 为江苏省城市化水平预测提供了科学依据。我

们主要是从城市的人口容量、产业结构、就业岗位、高技术产业应用潜力、出口规模、环

境容量、人均用地、城市投资能力等方面去认真分析, 得出一个比较科学, 较为适度的城

市发展规模和城市化水平, 各地区各个城市都不能千篇一律。总之,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

的区域发展和社会经济问题, 应当很好地深入研究。

312　关于城市合理发展问题

城市发展问题研究首先要考虑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城市总体规划应与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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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衔接, 应和周边城市相协调, 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城市群不单是空间形态的布局, 而

应有经济上的内在联系, 考虑城市群内城市的个性、职能分工与基础设施条件, 考虑各地

区各部门的综合利益和部门利益。国外很重视区域协调发展, 德国在城市规划中有一条专

门讨论城市与周边城市、区域规划和国土规划的联系, 还讨论机制上的联系。我们在机制、

体制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在有些地区, 市县、市与郊县的矛盾很大, 一些涉及到区域性

应当统一规划建设的问题, 往往是“政出多门, 各自为政”[10 ] , 其结果是重复建设, 造成国

有资产的流失和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关于城市发展问题, 不少专家提出首先要重视城市规划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水平不能

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体制环境与国外差别较大, 国外城市规划经验

虽有一定借鉴意义, 但不能指导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今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 相当数量职工下岗, 大型企业集团对经济影响力增强, 这些都将对城市产生深远的影

响。决策不科学容易造成严重浪费, 全国有不少地方追求短期效益、抓形象工程并以此为

“政绩”, 如有的城市拆迁规模过大, 群众很有意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部分县市的小城

镇 (乡镇) 目前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均较小, 但却规划为小城市的规模, 人口规模、用

地规模分别比目前的规模超出 5～ 6 倍、10 倍。按这样的规划进行实施, 势必造成相当大的

资源、财力的浪费。目前, 沿着高速公路建成了很多商品房, 造成大量积压, 房子建得密

密麻麻, 城市不象城市, 乡村不象乡村。在江苏省, 部分沿海县城目前的人口规模不过 10

多万人, 在改造过程中把道路规划得过宽、过大 (如 80 m ) , 势必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在

城市规划与建设中, 有些事物发展具有普遍规律性, 我们应从区域角度综合分析那些关键

性问题, 项目分析研究应从早计议, 应当有较高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 但不能脱离我国的

国情。

313　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满足当代、又不损害其后代满足其需要的新发展观, 它作为全球

性的发展战略, 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

出: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很多, 但以下四个方面最为重要。

31311　控制人口增长, 加强人口与环境的科学教育,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控制人口增长和保护环境要每

个市民来努力, 首先要更新思想观念, 确立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建立全

社会的安全保障系统, 努力创造就业岗位, 使人口与环境两项基本国策家喻户晓, 人人皆

知, 使国家政策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和实际行动, 并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和风尚[11 ]。

31312　加强环境保护的领导和管理, 确保环保目标的实现及项目的落实

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各级领导都要牢固

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认真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协调问题, 坚持经

济发展、资源合理开发、城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原则, 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效益的统

一,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特别是要保护好我国的大江大

河与湖泊的淡水资源, 保护好我国的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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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3　合理布局中心城市生态框架,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我国许多城市的用地紧缺问题由来已久, 建设部 90 年代初的资料统计表明, 我国大城

市建设用地人均指标为 7712 m 2, 其中特大城市不足 60 m 2; 生活居住用地人均指标为 40

m 2, 其中特大城市只有 2214 m 2, 平均市区人口密度达 1168 万人ökm 2, 生活居住用地的平

均人口密度达 420 人ö公顷, 其中特大城市达到 450 人ö公顷, 最高的上海、广州达到 750～

800 人ö公顷。由于人口与工业过度集中, 城市的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都十分严重, 绿地少,

环境问题突出。因此, 自 90 年代以来, 各大城市都强调要在开发新区的同时积极疏散中心

城区的人口和工业, 调整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特别是合理布置中心城市的生态框架,

增加绿地与开敞空间 (包括市民广场等) ,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31314　改善工业区、文教区、居住区的环境, 绿化美化家园

对于一个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而言, 环境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土

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保护是规划上的首要任务。在将自然环境改变成人工环境过程

中, 首先在选址择地上应避开自然生态保护区, 避免无计划地占用耕地, 最大可能地节约

用地, 最小限度地改变已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城市地区对工业区、文教区与居住区要积

极采取措施绿化环境, 增加道路两侧、工业区与生活区的绿地。对城市水源地要作为自然

生态区来对待, 保证其环境没有污染或较少污染。

城市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我们的城市规

划与建设、城乡一体化规划, 以及区域规划等都要把生产、消费、社会、经济、资源和城

乡的区域发展问题当作一个有机整体[12 ] , 通过政府机构、政府的政策与人们的规范不断协

调、不断优化, 就能获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 创造出面向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的现

代化城市。我们认为, 今后的城市规划指标要科学合理, 规模指标要适度并符合国情, 努

力减少“长官意志”, 充分发挥各部门领导与专家综合论证的作用, 科学合理地编制地区发

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使我国的区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协调, 统一实施, 使

我国的城市发展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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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 ina is now en tering in to a new phase in the developm en t of indu stria liza t ion

and u rban iza t ion. Since 1979, the u rban iza t ion p rocess has been mo re rap id than it had be2
fo re, and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 en t is st rengthened. T he pa2
per d iscu sses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 en t from th ree m ain as2
pects: 1) research background; 2) how to enhance the study of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 en t; and 3) the regional spat ia l developm en t in the u rban iza t ion

p 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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