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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批准号 99331010)最终研究成果的摘

要报导。

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

胡序威

空间的集聚与扩散 , 主要指经济

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动态变化趋向 , 是

由分散的广域空间向相对狭小的地域

空间集中和聚合呢 , 还是由分布密集

的地域空间向周围广域空间扩展和分

散 ?这对区域与城市发展 、生产力布局

和环境演变均有重大影响 。人类在表

层空间的经济活动 , 是社会发展与自

然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最经常、最直接 、

最活跃的因素 。经济和人口在空间分

布上互为因果 ,相互依存 。集聚与扩散

则同为经济和人口在其空间分布动态

变化中所呈现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这

一过程相当复杂 , 往往在集聚过程中

有扩散 ,在扩散过程中有集聚 ,其主要

倾向因地因时而异 , 并随一定条件的

变化而相互转化 , 而且由集聚或扩散

过程所引起的空间密度 、形态和结构

方面的具体变化也呈现出多样化 。

由于以往对不同类型地区空间集

聚与扩散的客观规律性认识不足 , 在

国土开发与城乡建设的空间布局方面

存在着较大盲目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 , 资金 、技术 、人力等生

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大 , 空间的集聚与

扩散正在不同层次上加速进行 , 遇到

了不少空间无序和失控的新问题 。迫

切需要深入研究了解驱使经济和人口

在一定地区集聚和扩散的内在动力机

制 、外部条件及其空间演化规律 ,以利

于国家和地区遵循客观规律 , 对社会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土开发与城乡建

设的空间布局 , 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调

控 。

1 宏观背景分析

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是全国和

全球的有机组成部分 , 研究这些地区

经济 、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动态机制 ,首

先应将其纳入全球和全国的社会经济

地域系统进行宏观背景分析 。

通过对全球发展的时代背景分

析 , 展示出以下基本趋向:(1)社会信

息化与科技革命 。现代信息技术的突

飞猛进 ,大大缩短了科技创新的周期 ,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

于技术创新 。重要的技术创新源多数

集中在经济发达 、人才荟萃 、具有科教

和信息产业优势的某些国家 、地区或

大都市区 。现代化交通 、通讯和信息网

络的发展 , 则为较成熟的技术在较大

地域空间范围的扩散创造了条件 。中

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成为从国外吸纳

被扩散技术 、引进先进技术和培育国

内重要技术创新源的优选地 。(2)经济

全球化与结构重组 。国际资本的大量

跨国流动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国际

劳动分工的深化 , 国际贸易的不断扩

大 , 对世界各地的经济走向产生巨大

影响 。外资的大量投入和外贸的急剧

增长已成为刺激中国沿海地区迅速发

展的重要因素 。一些跨国公司分支机

构较集中的沿海特大城市正在逐步发

育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3)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空间转

移 。世界各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

衡的 , 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不同历史发

展阶段相继出现于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 ,资本和技术由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扩散 , 越来

越多的加工企业向拥有巨大市场潜力

和极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中国

大陆转移 ,均有其客观规律 。(4)可持

续发展与空间协调问题 。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已取得世人共识 , 但要实现

这一战略目标却任重而道远 。国家间

和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悬殊 , 已成为影

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发达

国家将一些大量耗用资源和污染环境

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中

国沿海地区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所面

临的环境恶化的形势相当严竣 。今后

除加大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外 , 加强对

开发建设布局的综合协调 , 优化集聚

与扩散的空间结构 , 也将成为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措施 。

在概略地分析了影响中国沿海地

区发展过程的主要历史动因的基础

上 , 着重指出改革开放对沿海经济高

【提要】 我国东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 、京津唐 、辽中南等城

镇密集地区 ,均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 ,对其周围地区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

射力 。既是集聚核 ,又是扩散源 ,而且同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但由于彼此

间在具体区位、资源 、环境 、社会经济基础与结构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地域

差异 ,因而其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又各有特色 。以宏观背景分析 、都市区与都

市连绵区 、大中城市的集聚与扩散 、乡村地区城市化 、区域发展各具特色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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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沿海经济核心区与核轴带经济和人口集聚情况比较

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主要反映在以

下几方面:(1)东部沿海是我国率先对

外开放的地区 , 至今仍具有明显的对

外开放的区位优势 , 随着投资环境的

不断改善 , 对外资的吸引力愈来愈

大 。东部沿海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全国 85%以上 , 外资占全社会投资总

额的比重已由 1990年的 9.3%提高到

1995年的 22.3%。(2)经济体制搞活

导致经济类型和投资来源多元化 。经

营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

异军突起 , 地方的资金自我积累能力

大大增强 , 从而使原有经济基础较好

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社会投资总额占

全国的比重由 1990年的 59%提高到

1995年的 66%。(3)劳动力市场逐步

放开 , 形成由内地大量流向沿海的民

工潮 。1996年底沿海省市登记的暂住

人口数为 2680万人 ,若包括未登记的

暂住人口数 , 估计达 4800万人 , 约占

全国暂住人口总数的 2/3。大量外来

的暂住人口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充裕的

廉价劳动力来源 , 为加速沿海地区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城市土地使

用权的有偿转让开始进入市场以后 ,

开发区和城市建设以空前规模展开 。

东南沿海已成为全国开发区最密集的

地区 , 城市房地产的开发经营收入也

有 80%以上集中在沿海地区 。

改革开放促使各种生产要素进一

步向东部沿海地带集聚 , 有力地推动

经济的高速增长 。1991 ～ 1995年我国

沿海省市平均的 GDP 年增长率高达

16.1%, 高出全国平均速度 4.5个百

分点 。其中东南沿海的粤 、闽 、浙等省

的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19%以上 ,

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当前

除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 , 还由

于我国的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 , 已

由卖方市场为主转为买方市场为主 ,

将迫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

应有所下降 。但考虑到我国的政局稳

定 ,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正常 ,东部沿海

地带面向太平洋而又有潜力巨大的国

内辽阔市场作后盾 , 廉价劳动力资源

的补充不像有些小国那样受到国界的

限制 ,经济技术力量已有相当基础 ,这

些比较优势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 因而

预计今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年均经济增

长率仍将会以接近或高于 10%的速

度继续保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沿海地带经过长期的发展 ,

已形成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京津

唐和辽中南 4大块具有全国意义的经

济和城镇人口高度集聚的重要经济核

心区或城镇密集区 , 其面积还不到全

国 3%, 却集中了全国 31%的国内生

产总值和 30%的人口 。若再加上其地

位虽逊于上述地区 , 但近年来发展较

快的山东半岛(胶东及胶济沿线地区)

和闽东南这两块省内城镇密集地区 ,

则 6大块合计在占东部沿海省市总面

积 27.5%的 土地 上集 中了 沿海

67.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 70.6%的

城市人口 。经济核心区的人均 GDP水

平约为沿海外围区的 3倍 , 经济密度

前者约为后者的 6倍 。而在每个经济

核心区内 , 经济和人口又高度集聚在

由主要核心城市和主要发展轴组成的

核轴地带(见表 1)。

沿海城镇密集的经济核心区在

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其所

在省的平均速度 。同以 1991 ～ 1995年

均经济增长率作比较 , 增长最快的珠

江三角洲地区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23.4%, 高出广东全省年均增长率

4.3个百分点 。在各大核心区中增长

最慢的辽中南地区 GDP 年均增长率

为 12.8%, 也高出辽宁全省平均 2.6

个百分点 , 高出全国平均 1.2个百分

点 。这说明在整个东部沿海地带经济

发展的空间态势 , 至今仍在主要向核

心地区集聚 。大量外来暂住人口也主

要集中在这些核心地区 。珠江三角洲

地区仅登记的暂住人口就达 880多

万 , 相当于该地区在册常住人口的

42%,若包括未登记的暂住人口 ,其总

数约在 1500万人左右 。长江三角洲地

区登记暂住人口 520万 , 估计总数近

1000万人 , 这也反映了沿海地区人口

空间集聚的基本态势 。

在城镇密集的经济核心区内 , 由

于在区域集聚的总体影响下 , 各类城

市的发展基本上也都还处在以集聚为

主的发展阶段 , 不论经济和人口各城

市均在不同程度地增长 , 只是增长幅

度的大小有较大差别 。另从城市分布

的空间形态来看 , 则扩散趋势也较明

显 。作为主要核心城市的某些特大城

市已出现部分产业和人口向近郊区或

远郊县扩散的趋向 。在主要核心城市

周围及主要核心城市之间沿交通走廊

的轴线地带 , 受核心城市和境外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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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双重辐射扩散的影响 , 正在急

剧集聚 , 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中小城市

在迅速崛起 。其发展速度均远超过主

要核心城市 。乡镇企业已开始由发展

初期的过于分散逐步向小城镇集聚 ,

乡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 。

2 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

城市的地域概念通常有三种界定

形式 ,即行政地域 、景观地域和功能地

域 。行政地域随着城市建制的设立就

已明确划定 。景观地域主要指基本反

映城市实体的相当于城市建成区的范

围 。功能地域则体现城市人口居住 、就

业 、购物 、医疗 、教育 、文化 、游憩等基

本功能的地域范围 。以往我国对城市

的研究多只采用城市行政区或城市建

成区的地域概念 , 难以反映城市化的

真实面貌 。很显然 ,在市的行政区范围

内并不全是城市 , 而具有城市功能的

地域又不只限于建成区 。在经济较发

达的沿海城镇密集地区 , 中心城市与

其周围乡村存在着密切的商品 、服务 、

资金 、信息 、通勤等双向联系 , 城乡二

元结构已不很明显 。尤其是在大城市

建成区的外围 , 一般都存在着具有某

些城市功能而又难以明确划分城乡界

线的灰色区域 。因而有必要建立都市

区(Metropo litan Area)这一既能反映

广域城市功能又可与国际接轨的地域

概念 。只是中国都市区的形成机制不

同于西方都市区 。西方主要是由于中

心市的扩展和郊区化而形成都市区 ,

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 。中国

的都市区则是由城乡共同发展 , 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 , 由内向外和由外向

内 ,几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政府

的城乡一体化政策起到一种粘合剂的

作用 。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可能获取

的资料 , 周一星对界定中国都市区的

指标和标准提出如下建议:(1)都市区

是由中心市和外围非农化水平较高 ,

与中心市存在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

邻接地区两部分组成 。(2)中心市的确

定 ,首先需划分出城市实体地域(包括

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人口稠密 、非农

化水平很高 、行政区界难以细分的近

郊地域), 凡城市实体地域内非农业人

口在 20万以上者可视为中心市 。对于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 10%以上的

小郊区城市 , 将包围中心市的县级行

政单元作为中心县 , 并视其为都市区

的当然组成部分 。(3)划入都市区的外

围县 (市)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全县(市)GDP 中非农产业占 75%

以上 , 全县(市)社会劳动力总量中从

事非农活动的占 60%以上 , 与中心市

直接毗邻或与已划入都市区的县(市)

相毗邻 。(4)大郊区的县级市在其城市

实体地域满足中心市条件的同时 , 整

个市域还需满足第 3条规定的非农化

指标 ,方可视为都市区 。(5)如果一县

(市)能同时划入两个都市区 , 确定其

归属的主要依据是行政原则 , 在行政

原则存在明显不合理现象时 (如舍近

求远), 则采用联系强度原则 , 即依据

到各中心市客流量的大小而定 。

都市区是都市连绵区的基本构成

单元 。都市连绵区是在特定区域背景

下发育起来的由众多都市区连绵而成

的城市密集地带 , 相似于戈特曼

(J.Got tman)提出的 “大都市带

(M egalopo lis)” 概念。都市连绵区的

概念不是指众多城市建成区连成一大

片 , 而是指由多核心的都市区紧密组

成的高度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地

带 。尽管学术界对此尚存在着争议或

疑虑 , 但不能否认这种经济和城市人

口高度集聚的多核心的沿主要交通走

廊形成城市密集的主轴带的空间形

态 , 在世界和中国沿海是一种客观存

在 。过去我们过于突出和注重由高度

密集的经济和城市人口所带来的各种

负面影响 , 而对其积极意义的方面却

往往认识不足 。事实上城市密集的都

市连绵区或大都市带具有强大的枢

纽 、推进器与孵化器等功能 。经济 、科

技 、文化 、教育 、信息 、人才的高度集聚

及其高频的交互作用 , 为技术创新和

知识创新孕育着巨大潜能 。因而都市

连绵区不仅可成为推动全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核心区 , 而且在经济全

球化的趋势下 , 也可在国际的竞争与

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都市连绵区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技

术进步的产物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还

需依托于特定的区域背景条件才能形

成 ,因而只能出现于局部特定地带 。都

市连绵区由开始发育到形成一般需经

历 5个发展阶段 。都市连绵区沿综合

交通走廊展开的空间形态 , 反映了经

济组织和生产力布局沿阻力最小方向

发展的基本原理 , 体现了组成都市连

绵区的每个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轴线与

其主要对外联系方向相一致的基本规

律 。对中国都市连绵区的成型提出以

下 5项主要判别指标:(1)至少具有两

个以上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作为

发展极 , 且其中至少一个城市具有相

对较高的对外开放度 , 具有国际性城

市的某些主要特征;(2)有相当规模和

技术水平领先的大型海港和空港 , 并

有多条国际航线运营;(3)区域内拥有

由多种现代运输方式叠加形成的综合

交通走廊 , 区内各级发展极与走廊之

间有便捷的联系手段;(4)区内有较多

的中小城市且多个都市区沿交通走廊

相连 , 总人口规模达到 2500万 , 人口

密度达到 200人/平方公里;(5)组成

连绵区的各个都市区之间 、都市区内

部中心市与外围县之间存在密切的社

会经济联系。

按照都市区的界定标准 , 珠江三

角洲地区可组成穗佛(广州 、佛山)、港

深(香港 、深圳)、澳珠中(澳门 、珠海 、

中山)、江门 、惠州和肇庆 6个都市区 ,

长江三角洲地区可组成上海 、苏州 、无

锡 、常州 、镇江 、南京 、扬州 、南通 、杭

州 、嘉兴、湖州 、绍兴和宁波 13个都市

区 , 京津唐地区可组成北京 、天津 、唐

山和秦皇岛 4个都市区 , 辽中南地区

可组成沈阳、大连 、鞍辽(鞍山 、辽阳)、

抚顺 、本溪 、海城和营口 7个都市区 。

以上大小不等的都市区均以中心市命

名 ,多数含有若干外围县(市)。珠江三

角洲作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经

济核心区 ,无论从地理或经济联系看 ,

均与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关系

十分密切 , 故有必要将其纳入珠三角

经济区 。按都市连绵区的判别指标 ,在

我国已基本形成都市连绵区的只有以

穗港和穗澳为核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和以沪宁扬 、沪杭甬为核轴的长江三

角洲地区 。京津唐和辽中南则属于尚

在形成过程中的有条件进一步发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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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市连绵区的地区 。

树立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概

念 ,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 ,按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组织相应

地域的规划协调机构 , 在互利共享的

基础上 , 综合协调解决有关基础设施

建设布局 、区域环境整治 、有限资源合

理利用与保护 、城市化与城乡建设空

间结构优化等一系列区域性重大问

题 。现阶段我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 ,在

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 , 出现了各类城

市发展缺乏规划协调 , 大量盲目重复

建设 , 空间布局无序 , 资源开发过度 ,

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 。市场经济

愈搞活 , 对开发建设的布局愈需要加

强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协调与宏观调

控 。尽快按都市区、都市连绵区或经济

区开展区域规划 , 已被提到迫切的重

要议程 。

3 大中城市的集聚与扩散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发现 , 沿海城

镇密集地区大中城市的集聚与扩散均

在活跃地进行 , 而以集聚为主要倾

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 ,资
本 、土地 、劳动力、技术与信息等生产

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后 , 加剧了大中城
市经济和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变动 。

大中城市以其有利的区位 , 相对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 , 较多的

就业机会 , 方便的服务设施和协作配
套条件 , 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的集

聚效益 , 对经济和人口的进一步集聚

仍具有较大吸引力 。经济的集聚不一
定引起人口的同步集聚 , 如某些地区

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需投入大量资

金 ,不一定需增加大量劳动力;而人口

的集聚必然会反映或引起经济的集

聚 。尽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控制

大城市规模的方针 , 但实际上并未能
有效控制 , 进入 90年代以后 , 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规模更呈现出

明显的扩大趋势(见表 2)。一般而言 ,

在大城市 、特大城市周围的中等城市 ,

其市区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幅度均高于

前者 。

大中城市的向心增长和空间集

聚 ,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内

城的更新与改造 ,包括危旧房的改建 ,

商贸街的改造 ,大型商场的成批涌现 ,

大型公共建筑向市中心区集聚 , 中心

商务区的逐步形成 。(2)外延扩展 ,是

指城市不断向周围郊区蔓延 , 包括连

片发展 、分片发展和渐进发展 。连片发

展多呈块状或指状 。分片发展为使各

片具有相对独立城市功能的组团式规

划的产物 , 但其隔离绿带因受多年蚕

食 ,多数已连成一大片 。渐进发展实为

连片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 , 是指大城

市地区利用由内向外 , 由商业中心区

向城市住宅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区 、

农村地区呈圈层状渐变交替的过程 。

(3)郊区城市化 ,一般指郊区转变为城

市地区 , 包括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转

化 , 纯农户向兼业农户或非农户转化 ,

农村经济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

二 、第三产业为主转变 ,农村生活方式

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 。外来暂住人口

大量集聚于大中城市的近郊 , 加速了

郊区的城市化 。

大中城市的离心增长和空间扩

散 , 主要有以下几种激发因素:(1)城

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 第三产业的地位

逐步超过第二产业 ,“退二进三” ,第三

产业向市中心区集聚 , 第二产业向市

中心区外围扩散 。(2)城市快速交通和

现代通讯的发展 , 为企业和居住区与

市中心区拉开较大空间距离创造了条

件 。(3)城市土地开发进入市场 ,由不

同区位形成土地有偿使用的巨大地价

差别 , 促使单位土地面积收益较低的

企业 、仓库和廉价住宅等从市中心区

外迁 。(4)市中心区人口过密 ,住房拥

挤 ,居住环境质量下降 ,在实行住房制

度改革后 , 部分居民为改善住房条件

或追求较好的居住环境而外迁 。(5)由

在远离市中心区建设卫星城或设立开

发区的规划促成 。

大中城市的离心增长和空间扩散

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轴向扩

展 , 是指沿大中城市对外交通干线等

基础设施轴线发展 ,形成工业走廊 、居

住走廊或综合走廊等城市发展轴 。(2)

卫星城建设 , 多数是在远郊自然发展

起来的小城镇或已有工业点的基础

上 , 择优进行规划建设 , 给以必要扶

持 , 逐步扩大规模 , 完善配套设施 , 增

强经济实力 , 以求适当分散对市中心

区的集聚压力 。(3)开发区建设 ,以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主

体 , 沿海开放城市最早兴建的一批经

济技术开发区多属远郊型 , 主要由于

当初曾有过实行全封闭管理的设想 ,

加以开发区规模偏大 , 原有城市用地

和基础设施难以利用 , 远离城市自成

独立系统 ,投资大而见效慢。其后 ,有

些大中城市新设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多

选在离中心区不太远的近郊区 。高新

技术开发区有依附于城市科教文化

区 , 依附于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

区 , 依附于大工业区或另辟新区等多

种区位类型 , 多数布局在城市边缘地

带 。(4)某些城市郊区化现象 。

城市郊区化是指城市人口及某些

城市职能由大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转

移的过程 。尽管当前从宏观总体上看 ,

沿海大中城市仍处于以集聚为主的阶

段 ,但从微观剖析 ,一些特大城市已开

始出现某些郊区化现象 。主要表现在:

(1)内城区或市中心的人口在下降 ,而

近郊区的人口在迅速增长 。以 1990年

的第 4次人口普查与 1982年的第 3

次人口普查作比较 ,北京 、上海 、广州 、

沈阳等特大城市均呈现出这一趋势 ,

如北京市 1982 ～ 1990年间城区人口

年均负增长率为 0.43%, 而近郊区人

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4.34%, 另据北大

所作的样本点调查 ,进入 90年代后这

一趋势在进一步增强。(2)工厂郊迁 ,

原在市中心区的不少低效益的老企

业 , 在级差地租的利益驱动下迁往郊

表 2 沿海地区若干大城市市区人口集聚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6)和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

1995年末总人口

1995年末非农业人口

1991～ 1995净迁入人口

净迁入占非农业人口百分比

1996年登记暂住人口

956.66

830.80

28.69

3.40

97.40

733.72

649.40

30.46

4.70

93.40

594.02

474.25

12.01

2.50

27.80

385.36

316.87

21.98

6.90

101.10

254.74

239.60

11.65

4.90

21.60

265.80

226.02

10.50

4.60

43.70

99.16

74.77

21.33

28.50

283.40

114.23

63.21

4.20

6.60

43.80

上 海 北京 天津 广州 大连 南京 深圳 宁波

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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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形成新工业区 , 随后在工业区附近

逐步建设一些居住区 。(3)在郊区建设

了一批大型平价商城 ,生意火爆 ,已影

响到中心商城营业额的下降 , 以上海

表现得最为明显 。(4)已出现一些郊外

别墅区和远郊度假区 。

我国的城市郊区化不同于西方国

家 , 具有自己的特色:(1)被动式郊区

化 。西方国家的郊区化是在中产阶级

日益壮大 、小汽车普及和追求舒适的

生活居住环境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自发

性的郊迁现象 , 我国现阶段主要是由

旧城改造而引起居民和企业的郊迁 ,

多数是有组织地进行的 , 具有明显的

被动色彩 。(2)居住郊区化滞后于工业

郊区化 。我国工业的外迁早于人口的

外迁 ,生活配套设施未能同步跟上 ,很

多职工不愿随企业搬出 , 而采取白天

去郊区上班 , 晚上回城休息的通勤方

式 。西方国家与此正相反 ,以居住郊区

化为先导 ,多采取白天进城上班 ,晚上

回郊区别墅或卧城休息的通勤方式 。

(3)近郊蔓延式郊区化 。我国目前私人

汽车拥有率很低 , 公共交通系统不完

善 , 不能满足长距离快速出行的要求 ,

郊区化主要限于近郊 , 通勤距离一般

在 10多公里以内 , 在远郊购置别墅的

尚属凤毛麟角 。而西方国家在离市中

心区 20公里以外的远郊区购置住宅

和别墅的已习以为常 。(4)市中心繁荣

与郊区化并存 。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

郊区化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曾出现

过中心区的衰落 ,即“空洞化”现象 。而

我国沿海的一些特大城市在出现郊区

化现象的同时 , 中心区仍然呈现出繁

荣景象 。(5)社会阶层地域分异不明

显 。西方城市内部存在着按不同收入

水平的社会阶层的地域分异 , 一般收

入越高 ,其住地离市中心区越远 ,在我

国这种分异还不明显 。

大中城市的郊区 , 尤其是特大城

市的近郊区 , 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

化在此交互起作用 , 大量从外地来城

市谋生的人口也多数在近郊区栖身暂

住 。这里是多种矛盾的交会处 , 土地 、

环境 、交通 、治安、棚户区与别墅区等

问题相当突出 , 建设布局也显得较为

凌乱 。郊区规划是当前城市规划中的

薄弱环节 , 对郊区的开发建设缺乏规

划指导和调控管理的应有力度 , 大城

市建成区不断向近郊区摊大饼式蔓延

之势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和疏

导 。为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

强化郊区开发建设的统一规划 , 将郊

区的村镇建设 、开发区和基础设施建

设 、环境治理 、基本农田保护和城郊绿

带保护等均纳入城市规划 , 并最终落

实到对土地利用的严格管理 。根据我

国人均耕地甚少的国情 , 对郊区土地

必须强调高效和节约使用 。对于在郊

区建设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区和高尔

夫球场等应严加控制 , 村镇住宅和出

租房也应向多层发展 , 要综合运用各

种调控手段 ,引导城郊建设布局 ,由近

及远 , 向组团式宽绿带和网络化的较

理想的空间格局演化 。

4 乡村地区城市化

在我国对“乡村城市化”或“农村

城市化”的提法至今仍存在着争议 。持

反对意见的主要理由是:不能把所有

农村都变为城市 , 如果农村都城市化

了 , 农业还怎么发展呢?其实乡村(农

村)城市化的真实涵义 ,不是把农村都

变为城市 , 而是指至今仍以农村和农

业人口为主的广大乡村地区 , 也应积

极发展小城镇和中小城市 , 使城镇人

口的比重逐步超过乡村人口 , 并将城

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渗入到广大乡

村地区 。为了避免上述误解 ,将“乡村

城市化 ” 改为 乡村地区 城市化

(Urbanization in Rura l Area)可能更

加确切一些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 ,

农村的推力与城市的拉力同时在起作

用 。既有依靠现有城市的发展 ,吸引越

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自上而

下的城市化;又有依靠乡村经济的发

展 ,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推动由第

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就近转

移和集聚 , 促进乡村地区众多城镇兴

起和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 。使中

国的城市化最具有自己特色的 , 正是

后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地区城市化 。

东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

角洲 ,是我国农村经济最活跃 ,乡镇企

业最发达 ,非农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其

人均 GDP 和乡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水平高出全国平均值 1 ～ 2倍以上 , 在

GDP 中第二 、三产业的比重多已超过

80%。在乡村劳动力总数中从事农业

生产的比重 , 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

区已不到 20%, 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

地区已不到 30%, 宁绍平原地区已不

到 40%, 其它地区也多在 50%以下 ,

亦即大部分乡村劳动力已由农业转向

非农产业 。除少量进入大中城市外 ,绝

大多数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被吸

纳于当地及邻近的乡镇企业或其它类

型的企业与就业岗位 。由于当地经济

的迅速发展 , 已使乡村劳动力由富余

而变为不足 , 有几千万外来劳动力前

来这些地区打工 , 甚至像东莞那样大

多数乡镇的外来暂住人口已超过当地

的户藉人口 , 就是对这些地区已呈现

出劳动力不足的具体反映 。

导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乡

镇企业较其它地区发达的主要原因 ,

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1)原有农业

基础好 , 为平原沃土 、人口稠密 、农业

集约经营水平较高的鱼米之乡 , 农民

有多种经营谋生习惯和较强的商品意

识 。(2)依靠农村自筹资金发展起来的

乡镇企业起步较早 , 尽管初期多属小

规模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但在短缺经

济时代产品不愁无销路 , 乡镇企业凭

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国家给予的税收

扶持政策驰骋于市场 ,获利丰厚 ,形成

迅速积累和滚动发展 。当许多开发地

区的乡镇企业共同面临市场疲软的严

竣形势之际 , 起步较早的地区已有可

能运用已形成的强大经济实力 , 加大

对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的力度 ,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3)在

对外开放中发挥其区位优势和亲缘优

势 , 大量引进外资发展乡镇企业和建

于乡镇的“三资”企业 , 大力开拓国际

市场 。(4)在两地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

中 , 均分别得益于上海和香港这两个

特大经济中心的技术 、人才 、信息和品

牌的就近扩散 。

京津唐和辽中南地区乡镇企业的

发展水平均不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角洲地区 ,但在大中城市周围的郊县 ,

因受中心城市辐射扩散的影响 , 乡镇

企业也相对较为发达 。

乡村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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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 , 其根本原因

在于乡镇企业过于分散化 。小农经济

的利益驱动 , 城乡不同的土地使用制

度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 , 均是

导致乡镇企业分散建设的主要因素 ,

而过去长期所提倡的 “离土不离乡” 、

“进厂不进城” 的政策 , 更加助长了这

一分散趋向 。当然在发展之初 ,农村利

用自己所支配的土地和当地的剩余劳

动力 , 因陋就简地兴办起来的一些乡

镇企业 ,分散是难以避免的 。但乡镇企

业发展到现阶段 , 那种 “处处点火 , 村

村冒烟” 的空间分布形态对直接降低

经济效益和危害生态环境的严重后

果 , 已越来越引起企业家的重视和社

会的关注 。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的长

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 其乡镇

企业正处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转型的时期 ,规模经济 、集聚

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已被提到重要地

位 ,并已涌现出不少乡镇企业集团 ,要

求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的建设

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有些地区还明

确提出“工业向园区集中 ,人口向镇区

集中”的方向 ,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

通过以苏南江阴为案例的实地调

查 , 可了解经济较发达乡村地区城市

化的基本态势 。江阴于 1987年撤县设

市 。 1995年全市总人口为 113.7万 ,

人均 GDP 高达 1.79万元 。在 GDP 中

第一产业已只占 5.5%, 第二产业占

60.4%, 第三产业占 34.1%;仍在从

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共 10.7万人 ,

只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 21.7%和全

市从业人员总数的 17.7%;另有外来

劳动力 5.7万人 , 其中 77.4%从事工

业 , 14.8%从事第三产业;以上均说明

当地的工业化或非农化已达到高水

平 。其城市化水平 , 按不同的口径计

算 ,可得出以下不同数据:按全市非农

业人口 31.8万计算为 28.0%, 按实

际住镇人口 53.8万计算为 47.3%,

若将白天进镇上班 、晚上回乡居住的

城乡摆动人口 9.1万亦计算在内则为

55%。不管按何种算法 ,城市化水平均

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水平 。但与 1985

年的江阴县情况作比较 , 10年来城市

化的进展还是相当快的 。按非农业人

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 , 平均每年提高

1.7个百分点;按实际住镇人口计算

的城市化水平 , 平均每年提高 2.7个

百分点 。随着镇区的扩大 ,中心城以外

的 26个镇区 (包括 1985年时尚未设

建制镇的 22个乡集镇)的平均居住人

口规模由 0.4万扩大到 1.2万 , 住镇

人口与城乡摆动人口之比由 1∶1.8

降至 1∶0.2 , 中心城的居住人口已由

9.6万增至 23.0万 。剔除行政区划变

动的因素 , 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人口

转化的趋势仍较明显 。

乡村地区的城市化过于滞后于工

业化或非农化 , 不利于提高第三产业

在 GDP 中的比重和为城乡居民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 , 不利于提高农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和扩大国内的市场需

求 , 并将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进程 。要想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也

必须以加速乡村地区城市化为前提 。

大力发展小城镇固然是加速乡村地区

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 但又不能只局限

于小城镇 , 对于县市中心城镇的发展

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将区位与建设

条件较好的县市中心城镇逐步发展成

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中小城市 ,

可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乡村地区城市化

的带动作用 。

当前迫切需要增强县(市)级的规

划力量 , 在积极开展和不断完善县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的基础上 , 加强对各地小城镇建设的

具体规划指导 。同时还要为鼓励乡镇

企业进工业小区和乡村人口进城镇居

住研究修订相应的土地政策和户籍政

策 。

5 区域发展各具特色

中国沿海的 4大块城镇密集地

区 ,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共同的规律 ,又

各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

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港澳 , 具有

地缘 、亲缘优势 ,在国内率先实行对外

开放的特殊政策 , 外资大量涌入 , “三

资”企业与乡镇企业相结合 ,经济迅速

腾飞 ,农村劳动力较早实现非农化 ,外

来劳动力急剧增加 , 已成为全国经济

发展水平最高 ,外资投入最多 ,外来人

口比重最大的地区 , 经济和人口在以

空前的规模迅速集聚和扩散 。鉴于港

澳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扩散源 , 双方

是一种“前店后厂”的关系 , 故对港深

和珠澳这两个一国两制的特殊都市区

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 , 同时将珠三角

地区的城市功能地域划分为三大都市

区和三小都市区 , 明确指出在大珠三

角中的穗港澳小三角地带 , 已在现代

化快速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一

个在亚洲具有重要地位的都市连绵

区 。在珠三角内部大批中小城市在迅

速崛起 , 其发展速度已远超过核心城

市 , 对其成因机制进行了必要的分

析 。珠三角投资主体的基层化 ,加速了

自下而上的乡村地区的城市化 , 已使

珠三角地区走在全国乡村城市化的前

列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有关环境 、土地 、农业 、基础设施与城

乡建设布局等十分突出的问题 , 迫切

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必要的

调控 。

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密集的人

口 、良好的农业基础 、强大的经济技术

综合实力 、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

市和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的有利区

位 。空间集聚与扩散机制深受上述特

点的影响 。资金来源以内资自我积累

为主 , 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乡镇

企业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 ,

上海的经济幅射和技术扩散对其周围

地区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沿海 、沿江

的开放 ,尤其是 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

发和开放 , 推动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

展 ,外资投入的数量和比重日益增大 ,

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将

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具有更大的

活力 。沪宁铁路 、高速公路沿线和沿长

江南岸以及沪杭甬铁路和高速公路沿

线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和人口集聚程度

最高的主轴核心地带 , 已形成都市连

绵区 。位于主轴核心地带的一些中小

城市的发展速度早已超过核心城市和

大城市 , 一些地级中心城市的发展受

到行政区划较大限制 。就都市区内的

空间来看 ,一般经历着以下两个阶段:

由分散的广域空间向相对狭小的都市

中心区集中为主 , 转向由都市中心区

向近郊区扩散和外来人口向近郊区集

聚为主 。正在向国际性大都市发展的

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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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的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现象都

很明显 。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也已开

始呈现出类似情况 。在广大乡村地域 ,

由于乡镇企业发达 ,几乎村村办企业 ,

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

的方式就地转移 , 致使乡村城市化普

遍滞后于非农化 。随着乡镇企业向规

模经济和提高技术档次发展 , 引导乡

镇企业适当向开发区或工业小区集

中 , 将会促进小城镇和小城市的大发

展 。现阶段在长三角地区内不同规模

的城市 ,人口均在继续集聚 ,其中来自

区外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增大 。加强对

城市近郊区和广大乡村地区发展和建

设的规划管理与调控 , 对改善当地环

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

京津唐地区具有大都市化的特

征 , 占全区城镇人口 80%以上的北京

和天津这两个相距较近的特大型都市

区 , 其合计人口规模远大于上海大都

市区 。北京具有首都功能所特有的多

种优势 , 天津则为我国北方沿海重要

的对外开放港口城市 , 且二者同为拥

有广大市场的华北经济中心 。这些基

本因素一直在推动着两大都市区的发

展 , 对外资和外来人口都有很大吸引

潜力 。但在现阶段发展中受行政体制

的制约因素较大 。两大中央直辖市缺

乏联合 , 各搞一套 , 导致产业结构雷

同 ,拳头产品较少 ,加以国有企业比重

较大 ,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表现在空间

上 , 两大核心城市主要向各自行政管

辖范围内的郊县辐射扩散 。由于京津

周围的郊区县人口密度和原有农业基

础均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 乡镇

企业不够发达 , 因而虽在核心城市的

大力扶持下 , 郊县经济也有了很大发

展 , 但在市域内仍有一些郊区县尚未

能达到进入都市区范围的标准 , 有些

远郊县甚至还呈现出人口下降趋势 。

大都市近郊区成为市中心区产业与人

口大量外迁和外来人口大量集聚相交

汇的增长最迅速的地区 。北京市近郊

的蔓延式空间扩展问题十分突出 。天

津市因将新增长区主要引向滨海新

区 , 相对缓解了对市中心周围近郊区

的集聚压力 。介于京津之间的属于河

北省的廊坊市 ,发展速度也不快 ,进入

都市区行列尚较勉强 。位于京津东北

方向的唐山和秦皇岛市也只是两个以

工业和港口为主的孤立于外围县的都

市区 。因而迄今在京津唐地区尚未形

成都市连绵区 。但京津塘高速公路的

修通和沿线新开发区的建立 , 正在为

加速京津都市连绵区的形成创造条

件 。加强对京津联合的规划与调控 ,促

使京津向集合型的国际性大都市发

展 , 将会大大增强京津唐地区发展的

活力 。

辽中南地区是我国解放后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经过多年重点建设而形成

的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工业基地 。改

革开放以来 ,大连 、营口等南部沿海港

口城市发展较快 , 而在中部重工业高

度集聚的沈 、鞍 、本 、抚 、辽城市群 , 由

于面临着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和结构

调整等不易较快解决的问题 , 发展速

度相对较慢 , 反映出改革前后体制转

换中的两种不同空间态势 。由于辽中

南经济结构从总体上以国有大中型企

业和重型原材料工业为主 , 人地关系

矛盾相对不如南方尖锐 , 因此尽管大

城市密集 , 而大城市向周围县的扩散

能力相对较弱 ,都市区普遍较小 ,基本

上没有外围县进入都市区 , 都市连绵

区尚未完全形成 。相比之下 ,集聚与扩

散在大连都市区比沈抚鞍本辽的都市

区要活跃得多 。大连因开放度高 ,外资

引进多 , 新区开发和内城改造都进展

顺利 。辽大综合交通走廊 ,尤其是高速

公路对资金、产业 、人口等要素向沿线

地带集聚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沈阳 、大

连都已进入郊区化阶段 ,工业 、人口由

中心区向外迁移 , 中心区人口绝对量

下降 , 同时外来暂住人口继续向大城

市集聚 , 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在近郊

区会合 ,近郊区人口增长最快 ,远郊区

低速增长 ,甚至人口净迁出。辽中南从

总体上看小城镇发展较慢 , 乡村地区

城市化速度不如南方 。但凡是改革开

放较早 、向市场经济转轨较快 、领导支

持得力的小城镇仍然发展迅速 , 吸引

了许多外地资金和人口 , 与在计划体

制下形成的工业镇形成明显对照 。

[参加本项目研究的有胡序威 、周

一星 、顾朝林、郑弘毅 、蔡人群 、阎小

培 、崔功豪 、沈道齐 、宁越敏 、马裕祥 、

李王鸣 、叶舜赞 、马清裕 、蔡建明 、宋迎

昌 、史育龙 、孟延春 、赵永革 、张审等

(按分担各章排序)。文中若有概括不

当之处 ,由本文执笔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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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WARD TO ARCHITECTURE IN 21ST CENTURY

By Wu Liangyong

The 20
th
UIA Cong ress w ill be held in Beijing in June 1999.1 was appointed as the Chairman of th e Science

Commission for the p reparation of t he conf erence by the A rchitectu re Society of Chin a and also the person to

give t 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Besides , I shall do the uob t o p repare"Beijing Charter".I am su re you

can get my general ideas of the Charter th rorgh reading t his paper in th ree respect s:I Follow ing th e new era by

summing up t he experience of t he deveolpment and problem in architecrure.2.T he p ressin g issues of t he arch i-

tecture and it s related disciplines at t he end of 20th and th 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 uries.3.Looking to the

development t rend and t he possible futu re of the architect ure in th e 21st centu ry.l hope t his paper can be con-

cerned by architects not only in China bu t also in the world .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COASTAL REGIONS

By Hu Xuwei

The pearl river delt a , Yangt ze river deot a , Beijing-Tianjin -T angshan region and Liaozhongnan(t he mid and

soutehenpart s of Liaoning p rovince)are al reay highly urbanized areas ,as wdll as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ed

areas which are the parts , on th e one hand at tract their su rrounding areas , on the oth er inf luence t hem .T his

paper w ill discuss t 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five respect s such as thdir individual backg round ,

metropolis and conurbat ion , large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 the ru ral urbanization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 t.

ON PLANNER CERTIFICATION:WHAT CHINESE PLANNERS MAY LEARN FROM

AICP

By Zhang Tingwei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 o estab lish a p lanner certification system as part of the planning reform in

China , and it is looking for experience in other count ries.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in functions of a cert ifica-

tion system including certif icat ion of its members , et hnical performance of members , accreditation in planning
education and con tinuing education base on AICP

,s p ractice in t he US .T he aut hor also gives comments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sugges tion s to Chinese p lanners.

ANALYSIS OF THE STATE QU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y Song Xiaodong
By looking back to t he application of th e u rban planning managemen t inf ormation system , 7 common p roblems
are discussed:profession standardization , inf ormation norm , sou rce of in formation , ins titu tion and personnel , or-

ganization , corporation rel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lim itation.In accordance of this , suggestions , estimation

and plans for t he trend of developmen t are also men tionde in the paper .

PILOT STUDY ON URBAN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UPIS)
By Chen Shunqing

In this paper , the concept of UP IS(U rban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is firstly advanced and the basic theory
is discu ssed.T hen t he st rategy of developing a U PIS is detailed.Th is st rategy emphasizes t hat five main rela-

tion ship s mus t be treated correctly.T hese relationships include:th 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all devise and

st ep-by-step practice , between aff airs managemen t and graphics-t ex t database creation ,between overall suveying
database creation and dynamic dat a update , between CAD and disk-application-and-approval , and between

planning modeling and assisted decision .In addition , system in tegration and multi-purpose cadast ral information

syst em are also presen ted.A t las t , t he aut hor suggests that planners make much deeper research on the t heory
and method of UP IS so as to ef ficien tly guide urban plannin g practice in ou r coun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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