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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城市边缘的开发与发展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影响 。 本文通过追踪南京江北经济发展及其

开发管理机制的变化 ， 旨在从管治的角度掲示城市边缘从传统城市边缘区到相对独立的边缘城

市背后的微观驱动机制 。 文章认为南京江北地区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 开发区与行政区融

合发展的模式 、 以及市属开发项 目在城市边缘区的强力推进 ， 促进了江北地区开发主体的整含

与统筹 ，提升了边缘区开发主体和项 目的行政管理层级 ，进而推动了江北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发展 。

关键词 ：

城市边缘区
；

演变 ； 机制 ；
管治

；
南京

Ａ ｂ ｓ ｔ ｒ ａ ｃ ｔ ：Ｔｈ ｅｒｏ ｌ ｅｏｆ
ｇｏ

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ｉ ｓ
ｐ

ｒｏｍ ｉ ｎｅ ｎ ｔ ｉｎｔｈ ｅｄ 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 ｔｏｆｕ ｒｂａｎｆｒ ｉｎｇｅｉ ｎＣｈ ｉ ｎ ａ ．Ｗ ｉ ｔｈａ

ｃａｓｅｓｔ ｕｄｙ
ｏｆ Ｊ ｉａｎｇｂｅ ｉ

，Ｎ ａｎ
ｊ

ｉｎｇ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 ｅ ｒｅｘ

ｐ ｌｏｒｅｓｔｈ 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ｕｎｄｅ ｒ ｌ ｙ ｉｎｇ
ｔｈｅｔ 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

ｕ ｒｂａｎｆｒ ｉｎｇ
ｅｔｏｅｄｇ

ｅｃ ｉｔ
ｙ

ｉ ｎＣｈ ｉｎｅｓｅｃｏｎ ｔｅｘ ｔ ． Ｉ ｔｓｕｇｇｅ ｓ ｔ ｓｔｈａ ｔｔｈｅ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 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ｎｅｘａ ｔ ｉ ｏｎｔｏｃｏｕｎｔ ｉｅｓ
，

ｔｈｅ ｉ ｎ ｔｅｇｒａ ｔｅｄ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ｏｆ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 ｔｚｏｎｅｓａｎｄａｄｍ ｉｎ ｉｓｔ ｒａｔ ｉ ｖｅｕｎ ｉ 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ｍｕｎ ｉｃ ｉ

ｐ
ａ ｌ

ｌｅｖｅ ｌ

ｐ ｒｏ
ｊ
ｅｃｔｓｔｏ 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ｆｒ ｉｎｇｅｃｏｎ ｔｒ 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ｏｒｄ ｉ ｎ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ｄ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ｏｒ ｓａｎｄａｇｅ
ｎ 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ｈ 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 ｒａｔ ｉｖｅｈ 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ｔｈｅｅｄｇｅａｒｅａ

，
ｗｈ ｉｃｈ ｉｎｔｕｒｎｓ ｅ ｒｖｅ ａｓｔｈｅｄｒ ｉｖ ｉ 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ｓｔｏ

ｕ ｒｂａｎｅｘｐａ
ｎｓ 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 ｓ ｔ
－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ｉ ｓｍ．

Ｋｅ
ｙ
ｗｏ ｒｄ 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ｒ ｉｎ

ｇ
ｅ

； 
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ｎ

；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 
Ｎａｎ

ｊ
ｉ ｎ
ｇ

０ 引言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 我国城市边缘区

我国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又被称为
＂

城 乡结合部
”

、

＂

城乡交错带
＂

、

８０ 年代 （ 班茂盛 ，
方创琳 ，

２００７ ； 荣玥芳 ，

＂

城乡过渡带
＂

等 （ 陈佑启 ，
１ ９９５ ；

魏伟 ，

等 ，
２０ １ １ ；

周婕 ， 谢 波 ，
２０ １ ４ ）。 由 于固婕 ，

２００６ ） ， 充分反映了 当时城市边缘

我国正处于城市快速扩张时期 ，
国 内城区兼具城市和 乡村的某些特征 （ 顾朝林 ，

市边缘区的内涵 、 功能 、 特征等也在经等 ，
１ ９９３

；
张建明 ， 许学强 ，

１ ９９７ ）。 然

历着显著变化 （ 班茂盛 ， 方创琳 ，
２００７ ）。 而 ， 与改革开放早期出现的农村工业化、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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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城郊开发区不同 ，
２０００ 年 以来中北地区 包含郊区的浦 口 区 、 大厂区和县 年的近 ２７ 亿元 ， 从仅占全市房地产投资

国城市边缘出现了 以开发区为载体的 （ 远 域 单 元 江 满 县、 六 合县 。 ２００２ 年 ，
，工 的 ７ ． ５％ 上升至 ２ ７％ 左右 ， 反映了 江北城

郊 ） 新城开发 ， 构成了 中国特色的
“

边 北地区行政区划实施重大调整 。 行政区 市和居住功能的完善 。 过江通道的建设

缘城市
”

和
“

后
＂

郊区化现象 （ 李讳 ， 等 ， 划调整后 ， 原郊区 湳 口和江湳县含并成 使得沿 江地区可达性水平显著提升 （ 卢

２００８
，
程慧 ， 等 ，

２０ １ ２ ）。 特别是在大中立新的 ，串 口 区 ， 原郊区 大厂和六含县合 银桃 ， 尹诲伟 ，
２０ １ ３ ） ， 将进

一步刺激江

城市
“

集 中扩散
”

的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并成立新的六含 区 。 现 有研究认 力 外 北的社会、 经济活力 。

和空 间政策的影响下 ， 郊区新城 日 益成 资 、 房地产开发和产业结构等要素是城城市边缘区肩化机理的早期研究多

力城市中心区人 口和产业疏散的重要节 市边缘区空 间重构的王要驱动 力 （ 马学 集 中在 乡村工业化的视 角 ， 认为从农业

点 （ Ｗｕ ，Ｐｈｅ ｌ ｐｓ，２００８ ）。 在这样的发展背 广 ，
２０ １ ２ ）。 根据南京市统计年鉴中有限 向 工业生产的经济活动转变是影响城市

景下 ， 北京 、 上海 、 广 州 、 杭州和南京 的分区县经济数据整理分析 ， 下文对江 边缘区特征的主要因素 （ 武进 ， 马凊亮 ，

等城市均 出现了居住、 商业和就业的郊 北地区经济发展部分指标的扃变轨迹进１ ９９０
，

，余人猛 ，
１ ９９ １

，
顾朝林等 ，

１ ９９３ ）。

区化 ， 城市开始向 多中心空 间结构转变 。 行 了分析 。 首先 ， 江北地区国 内生产总 不同于产业结构转换的传统城市经济学

总之 ，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边缘的发 值变化呈现出三个主要阶段 （ 图 １）。 如 视角 ，
近来也有研究认 为城市边缘区的

展已步入 了一 个新的阶段 ， 显现出
一些 图 １ 所 示 ，

１ ９９３ 、 １ ９９４ 和 ２００３ 年 ，
江 发展是政府和基层组织共同作用 的结果

西方
＂

后
”

郊区化的特征 ， 如就业的扩 北地区 ＧＤＰ 总量占全市比重在 １ ０％ 以下
，（ 钱紫华 ， 等 ，

２００５ ）。 本文接下来将从

散 、 高档住宅的开发和新城开发等 （ Ｗ ｕ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 这个 比例上升并保持管冶的视 角分析江北地区地域管理和开

Ｐｈｅ ｌｐｓ ，２０ １ １）。在 １ １ ％ 左右
，
而 自 ２００９ 年 以来 ， 该 比发机制的 ，寅变历程 ， 并 由此探讨管治的

现有研究认为我国城市边缘区的发 例跳升至 １ ８％ 以上 ， 甚至在 ２０ １ １ 年达 变化对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影响 。

展与西方具有显著差异 。 例如 ，
西方国家 到 ２０％ 。 就外商直接投资额来看 ，

１ ９９３ 、

城市边缘的发展轨迹力
“

居住先行 、 产１ ９９４ 及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８ 年间 ，
江北地区吸２ 南京江北地域管理与开发机制的演变

业跟进
＂

， 而我国则是
＂

产业先导 ， 居住 引外商直接投资 占全帀比例在 ５％ 到 １ ５Ｘ南京江北地区经历过数次行政区划

跟进
”

， 是单
一

产业空间的开发区向综合Ｚ间波动
，
而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 该比例跃升调整 ， 位于江北的江 ，南和六合两县曾 归

性城市空间的转型发展 （ 郑国 ，
２０ １ １ ，至 占全市约 ２５％ 左右 （ 图 ２ ）。 在固定资 属扬州 专区管辖 。 １ ９７５ 年 ， 南京行政区

程慧 ， 等 ，
２０ １ ２ ）。 更重要的是 ， 虽然中 产投资方面 ，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８ 年Ｊ；北地区固 划调整力辖 ６ 个城区 、 ４ 个郊区及 ５ 个县

西方城郊发展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预和 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 占全市 比重每年 域单元。 自此
， 南京江北地区基本格局

规划的影响 （ 武进 ， 马 ，青亮 ，
１ ９９０

，
凃 递增 ２％ 左右

，
而在 ２００９ 年 ， 江北地 区形成 ， 包括原浦 口和大厂两郊区 ， 以及

人猛 ，
１ ９９ １ ，

钱紫华 ， 等 ，
２００５ ） ， 但是 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比重从 ２００８ 年的 江 ，甫和原六含两县 ，

共四个区 （ 县 ） 级

我国政府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 尤力显著１ ７Ｘ 迅速跃升至 ２４％
， 并于 ２０ １ ０ 至 ２０ １ ２行政主体 。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开发区

（ 李祎 ， 等 ，
２００８ ，Ｓｈｅｎ ，Ｗｕ ，２０ １ ２ａ ， ｂ）。 年间稳定在 ２６Ｘ 强 （ 图 ３）。 最后 ，

江北等功能单元的设立 以及 ９０ 年代末掀起的

本文的 目 的是从管冶的角 度 阐述中国城 地区房地产投资总额也表现 出三个发展行政区划调整热 ，朝 ，
江北地区的地域管

市边缘开发管理的演变 ， 从而揭示从传 阶段。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５ 年 ，
江北地区房地产 理和开发机制历经了几次悄然转变 。

统城市边缘区到相对独立的边缘城市背 投资总额占全市比例以每年 ４％ 的水平递２１１ ９ ８ ８
－

２００２年江北地区旳地域管理

后的微观动 力机制 。 基于此 ，
文章将 以 増

， 在 ２００６ 年小幅跌 ；Ｉ以后 ， 该 比例在 与开发机制

南 京江北地区 为 例 ， 分析改革 开放 以２００７ 至 ２０ １ ０ 年保持在 １ ３％ 略强
，

２０ １ １１ ９８８ 年 ４ 月 ，
江苏省和南京市人 民

后城市边缘地域管理和开发机制的变化 ， 年 ，
江北地区房地产投资总额占全市 比 政府在原涌 口 区 创建了 南京高新技木产

进而探讨这对城市边缘发展的影响 。例 比 ２０ １ ０ 年递增 了 约 １ ． ７％
， 并且 ２０ １ ２业外向型试验开发区 ， 并于 １ ９９ １ 年被国

年増幅也维持在 １ ．４％ 左右 （ 图 ４）。 总体务院枇准为第
一

批的国家级高新区 （ 以

１ 南京江北的发展转变 ： 从城市边缘到未 来看 ， 江北地区的经 ，齐发展在 ２００９ 年上 下 简称
“

南 京高新 区
”

）。 南 京高 新 区

来的边缘城市升至新的台阶 ，
成为全市经济版图 中的由高新区管委会管理 ， 隶属于南京市政

南 京 江 北地 区 是猎 南 京辖 区 范 围
一个重要经济增长 区域 。 其中 ， 房地产 府、 受国家科技部主管 （ 陈家祥 ，

王兴平 ，

中位于长 江 以北 的部分 。 １ ９８ １ 年 ， 江 投资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７ 亿元稳步提升至 ２０ １ ２２００７ ） ， 成力了 区域内的
一个重要经济功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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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单元 。 与此同时 ， 大厂逐渐发展成为２ ． ２２００２
－

２０ １ ０年江北地区的地域管理与善了高新区 与浦 口 区 相对独立的行政关

了南京市的
一个 以化工、 电 力 、 钢铁为开发机制系 ， 在

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功能区 与行政

主导产 业的工业卫星城 （ 夏非 ，
２０ １ １）。２００２ 年 ， 南京市江北地区进行了撤 区的整合、 协调两者的发展 。 在此背景下 ，

大厂集聚的扬子石化、 南钢 、 南化 、 浦县并区的行政区 划调整 ， 成立了新的浦南京高新区获枇在浦 □ 区泰 山街道范围

镇车辆厂等大型国 有部属企业受相关垂口和六合区 。 行政单元的兼并在一定程内规划建设其新扩园 区——高新区泰 山

直部门 的领导 ， 沿袭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度上理顺了 开发区和行政区的关系 ， 特园 区
， 并提 出 与泰 山 园 区所在行政管理

办社会的单位管理模式 ， 与所在 区域的别是解决 了 高新区和大厂进一步发展的单元泰山街道
＂

和含发展
＂

的发展战略 （ 孙

城市建设相脱节 （ 顾朝林 ，
２００２）。 换言之 ，

空间拓展问题 （ 顾朝林 ，
２００２ ）。 例如南立

， 陈家祥 ，
２０ １ １）。 此后 ， 南京市政府

江北地区逐渐形成了 两 个相对独立的功京市 、 高新 区和浦 □ 区就利用行政区划决定继续推行
＂

园区带街
”

的管理模式。

能单元 ， 南京高新区和大厂的大型国有调整的契机 ， 提 出 了一系列措施 以促进２００６ 年 ， 面积 ５３ ． ５ｋ ｍ
２

的盘城街道被整体

企业 与所在辖区没有行政隶属 关系 ， 造开发区 与行政区
＂

二合一
＂

的融含发展划 归高新区代管 ， 两年后浦 口 区的沿江

成江北地区的空间组织 出现了行政管理 （ 陈家祥 ，
２００９ ）。 ２００２ 年 ， 南京市决定 街道 以及浦 □ 区永宁镇花旗村和高丽村

与功能管理相割裂的现象 （ 王兴平 ， 许景 ， 浦 口 区和高新区主要领导实行互相兼任也 由高新区代管 ， 使高新 区的规划用 地

２００８ ；
陈家祥 ，

２０ １ ２）。（ 陈家祥 ，
２０ １ ２）。 这

一行政管理揞施改面积达到 １ ５６ ．４ｋ ｍ
２

（ 王兴平 ， 等 ，
２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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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江北地区 ＧＤＰ总额及占全市比例图２ 江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及占全市比例

数据来源 ： 《 南京市统计年鉴 〉 １ ９９５年 、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年。数据来源 ： 《 南京市统计年鉴 》 １ ９９５年 、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年 。

１４００——

ｒ３０１８０ｒ１ ８

１２００２ ５
１ ６０１６

！ｏｏｏ／■■
１４０

； ■
１４

ＩＩ
：：

：

；：

专ｉｉ ｉｉＩｎｌ
ｉ

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 １２０１２亿ｗ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 １２０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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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江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占全市比例图４ 江北地区房地产投资总额及占全市比例

数据来源 ： 〈南京市统计年鉴 〉 １ ９９５年 、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年。数据来源 ： 〈南京市统计年鉴 ＞１ ９９５车、 ２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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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肩化机制研究 以南京江北地因力例
丨
李禕 沈晓艳 龚海涵 黄贤金

至此
， 南京高新Ｅ不再是置于 鹿 □ 区 内括 庙 口 、 六合两区和粞霞区的八卦洲街利于区域性发展框架的建构。 同时 ， 南

的一块飞地和产业狐岛 ，
而转变成为 湳道。 这标志着南京将可能对 ／工北地区实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组

口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功行扇 口 、 六合
＂

二区含一
“

的统筹开发建将有力统筹江北地区的市级开发平台 ，

能片 区 。 总之 ， 新的地域和行政管理框 管理 ， 进一步优化行政区 与功能 区之间进而集 中资源建设大型区域性设施 ， 加

架不仅有利于解决高新医
“

产城融含
＂

的关系 ， 协调不同层级政府Ｚ间的管理。 速区域的发展。 总７ ， 近年来行政区划

的问题 ， 还可減少高新区 与其它行政王的调整和洽理结构的创新是南京 ／工北发

体间各 自 力政的发展 ， 促进区域的整体３ 讨论 ： 城市边缘区发展演变的微观机制展转变的重要动力Ｚ
＿

。 可以想象 ，在
“

江

开发。 更重要的是 ， 高新区 与行政区的从上述演变轨迹可 以看 出 ， 江北地 北新区
”

发展战略实施 以后 ， ／工北将可

合作使周边 乡镇、 街道的开发也上升至区的地域开发管理机制经历了 条块分割 、 能彻底摆脱原来城市边缘工业 （Ｅ的城市

高新区这一较高行政级别的开发平台上 ， 多头管理 ， 主要阶段 。 地域开发管理机印象 ，南京的城市格局将上
＂

江南
”

、

“

江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区域开发项 目和配套制 的 演 变反映 了 以 下 冶理结构的变化 ， 北
”

双城记。

设施建设的标准 。并成 力 辽北地 区 发展扃化的微观机制 。

２３２０ １ ０年以来江北地区的地域管理与第一 ， 江北地区 开发主体和开发项 目 行４ 结论

开发机制政层级的提高 。 根据Ｚ前的研究 ， 我国本文 以南京市江北力例 ， 分析了位

自 ２００６ 年提出幷实施跨江发展战略的城市蔓延被认 力不是
一个消费驱动的于城市边缘的江北地区经济发展的 ，寅变 ，

三年来 ， 南京市委、 市政府决定建设现自然的郊区化过程 ， 而有着不同层级政幷试图探讨背后的驱动机制。 统计数据

代化的浦 □新城 ， 并专门成立市直属事府的积极参 与 （ 李祎 ， 等 ，
２００８ ）。 因此 ， 表明江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 ２００９ 年左右

业单位南京市扇 口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行政层级的高低 与资源配置和开发建设 显现出 巨大飞跃 ，
以房地产开发力

一大

员会负 责新城开发建设的指导工作 。 浦水平存在显著相 关 关系。

＂

撤县设 区
＂

特征的经济发展标志着江北城市和居住

□新城的开发标志着江北地区新的功能的行政区划调整将整个江北地医纳入全 功能的显著提升 ， 改变 了过去半城半 乡 、

区的出现。 与南京高新区 不同 ， 湳 □新市整体开发的大盘子 ， 带来了市级层面城乡结含部的城市边缘区面貌 ， 逐渐演

城力全市发展战略下的市属功能区 ，
由的大型项 目

， 市政府力量的介入极大推变成力 南京都市区 多中心发展的重要节

市局级机构管理负 责功能区建设的规划动 了 辽北的全面开发建设 。 第二 ，
辽北点Ｚ—。

定位 、 牵头抓总和统筹推进 ， 并成立湳地区开发主体数量的减少 。 除行政区划位于城市边缘的南京 ，工北的经济发

口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国资平台支 调整外 ， 南京市委和市政府也出 台了 相 展扃变 与 当 前我国高新 区
“

二次创业
”

、

特新城的开发建设 。 不过 ， 力加快浦 口关文件 ， 对 ／Ｉ北地区的重要经济功能板 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有
一定联系 。 但是 ，

新城的开发建设 ， 新城管理机制逐渐由块进行了整合。 譬如 ，
２０ １ ２ 年 ６ 月 ２ 日

，
辽北经济和发展格局的变化更 与我国城

＂

市属市管
”

向
＂

市属区管
＂

转变 。

＂

市南京市委下文撤销南京沿江工业开发区 ， 市企业化管治有关 。 研究认力 ，工北地域

属
”

就是功能区归属不变 、 层级不变 ，

＂

区将原沿江工业开发区整建制 与南京化工管理和开发机制的演变反映了我国城市

管
”

就是下放权限 、 下移重心、 下沉资园整含 。 类似举措力江北地区产业功能 企业化管治新的变化动向 ， 即城市内部

源 ， 让行政区和功能区负 责具体的规划板块的整合和提升起到 了重要作用 。 第的管治结构开始从过去的条块分割 、 多

建设管理职能 ， 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方面三
，
辽北地区不同开发主体间的统筹协头管理向整含和统筹开发王体、 提升行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滴 口新城管理机制 调 。 除 以南京高新区 力代表的开发区 与 政管理等级转变 。 因此 ，

从城市边缘区

的调整一方面保 留 了市级开发平台的资 行政 区
“

和合发展
”

、 ，南 口 新城
“

市属 地域管理和开发机制转变入手 ，
进一步

原 ， 另
一方面又通过权力下放促进了 功 区管

＂

的市区协同发展模式外 ， 近期提 研究 由 此产生的开发过程、 融资 渠道、

能区 与行政区的融合 ， 从而大大提高了出的
“

江北新区
”

战略将可能对辽北地 财政分配和行政王体间关系的变化 ， 将

开发建设 与管理运营的效军。 更重要的 区的地域管理和开发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 是未来深入研究城市边缘区发展肩变微

是 ， 南京市联合 ／工苏省省政府于 ２０ １ ３ 年 如果这
一

发展战略得 以 ；Ｉ实 ， 则在
一

定 观机制的重要方向 。

３ 月 共同编制 了 《 南京江北新区 ２ ０４９ 战 程度上实现了 ，甫口和六合
＂

二区含一
＂

略规划暨 ２０３０ 总体规划 》。 根据新的发的发展战略 （ 顾朝林 ，
２００２）

，
可有效减 致谢 磋谢南京扬子国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蔡龙

展战略和文件精神气
‘ ‘

／工北新区
’ ‘

拟包 少两区因行政分治而产生的竞争 ， 也有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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