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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体形态，促进了区域间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本文运用城

市综合发展及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分析中国 19 个城市群的发展特征。结果表明:东部城市群城镇化差异指数

持续下降，中部城市群稳定增长，而西部城市群在波动中上升。城镇化发展热点先升高，后降低，且由聚集状态

转变为分离。城镇化综合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东部城市群 ＞中部城市群 ＞西部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对全国城

镇化发展均有较强的影响力度，人口规模对东部城市群作用力度最大，产业结构对中部城市群作用力度大，地理

环境由沿海到内陆递减。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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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form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urban agglomeration promotes the int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flow.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19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by using 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ization difference index of the ea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continued to decline，th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grew steadily，while the we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rose in fluctuation. The hot spot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and the state of agglomeration changed to separation. On the whole，the

spatial growth of urbanization showd that the ea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 th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 the we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siz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ea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creased from coastal to inland.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mo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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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镇化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
势。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
代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口
快速集聚，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1］。

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群合作虽然具有诸多优势，但
是城镇用地快速无序的增长，使大量的生态用地、
耕地及水体转变为建设用地，引起了生态退化、环
境污染及资源短缺等问题［2］。因此，研究城市群
城镇化发展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对于政府部门监测
与评价中国国土空间发展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区域城镇化与城镇区域化已经成为世界协同发

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相关学者探讨了城镇化发展及
其影响机制。在研究内容层面，国内外学者研究主
要集中在城镇化发展规律、变化趋势、形态特征以及
影响机制等方面［3］。Güneralp 等( 2020) ［4］研究了
全球城镇化趋势，认为无论是在城镇用地增长速
度，还是在城市人口密度方面，大城市都领先于中
小城市。Cobbinah等( 2015) ［5］研究了非洲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发现快速而无计划的城市化是一个
主要威胁。欧阳晓等( 2020) ［6］认为新时期中国城
镇用地应严格控制规模，加快中小城市发展，促进
城市群城镇用地稳定增长。李兰冰等( 2020) ［7］梳
理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城镇化之间的逻辑，识别中
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与现实困境。在研究方法层
面，城镇化发展主要有城镇用地密度、城镇化发展
强度等相关评价指数，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主要
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等方法［8］。
Jedwab等( 2015) ［9］使用了五世纪以来欧洲一级城
市发展的历史数据，总结了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
要素。Oyvat等( 2016 ) ［10］研究考察了长期以来城
镇土地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保护小农
的补贴可以减少城市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郭庆宾
等( 2020) ［11］采用泰尔指数和空间收敛模型，提出
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模式，优化资源要
素配置。

近年来，随着空间地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城镇
化的空间异质性逐渐被学者重视。综合使用卫星
监测与社会统计等数据，使城镇化发展轨迹变得

立体化、可视化［12］。在地理空间视角下，研究的尺
度包括了市际、省际、国际以及复合范围，并重视
城市群之间的多组分增长。研究表明城市群城镇
化发展受到行政管理、社会经济、空间可达性及区
位优势度等综合影响［13］。Ｒifat 等( 2019 ) ［14］使用
Landsat和社会经济数据，发现佛罗里达州城镇发
展以填充式为主，而人口和距海岸的距离是主要
的影响因素。曹翔等 ( 2021 ) ［15］采用多期双重差
分模型考察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对居民生活能源消
费碳排放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从城市流、领域
效应等视角进行了探索性研究［16］。

虽然城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是
当前研究仍然存在着部分空白。研究以单个城市
群或区域城市为主，较少研究中国不同区位城市
群之间的经济、人口及产业之间的流转。较少将
城市群置于中国整体框架下进行时空发展的综合
评价，较少统筹全国及不同地区城市群的影响因
素共性分析及评价。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①精细
化测度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差异，有助于不同地
区发展特征的可视化评价; ②定性分析了城市群
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有助于市场经济下各
城市群合作与分工; ③测度了城市群的综合发展
特征，有助于政府机构对城市群发展做出合理的
规划;④明确不同区位城市群发展的主导影响因
素。本文研究能从宏观层面了解中国城市群长期
发展的动态及发展质量。

二、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 一) 研究区概况
2021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 简称“十四五”规划 ) 的决议。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优化提升 5 个，发展
壮大 5 个，培育发展 9 个，最终形成“两横三纵”城
市群城镇化战略格局［6］。根据 1997 年《全国人大
八届五次会议》内容按照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等综
合因素，本文把 31 个省级单位( 因部分数据缺失，
本次研究不含港澳台地区) 划分为东部、中部及西
部城市群。根据 19 个城市群的主体城市区位进一
步把其归类为东部、中部及西部城市群，其中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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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包括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粤
闽浙沿海、珠三角等 6 个城市群，中部城市群包括
哈长、呼包鄂榆、山西中部、中原、长江中游等 5 个
城市群，西部城市群包括天山北坡、兰西 、宁夏沿
黄、关中平原、成渝、黔中、滇中、北部湾等 8 个城市
群。以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动态展开研究，可以充
分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及城市发展
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及重要的
研究价值。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地理空间及社会统计等

数据。其中地理空间数据主要采集于 1990 年、2000
年、2010年及2020年间4个年份的夏季 LandsatTM/
ETM 遥感影像。在 GEE 地理云平台上对影像的
波段、地面控制点以及大地基准等空间数据进行
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校正。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 GB /T 2017) 标准，将其归类为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等 6 类。其总体精
度达到了 86. 25% ～ 93. 16%，基本符合本次研究
的要求。社会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来源于
各省市《统计年鉴》与政府官网。

三、研究方法
1. 城镇化差异指数( Urban Expansion Intensity

Differentiation Index，UEDI) 。UEDI 指城市群 i 城
镇化发展强度与整体框架的城镇化发展强度比
值，能够反映出不同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强度的差
异性。该指数可以排除城市群规模大小的影响，
较为真实地反映城市群 i 城镇化发展在整体中的
占比。其表达式为:

UEDIi = ( At2
i － At1

i × At1 ) / ( At2 － At1 × At1
i )

( 1)
在式( 1) 中，UEDIi 表示城市群 i 的城镇化差

异指数，At1
i、A

t2
i 分别表示 t1、t2 时间段城市群 i 城

镇用地的面积( km2 ) ，At1、At2 分别表示 t1、t2 时间

段所有城市群的城镇用地面积总计( km2 ) 。
2. 局部空间自相关( Getis － Ord G × i，G) 。G

能够反映城市 i 城镇用地与周围城市在区域和邻
近区的依赖程度，其能够直观地展现出变量在空

间的相关性及关联程度。其表达式为:

G*
i = ∑

n

j = 1
EijX /∑

n

i = 1
Xi ( 2)

在式( 2) 中，G*
i 为局部自相关指数，Eij 为城

市 i第 j个指标的综合权重。
3. 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17］( Urbanization Speed，

US) 。US表征了城市群 i相对发展速率的差异性，

包括城市群 i发展过程中的城镇用地、经济增长及
常住人口，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群的
综合发展水平。其表达式:

USi = α1ASi + α2ESi + α3PSi ( 3)

在式( 3) 中，ASi 为城市群 i 城镇用地增长速
度，ESi 为其 GDP增长速度，PSi 为城镇常住人口
增长速度，α1 、α2 、α3 为模型的权重指数。城市
群 i 用地增长速度 ( ASi ) 与经济增长速度 ( ESi )
的表达式:

Si = n Sn /S■ 0 － 1 ( 4)

在式( 4) 中，Si 表示 ASi 或 ESi ，S0 和 Sn 为研

究时段首尾年份的城市群 i 城镇用地面积 ( km2 )

或国民生产总值 ( 亿元) ，n 为研究的周期长度。

人口规模发展速度 ( PSi ) 的表达式为:
PSi = dP /di = rP0 ( 1 － P /K) ( 5)

在式( 5) 中，PSi 为城市群 i 的城镇常住人口
增长速度，P0表示初始城镇常住人口总数( 万人) ，
K表示人口增长条件中限制因子所能推动的区域最
高的人口数量，γ表示人口增长条件中限制因子所
能推动的区域最大相对增长速度，即 Pmax = K。

4. 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18］。在城市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的影响，
并呈现地域化特征和导向性。根据已有的城镇化发
展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本文选取经济
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及地理环境等 4 类影响因
素共 12个影响因子，对中国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见表 1) 。①经济发展因素。
GDP与投资增长是工业化阶段推动城市城镇化发
展的基本要素。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居民收
入水平，改善居住条件，公共交通需求刺激政府部
门对于交通、居住及娱乐等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建
设。②人口规模因素。快速增长的人口加剧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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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对于居住、商业、医疗及教育等相关领域资源的
需求。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提供了载体，满足城
市新增人口对于各领域的基本生活需求。③产业
结构调整。随着城市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其产业
结构往往会经历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人口
逐年上升，第一产业产值及就业人口的占比逐年
下降。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使第一产业要素及
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
置。④地理环境。不同的区域地形条件影响下，
城市城镇化水平呈现出空间差异。地理区位条件
好的区域，其人口、经济、公共服务水平都处于较
高的水平，要素投入的规模较大，城镇化规模增长
更快。

表 1 城镇化发展影响指标
影响因素 影响因子

城镇建设用地 ( Y) 城镇化率 /%

经济发展因素 ( X1 )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人均 GDP /万元

人口规模因素
( X2 )

城镇化率 /%
人口密度 / ( 人 /km2 )
城镇就业人口 /万人

产业结构因素
( X3 )

工业化水平
规模企业数 /个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地理环境因素 ( X4 )
区位条件 /虚拟
公路里程数 /km

公共设施点密度( 个 /m2 )

鉴于各影响因子指标的量纲和单位不同，直
接带入模型，其可比性较差，误差较大。为了使选
择的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根据各指标数量级和
重要程度等信息。选择熵权法客观计算其信息
熵，然后根据信息熵确定其权重值，最后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其表达式为:

Yi = β1X1 + β2X2 + β3X3 + β4X4 + C + ε ( 6)
在式( 6) 中，Yi 代表着城市群 i 的城镇化率

( % ) ，X1 、X2 、X3 、X4 分别表示城市群 i 的经济
发展因素、人口规模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及地理环
境因素，β1、β2、β3、β4 为各变量回归系数，C 为常
数项，其它因素一律纳归入残差 ε。

四、城市群城镇综合发展特征分析
( 一) 城镇化发展差异测度
中国城市群城镇化差异指数 ( UEDI) 存在明

显的地域化与时空化特征。从地理区域特征分
析，整体上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东部城市群
UEDI ＞中部城市群 UEDI ＞西部城市群 UEDI。
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在
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速度是不一致的。东部沿海
城市群对外贸易开放早，城镇化率高，处于后工业
化阶段，经历了早期的粗放式增长，虽然 UEDI 指
数依然较大，但是处于持续性下降趋势。中部城
市群城镇化发展速率中等，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
老城区已经比较完善，但是新城区仍然在持续建
设中，UEDI指数表现出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西
部城市群城镇化发展速率较低，整体上处于工业
化初期阶段，正处于粗放式建设发展，省域内资
源、人口集聚都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UEDI 指数
表现出波动中缓慢上升趋势( 见图 1) 。

图 1 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差异指数

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东部城市群 UEDI 指数
虽然持续下降，但是在整个中国城市群中，其基数
仍然较大，所以 UEDI指数一直处于前列且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就中部及西部城市群而言，1990—
2000 年间，成渝、中原城市群城镇化发展速度较
快，UEDI 指数分别为 1. 41、1. 28，面积分别由
711. 87 km2 增加到 1104. 12 km2，2028. 81 km2 增
加到 3041. 30 km2，其他城市群介于 0. 09 ～ 1. 20。
2000—2010 年间，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
化发展速度较快，UEDI指数分别为 1. 29、1. 26，面
积分别由 122. 63 km2 增加到 270. 43 km2，244. 47 km2

增加到 533. 13 km2，其他城市群介于 0. 26 ～ 1. 10。
2010—2020 年间，哈长、宁夏沿黄城市群城镇化发
展速度较高，UEDI指数分别为 1. 56、1. 40，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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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 2260. 59 km2 增加到 3220. 67 km2，270. 43 km2

增加到 543. 12 km2，其他城市群介于 0. 56 ～1. 40。
( 二) 城镇化发展局部自相关测度
以 Landsat遥感数据和 19 个城市群 233 个地

级市为基础，使用 Arc GIS计算 1990—2020 年间 3
个阶段的 Getis － Ord G × i 指数，绘制中国城市群
城镇化发展的冷热空间分布图。

从地理区位特征分析，1990 年以来，中国城
市群城镇化发展经历了起伏，呈现出两方面的趋
势:①城镇化热点( H － H 区、H － L 区) 面积占比
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城镇化冷点( L － L
区、L － H区) 面积占比则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
趋势。②城镇化热点的聚集呈现出逐渐分散的状
态，1990—2000 年间城镇化热点主要聚集在东部
沿海的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2000—2010
年间城镇化热点扩散到长江中游、成渝等中国中
部城市群，2010—2020 年间城镇化热点进一步扩
散到呼包鄂榆、宁夏沿黄、滇中等城市群。

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1990—2000 年间，中
国城市群城镇化热点区域初步形成了以北—
中—南为主的一大两小的热点格局，其中以环
渤海为中心，形成了城镇化的主核心区域，中国
中部长江沿岸初步形成了以长三角城市群的上
海、江苏沿海城市为主的中部城镇化热点区域，
而中国南部的珠江沿岸形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城
市群城镇化热点区域。2000—2010 年间，城镇
化的热点区域面积比重持续上升，而冷点区域
面积比重持续下降。其中环渤海地区的城镇化
热点区域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其热点拓展区域
快速增加，而长江沿岸城镇化热点区域的面积
稳步上升，新增了长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的部
分城市，且城镇化的高值区域比重变大，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基本保持不变。此阶段，城镇化的冷点
区面积持续下降，其中冷点的低值区( L － L区) 面积
占比由 25. 42%下降 17. 13%。2010—2020 年间，城
镇化的热点区域面积开始下降，而冷点区域面积逐
步上升。其中环渤海地区及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热
点区域面积开始收缩，而长三角城镇化热点面积
变化较小，但是区域有一定变化。此阶段，城镇化

热点的高值区 ( H － H 区) 面积占比由 21. 48%下
降到 7. 36%，城镇化的冷点区面积上升，主要是环
渤海地区及拓展区城镇化减弱，大部分地区转为
冷点区。

综上所述，30 年间，中国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
热点区主要表现出环渤海地区、长江沿岸、珠江三
角洲及成渝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聚集式特征，而冷
点区域则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部的哈长、辽中南
城市群、西北部的宁夏沿黄等。

( 三) 城镇化综合发展分析
城市群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 US) 是城市群

与城市群外部资源流转的关联化效应，也是其内
部城镇化建设 、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调
整等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19］( 见图 2) 。

从地理区位特征分析，1990—2020 年的 30 年
间，中国城市群 US 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地
区差异、集聚与扩散特征。30 年间整体上呈现出东
部城市群 US ( 0. 22) ＞中部城市群 US ( 0. 20) ＞西
部城市群 US ( 0. 15) 。其中 1990—2000 年间，东部
城市群 US ( 0. 24 ) ＞中部城市群 US ( 0. 22 ) ＞西
部城市群 US ( 0. 12) 。2010—2020 年间，中部城市
群 US ( 0. 18) ＞西部城市群 US ( 0. 16 ) ＞东部城
市群 US ( 0. 12) 。总体而言，东部城市群城镇化综
合发展乏力，中部、西部保持稳定增长，呈现出由
东到西、由北到南的转移趋势。

图 2 城市群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各城市群 US指数在 30

年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城市群的 US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降低的
趋势。其 US指数分别由 0. 23 上升到 0. 31 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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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0. 09，由 0. 31 上升到 0. 36 后降低到 0. 12，由
0. 28 上升到 0. 31 后降低到 0. 10。US 指数上升的
包括粤闽浙沿海、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
黔中及关中平原等城市群，US 指数下降的包括京
津冀、山西中部、呼包鄂榆、辽中南、哈长、长三角、
山东半岛及珠三角等城市群，US 指数变化不大的
包括滇中、兰西、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 1) 城市城镇用地发展层面( 见图 3) 。1990—
2000 年间，珠三角( 0. 06 ) 、北部湾( 0. 05 ) 、京津冀
( 0. 05 ) 及滇中 ( 0. 05 ) 城市群增速较快。到
2010—2020 年间，滇中( 0. 07 ) 仍然保持着稳定的
增速，而呼包鄂榆( 0. 08) 、宁夏沿黄( 0. 07) 及黔中
( 0. 07) 城市群成了新增长点。整个 30 年间，珠三
角、长三角、成渝及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建成区面积
增速较快。

( 2) 城市经济发展层面。1900—2000 年间，黔
中( 0. 29 ) 、中原 ( 0. 23 ) 、珠三角 ( 0. 23 ) 及长三角
( 0. 22) 城市群增速较快。到 2010—2020 年间，长
三角 ( 0. 08 ) 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速，而成渝
( 0. 10) 、长江中游( 0. 09) 、粤闽浙沿海( 0. 09) 及宁
夏沿黄( 0. 09 ) 城市群成了新增长点。整个 30 年
间，珠三角、京津冀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经济增速
较快。

( 3) 城市人口发展层面。1900—2000 年间，黔
中( 0. 12) 、滇中( 0. 11) 、呼包鄂榆( 0. 08) 及京津冀
( 0. 08) 城市群增速较快。到 2010—2020 年间，京
津冀( 0. 01) 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速，而天山北坡
( 0. 02) 、珠三角( 0. 01) 、长三角( 0. 01) 及长江中游
( 0. 01) 城市群成了新增长点。整个 30 年间，黔
中、珠三角及京津冀等城市群人口增速较快。

a. 城镇用地发展速度 b. 城镇经济发展速度 c. 城镇人口发展速度

图 3 城市群综合发展因素雷达图

五、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前述选取了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

及地理环境等 4 类影响因素共 12 个影响因子，
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 19 个城市群分别进
行多元线性影响力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23
个模型 t 值全部显著，Ｒ2 均在 0. 90 以上，F 值
均在 1%水平上显著，各模型拟合较为合理( 见
表 2 ) 。

从地理区位特征分析，中国城市经济发展、
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对城市
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力。其中经济发展
对城市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力最大，弹性系数为
0. 613，表明城市 GDP 每增长 10%，城市城镇用
地将增长 6. 13%。产业结构及人口规模对城市

表 2 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城市群 β1 β2 β3 β4 Ｒ2

全国 0. 613 0. 215 0. 247 0. 198 0. 973
东部 0. 493 0. 423 0. 130 0. 286 0. 953
中部 0. 630 0. 079 0. 381 0. 168 0. 980
西部 0. 851 0. 248 0. 227 0. 104 0. 942
京津翼 0. 637 0. 160 0. 263 0. 213 0. 995
山西中部 0. 459 0. 067 0. 514 0. 093 0. 973
呼包鄂榆 0. 327 0. 256 0. 529 0. 083 0. 962
辽中南 0. 146 0. 133 0. 646 0. 218 0. 938
哈长 0. 150 0. 050 0. 387 0. 126 0. 936
长三角 0. 497 0. 526 0. 008 0. 263 0. 998
粤闽浙 0. 751 0. 218 0. 067 0. 201 0. 935
山东半岛 0. 503 0. 323 0. 208 0. 189 0. 999
中原 0. 696 0. 233 0227 0. 194 0. 981

长江中游 0. 917 0. 029 0. 156 0. 216 0. 968
珠三角 0. 914 0. 565 0. 174 0. 263 0. 785
北部湾 0. 826 0. 158 0. 029 0. 125 0. 924
成渝 0. 937 0. 074 0. 029 0. 213 0. 978
黔中 0. 653 0. 570 0. 459 0. 064 0. 967
滇中 0. 757 0. 479 0. 191 0. 082 0. 983

关中平原 0. 761 0. 111 0. 261 0. 126 0. 972
兰西 0. 612 0. 054 0. 454 0. 054 0. 925

宁夏沿黄 0. 921 0. 275 0. 063 0. 048 0. 948
天山北坡 0. 342 0. 945 0. 303 0. 064 0.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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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影响力次之，其弹性系数分别为
0. 247、0. 215。地理环境也促进了城市城镇化发
展，其弹性系数为 0. 198，表明城市基础设施的布
局每增长 10%，城市城镇用地将增长 1. 98%。在
全国层面，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力略高于人口规模增长。表明全国范围内除了京
津冀的北京、天津、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
城市群以及西部的滇中、黔中及天山北坡等农业
为主的城市群之外。中部及西部部分地区仍然处
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建设用地的拓展，促进了城镇
化发展［20］。

东部城市群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对城镇化发
展有着相同的影响力，两个因素共同促进了城镇
用地的增长，弹性系数分别为 0. 493、0. 423。其中
1999—2020 年间，东部城市群用地年均增长率约
为 7. 19%，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4. 79%。在
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聚集的推动下，城市城镇用
地快速增长。地理环境的弹性系数仅为 0. 286，其
中东部城市群拥有优良的海港，对外贸易发达，极
大地促进了地区之间交通网络的建设与城市公共
设施的布置。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仅为 0. 130，当
前东部城市群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已经接近甚
至超过第二产业，初步完成了工业后期经济结构
转型。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东部城市群城镇化
发展影响力较小。中部城市群经济发展对城市城
镇化发展的弹性系数为 0. 630，产业结构的弹性系
数为 0. 381，表明中部城市群的经济虽然有了明显
的提高，但是其产业结构中仍然以第一( 农业) 与
部分第二产业( 工业) 为主。第三产业比重低于东
部城市群，其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城市建设。特
别是新增工业用地多选址于郊区，促进了周边配
套设施的完善，驱动了城镇用地的全面增长。地
理环境的弹性系数为 0. 168，表明中部城市群虽然
不如东部城市群拥有靠海的优势，但是其临近东
部城市群，受到东部城市群贸易的带动及部分产
业链的转移，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提升，
而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西部城
市群的 4 个变量对城镇化发展驱动的解释力度呈
现出一高三低的特征。即城市经济发展对城镇化

发展的解释力在 4 个因子中最大，而产业结构的弹
性系数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城市群人口规模
对城镇化发展影响力较小，主要原因是西部城市
群人口增长速率较低，且西部城市群城市人口总
量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的影响力
较小主要因为西部城市群经济总量较低，仍然
以第一产业 ( 农业 ) 为主导，工业与服务业基础
较差。地理环境的影响力较小主要是因为西部
城市群位于中国内陆西部，且多山地丘陵，极大
的影响了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限制了城镇
化发展。

从城市群层面分析，京津冀、粤闽浙沿海、山
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珠三角、北部湾、成渝、黔
中、滇中、关中平原、兰西及宁夏沿黄等城市群经
济发展对于其城市城镇化发展起到了主导促进作
用。其中粤闽浙沿海、山东半岛、珠三角、北部湾、

黔中、滇中及宁夏沿黄等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增长，
提供了劳动力，推动了其城市城镇化发展。京津
冀、关中平原及兰西等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了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促进了城市
群城镇用地规模的增长。长江中游及成渝等城市
群的地理环境，优化了城市群的交通网络及公共
设施布局，促进了城市群城镇用地规模的增长。
而中原城市群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与产业结构调
整共同促进了城市城镇化发展。长三角、天山北
坡等城市群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对于其城市城镇
化发展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山西中部、呼包
鄂榆、辽中南、哈长等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其
城镇化发展起到主要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
山西中部、呼包鄂榆、辽中南及哈长城市群的经济
结构中一直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尤其是煤炭
资源及重工业占据了极大比重，但是随着煤炭资
源开采枯竭及煤炭价格持续走低，其经济增长乏
力。近年来，随着国家清洁能源转型等一系列政
策，其经济结构转型初见成效，对于城市建设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全国 19 个城市群的数据分析，

经济发展对各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均有较强的影响
力，在 4 个因子中作用力最大。主要原因是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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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作为基础支撑了城市决策层对于城市郊区
的大规模建设。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对城市城镇化
发展的影响力次之，其在东部与西部城市群影响
力度较大，在中部城市群影响力相对较小。产业
结构除了在中部城市群影响力比较明显外，在东
部与西部城市群影响力不明显。地理环境对于东
部城市群城镇化发展促进较大，对于西部城市群
促进较小。

六、结论及建议
基于 1990—2020 年间中国城市群 Landsat 监

测及社会统计等数据，对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时空
特征及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城镇化发展差异具有明显的阶段化与地域化
差异特征。东部城市群 UEDI指数持续下降，中部
城市群稳定增长，而西部城市群则在波动中上升。
城镇化局部自相关热点面积占比先升高，后降低，
冷点面积占比则先降低，后升高，城镇化热点的聚
集呈现出逐渐分散的状态。城镇综合发展 US 指
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但是随着时空演进，呈现
出由东部向中部及西部扩散的态势。城镇化发展
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力最
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影响力次之，城市人口
规模及区位条件也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 1) 中国城镇化格局由“中心—外围”式的单

一城镇发展逐渐演变成“组团”式城市群发展。针
对当前东部城市群城市规模过大，导致生态环境
恶化，空气污染加重等问题。政府部门应考虑对
城市产业减量，减少附加值低且污染严重的第一、
第二产业，加强第三产业 ( 科技类、服务类) 的比
重。中部城市群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区位与人
口优势，承接从东部城市转移的产业链，进一步优
化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西
部城市群的经济与人口基础较弱，人口增长与产
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城镇化发展驱动不是太明显。
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自然资源与地区文化优势，

带动经济增长。
( 2) 随着东部城市生活成本上升，人口增长疲

软，土地城镇化增速已经大于人口城镇化增速，其

土地红利已经不可持续。要破解东部城市群土地
供应过量、低效利用的发展困境，可以加快大城市
非核心功能的疏散，减少城市压力。同时加强市
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减少行政干
预，实现土地资源的自由流动。而中部及西部城市
群发展则需要加强政府行政干预，主动适应工业化
的产业更新，积极吸收东部城市转移的产业及人口，
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合理规划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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