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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和东京都市圈演化机制比较研究

以及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启示

马淑 肖

(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

河北 保定 07 10 00 )

【摘要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

城市在区域乃 至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

大城市作为 国家
、

区

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

使以其为核心的都市圈规划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本文重点分析纽约和东京两个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的演化机制
。

进一步分析 了二者演化机制的特征 以及异同点
。

当前
,

我国京津冀都市圈正处于起步阶段
,

深入分析纽约和 东京都市圈的演化机制对制定

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

同时
,

对后续进行的都市圈经济驱动环境的等方面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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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世界上陆续崛起了东

京
、

纽约
、

巴黎
、

伦敦和大阪五大都市圈 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也最

为成熟的当属纽约和东京都市圈
,

同时 这两大都市圈所属 区域的

在规模和职能上与我国京津冀地区最为相近 我国京津冀都市圈正

处演化过程中 周而有必要专门对东京和纽约都市圈的演化机制进

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进而为我国都市圈规划制定下一步方针政策提

供参考意见
。

一
、

纽约和东京都市圈演化机制

纽约都市圈包含波士顿
、

纽约
、

费城和华盛顿四大城市群 地跨

纽约
、

康涅狄格
、

新泽西三个州 并编制了三次大都市圈规划
。

纽约

都市圈的逐渐形成是伴随着经济自身发展规律一步步进行的 随着

美国经济由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
,

各大城市的建成区都走向成熟

城市开始沿交通轴线向郊 区扩展
,

并逐渐连接为区域内的城市集

群
。

纽约都市圈发展过程中主要具有三个特征
,

即对纽约及其周边

地区进行规划 提出
“

铺开的城市
”

的建设思想 推动纽约都市圈革

新
。

其发展规划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强调可持续发展 注重区域

内产业协调发展
,

为纽约都市圈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根本保障
。

东京都市圈以东京市区为中心 其中包括包括东京
、

神奈川
、

千

叶
、

琦玉
、

群马
、

杨木
、

茨城和山梨等 共一都七县
。

在其发展过程中

区域竞争机制
,

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相互竞争推动了都市圈向

更高层次发展 统筹规划机制益于经济圈的发展 政府管理机制加快

并引导了都市圈的发展 沛场协调机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

日本

东京都市圈最早的规划只包括东京半径 10 0 公里以内的地区
,

目的

是将东京主城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分散出去
,

缓解东京城市中心过

于膨胀的压力
,

以后日本东京都市圈经历了 5次规划 逐渐把东京中

心区部分功能分解出去 改变东京一极集中的结构为多极
、

多圈层的

城市结构 在 5次规划过程中 东京都市圈实现了城市发展的多核心

化 形成了
“

区域多中心城市复合体
”

形成多核多圈层的地域结构
。

二
、

纽约和东京都市圈演化机制异同点

从相同点上来说 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都分布在平原地区

的沿海地带
,

前者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平原
,

后者位于东

京湾西北部的平原地区 都处于平原地区的沿海地带
。

同时 纽约和

东京都是沿海的港口城市
,

因此具有相似的港 口优势
,

依托海运带

动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
。

从不同点上来说 首先 二者演化的历史环境不同 东京都市圈

遭遇了二战的摧残
,

其都市圈的形成阶段主要分为二战前与二战

后
。

而纽约都市圈在演化与形成过程中未受到二战的影响 都市圈

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

其次 政府机制以及市场机制对

演化的作用不同
,

日本是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 政府机制对东京都

市圈的发展起到了主导型的作用 市场机制作用不大
。

美国是市场

主导型的自由化经济发展的国家 妞约都市圈演化过程中
,

主要是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政府机制起的作用很小
。

东京都市圈的演化机制除了政府与市场机制外 还受到了区域

竞争机制和统筹规划机制的影响
。

前者是由于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

市间的相互竞争 直接推动了都市圈的发展
。

而后者是对圈域内经

济进行战略管理的过程 促进了区域间跨行政的协作
。

同样 纽约都

市圈的演化还受到了 U L U R P 治理机制
。

这种机制是由政府与市

场共同作用来实现的
,

它是介于政府与市场间的一种协调机制 促
进了都市圈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三
、

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启示

东京和纽约都市圈是分别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主导的作用

下 通过中
,
白城

市的聚集与扩散作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但是对于
“

京津冀
”

都

市圈来说 汉是通过中心城市的聚集与扩散作用是远远不够 政府

和市场机制等也要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

结合东京和纽约都市圈的

发展机制 不论是政府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 均有利弊
。

目前 选

择一条适合中国体制的
“

京津冀
”

都市圈发展道路是很重要
。

我国目前的国情与 日本较相似 犷
`

京津冀
”

都市圈的发展更适合

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
。

政府应该是对整个都市圈的空间

结构
、

产业组织模式
、

交通网络以及都市圈的管理等方面 进行科学
、

合理地宏观布局
。

同时 市场机制则要发挥微观主体的作用 充分利

用各城市区位优势 合理分配生产要素 力求达到资源最优配置
。

具体到我国
“

京津冀
”

都市圈的建设问题上 我们需要进一步完

善立法 制定合理科学的都市圈发展规划 把京津冀建设纳入正式

的法律轨道 并且有必要把它提升为我们阶段内的战略目标
。

京津

冀都市圈内部发展存在的不均衡性
,

阻碍 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

建立
“

多核心怕勺京津冀都市城市结构体系 增强京津两市的协作

发挥双核心优势 滞动河北城市的发展 危」建多个仅次于京津的次

级核心城市 形成
“

多核心
”

的京津冀都市圈结构 是京津冀一体化

实现的必经之路
。

增强城市互动 调整产业重心 构建合理分工协作

的城市发展体系
。

在宏观层面上 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和优势 在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
、

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下 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产

业分工体系
。

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实现资源在京津冀都

市圈内的整合 提高京津冀区域的竞争力
。

使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进

程尽快向世界先进都市圈水平接轨 发挥领头羊作用
,

带动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 增强国际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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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稽核与风险预警
。

但不管是哪种流程 都必须遵循同一个原

则— 有效控制信用贷款风险的同时还能提升操作效率和节约

成本
。

(四 )全面落实信息的反馈和处理

信用社要及时收集并整理各种信贷反馈信息 成立专门的信息

处理小组 及时处理各种反馈信息
。

要全面
、

深入调查贷款企业
、

单

位或是个人的实际情况
,

并通过多种途径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

一旦

发现有造价现象就要及时处理
。

有效减少甚至避免出现一户多贷

款
、

交叉贷款等不良清况
。

进而有效避免信用社信贷风险的发展 促
进信用社稳定发展

。

三
、

结语

综上所述 J言用社信贷风险的监管是一项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工

作 必须要有严谨
、

科学
、

完善的制度 肩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度 肩较

强的信贷风险意识 肩健全的工作体系 才能有效减少甚至避免信

贷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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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
、

批发零售业
、

农林牧副渔业
、

教育
、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文

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住宿和餐饮

业
。

煤炭价格上涨对这些部门的价格影响较小
,

如煤炭价格上涨

10 0%
,

以上部门的价格仅上涨 。%一 2份左右
。

五
、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河以得出以下结论 二

第一
,

由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可得 媒炭的消耗排在

前 10 位的产业主要 以工业部门为主
,

这与江苏省 目前所处的经济

发展阶段— 重化工业阶段是分不开的
。

第二 媒炭价格上涨影响较大的部门主要为第二产业中的重工

业 这和完全消耗系数表中靠前的部门差别不大
。

煤炭价格上涨对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价格影响较小
。

如 金融业
、

废品废料
、

房地

产业
、

批发零售等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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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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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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