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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空间演化影响着区

域以及国家的竞争力[1-2]。城市群的研究源于欧美，

研究内容集中在城市群空间的演化模式、机制和阶

段等方面。邓肯在《大都市区域》中首次提出“城市

体系”（Urban System）的观点[3]。法国学者佩鲁[4]提出

“增长极理论”，把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描

述为城市中心对周围腹地的影响。此外，“点轴理

论”、“核心—边缘理论”[5-7]、“圈层理论”[8]、区域空间

组织发展理论 [9-10]各自经历理论的深化，分别发展

出解释城市群空间形态的不同理论体系。乌尔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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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density has increased and diverged from 2000 to 2009 in the YRD. The economic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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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 of integration.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space evolution; density; distance; divis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第33卷第5期 经 济 地 理 Vol.33，No. 5
2013年5月 ECONOMIC GEOGRAPHY May，2013

DOI:10.15957/j.cnki.jjdl.2013.05.007



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指出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

移动性和中介机会三个基本原则，对城市群内外空

间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影响深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城市群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高

潮。1986年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开创了

世界城市体系研究的先河。此后，涌现了大量关于

世界/全球城市（World/Global City）的研究，强调城

市之间的网络联系结构和关系。

我国城市群空间形成演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第一，城市群形成演进的内生和外生机

制。内生机制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机制[12-13]，

聚集、扩散与协调机制[13-15]；外生机制包括全球化和

跨国公司的作用机制[16-17]，体制和政策机制[12]，历史

区位地理环境机制等[13，17-19]。第二，城市群空间结构

的时空演进。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具有东密西疏、呈

三级阶梯状分布、省际差异大、交通指向明显的特

点[20]。朱英明、薛东前、薛俊菲等对我国城市群空间

结构演化进行了阶段划分[21-23]；从空间的角度，薛东

前等提出我国城市群的三圈层结构模式[24]，朱英明

等、方创琳等分别建立了我国城市群结构体系[21，25]，

景哲、赵婷则对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

展开了实证研究[26-27]。

我国东部七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珠三

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哈长和闽东南城市群）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 27%，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8%，

GDP占全国的 54%，是我国集聚力最强的地区。其

中，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

GDP居所有城市群首位，在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

整体发展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长三角

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对进一步提升区域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长三角城市群进

入空间格局演化的新阶段，苏州、无锡、宁波等中心

集聚，基本形成了具有城市等级体系的核心—外围

空间格局，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布局[28-29]。李

晓西、卢一沙认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格局经历着

由“单核引导”的点轴结构向“单核+多中心支撑”的

网络状结构的转变 [30]。然而，已有关于长三角的实

证研究多为定性研究，以及基于中心地理论和引力

模型的定量研究，研究方法以及对区域空间格局的

刻画较为单一。为了更准确、直观地刻画长三角城

市群的经济地理格局，本文引用 2009 年世界发展

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31]中提出的“3D”框架，即

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以及分割（Division），
在新的视角下探讨后WTO时代长三角城市群经济

空间的演化特征。目前已有学者将“3D”理论应用于

城市和城市群的研究中，但对其分析框架和评价研

究仍缺乏系统性。本文试图对“3D”理论下的城市群

经济空间研究进行框架搭建及综合评价探索。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3D”指标体系：距离、密度、分割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针对世界范围的地理变

迁提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

下提出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要素，从不同地理尺

度刻画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处于经济整合的大背景

下，经济密度和经济距离关联密切：经济密度越高、

吸引范围越大，会促使人们缩减与经济密集区的距

离；由于经济距离的存在，人们为了从经济机会中

获益，不得不靠近经济密集区，进而导致经济密度

增加。报告认为，高密度、短距离、低分割是经济成

功发展的基本条件，不断增长的城市密度、人口的

迁移和专业化生产成为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城市群经济发

展不再依赖于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其经

济竞争力源于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集聚密度、与国家

经济中心和世界市场的距离及其与世界经济的一

体化程度等。一个经济集聚、接近市场并与世界主

要经济体紧密联系、合理分工的城市群能够依赖内

生力量提升自我竞争力。基于此，本文在“3D”框架

下构建了刻画城市群经济空间的指标体系（表1）。
表1 “3D”分析框架下的城市群经济空间指标体系

Tab.1 Economic space index system of metropolitan areas

目标层
密度

距离

整合

因素层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市场距离

国际整合

国内整合

群内整合

指标层
地均人口密度
地均GDP
国内市场距离

国际市场距离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占
社会总投资比重

铁路货运量
航空货运量
城市群内经济联系强度

指标解释
常住人口/总面积
GDP/总面积

到国内其他城市距离/
各城市间距离的总和

到最近一级港口距离
进出口总额/GDP
实际利用外资/社会
总固定资产投资

铁路货运总量
航空货运总量
城市群内经济联系强度

1.2 主成分分析法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密度、距离和整合三

个维度对长三角 16 个城市进行经济空间分析，最

终得到各个城市以及不同发展时期的长三角的经

济空间演化的评价结果。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降维

处理技术，即用较少几个综合指标来代表原来较多

的变量指标，而且使这些较少的综合指标既能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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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反映原来较多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同时它们之

间又是彼此独立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中，如果A城

市的得分高于该城市群的平均得分，我们认为该城

市该维度的状况优良；如果小于均值，则认为该维

度仍有不足，从三个维度的得分结果可以评价各个

城市的类型，并且提出政策建议。

1.3 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参照《长

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06—2020）》，包括上海

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

通、泰州 8 市，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

兴、绍兴、舟山、台州 7市，共 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市。本文以城市为基本的分析单元，研究长三角城

市群经济空间的演化。长三角城市群的社会经济数

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

2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背景

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为11.01万km2，仅占全

国土地面积的 1.15%。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长

三角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其 GDP 占全国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17.90%提升到

2009 年的 21.29%。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在长三角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空间结构也在发生着调整：上

海市的核心地位逐渐降低，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经济

实力则呈现上升的趋势（表2）。
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一系列的大中小城市和集

镇，是我国城镇最密集的地区。21世纪以来，长三角

城市群的城市规模等级发生了一定的演化。2000年

长三角的特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

而至 2009 年杭州、常州和宁波也迅速发展成为城

市人口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与此同时，特大城

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的比例不断调整，

逐步打破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

的等级序列分布的区域城市体系，在空间上表现为

多中心的城市体系。

3 基于3D框架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

本文在“3D”框架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对 2000年之后长三角城镇群经济空间的演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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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概况
Tab.2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9

长三角
811.61

1 547.73
3 102.85

11 212.23
19 465.89
72 494.10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上海市
311.89
466.75
781.66

2 499.43
4 771.17

15 046.45

江苏省
319.80
651.82

1 416.50
5 155.25
8 553.69

34 457.30

浙江省
179.92
429.16
904.69

3 557.55
6 141.03

22 990.35

长三角
17.90
17.27
16.72
19.18
21.78
21.29

占全国的比重/%
上海市

6.88
5.21
4.21
4.28
5.34
4.42

江苏省
7.06
7.27
7.63
8.82
9.57

10.12

浙江省
3.97
4.79
4.87
6.08
6.87
6.75

资料来源：《长三角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
表3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3D”评价

Tab.3 Economic space evalu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城市

上海
南京
无锡
常州
苏州
南通
扬州
镇江
泰州
杭州
宁波
嘉兴
湖州
绍兴
舟山
台州
CV值

经济密度

2000年
56.20
12.62
17.74
11.12
9.85

14.73
7.08
8.58

11.47
0.21
6.04

12.68
1.29
3.98
7.38
4.78
1.10

2009年
100.00
27.74
37.98
10.12
23.32
24.72
4.85
2.80
0.00

12.72
7.37
7.54
3.22
4.56
5.42
9.16
1.39

经济距离

100.00
44.07
74.49
67.08
79.43
63.01
26.17
50.57
20.95
68.42
92.26
76.84
64.59
74.04
68.50
0.00
0.44

2000年
85.84
33.53
38.83
24.74

100.00
10.27
5.28

17.12
5.02

23.99
17.28
14.07
8.12

11.34
5.84
0.00
1.14

经济整合

2009年
71.66
32.43
26.23
15.30
42.42
12.16
9.26

11.61
7.03

24.16
45.77
13.47
6.90

12.61
7.65
3.52
0.87

2000年
242.05
90.23

131.06
102.94
189.28
88.01
38.54
76.27
37.44
92.61

115.58
103.59
74.00
89.36
81.72
4.78
0.68

3D综合

2009年
271.66
104.25
138.70
92.49

145.16
99.89
40.29
64.99
27.98

105.30
145.40
97.85
74.71
91.21
81.58
12.68
0.60



行研究。2000—2009年，长三角16市经济空间在经

济密度、距离和整合三个维度都发生了一些演变

（长三角 16 市 3D经济空间标准化得分见表 3）。首

先，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以年均增长率为 4.73%
的态势持续升高，且从变异系数（CV）的计算发现

经济密度的差距仍在拉大。上海仍然是长三角城市

群中经济密度最高的城市，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无

锡；无锡、南京、苏州、南通、杭州等亚经济核心逐渐

崛起，特别是杭州作为长三角南部核心经济密度增

长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 57.77%；南部次一级经济

中心也在逐渐形成，长三角经济重心呈现南移的趋

势。其次，从经济距离的层面看，长三角总体距国内

和国际市场的距离较优，长三角南部的经济距离较

北部优良。第三，长三角城市群整体近10年经济整

合度有所下降，且城市群经济整合结构有所变化。

长三角北翼经济整合度整体高于南翼。北翼，特别

是苏锡常地区，近年来经济分割较为剧烈；南翼宁

波、舟山、台州等地的经济整合水平增长较快。

按照表 3的评价结果，我们以每个指标的均值

作为衡量标准，对长三角城市群 16 市的经济空间

的城市类型进行判别。其中，经济密度、距离和整合

都超过该城市群平均水平的则认为其城市类型是

3D；只满足两项的则定义为 2D；经济密度、距离和

整合的得分均低于该城市群平均水平的则为0D城

市。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的 3D判别分析

发现，上海和无锡经济空间发展较为成熟，表现为

3D类型；随着苏州经济密度的提升，苏州也逐渐演

化为3D经济空间。相对而言，台州、泰州、扬州和镇

江的经济空间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密度、距离和整

合均落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此外，南京、宁波经过

10年的发展经济空间从1D演化为2D型；而常州则

经济空间的分割加剧，由 2D 型空间降为 1D。2009
年，经济空间为2D的城市具体特征有所差异，例如

南通表现为“密度—距离”型，经济空间分割严重；

杭州和宁波为“距离—整合”型，经济密度较低；南

京为“密度—整合”型，经济距离是影响其经济空间

优化的最重要因素。经济空间为 1D的常州、嘉兴、

湖州、绍兴和舟山则普遍表现为经济距离较优，提

升经济密度和加强经济整合是这五市优化经济空

间的重要方向。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应用“3D”理论框架，从密度、距离和分割

三个层面建立分析框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

了后 WTO 时代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的演化特

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仍保持升高

态势，城市群内部经济密度的差距仍在拉大；长三

角南部的经济距离较北部优良；近 10 年长三角城

市群经济空间整合度有所下降，虽然长三角北翼经

济整合度水平高于南翼，但以苏锡常为代表的北部

地区近年来经济分割较为剧烈，南翼宁波、舟山、台

州等地的经济空间整合水平增长较快。综合来看，

经济空间分割是以苏锡常为代表的长三角北翼城

市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对而言，长三角南翼城市则

普遍面临经济密度不足和整合度低的问题。然而，

随着杭州等亚经济核心的崛起，南部次一级经济中

心也在逐渐形成，长三角经济重心呈现南移的趋势。

毋庸置疑，长三角南翼将成为经济空间优化发展潜

力最大的区域，提升南翼城市经济密度和整合水平

是未来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优化的主要方向。

在中国加入WTO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江、浙、沪三地经济联系日益密

切，跨区域合作不断增多。针对新时期长三角区域

经济空间演化的新特征，采取差异化的优化发展措

施，建立健全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机制，进一步加

强城市群内部以及与城市群外部其他地区的紧密

合作，将有效地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实

现人口和产业有序转移，进而提高长三角经济空间

的一体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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