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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流的“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经济联系研究
刘雪娇a，蒋梅英a，b

( 云南师范大学 a．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b． 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借助城市流模型，定量分析了“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内城市间的经济互动联系。结果表明，该经济圈处于发育初期，总

体城市流强度较弱; 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差距较大，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与城市流强度要远高于其他城市; 昆明、曲靖

两市总体经济实力较强，但对外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该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综合竞

争能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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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urban flow mode，this paper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economic interactive links among the cities in“4 +1”central
Yunnan urban economic circ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nomic circle was at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overall urban flow intensity was
weak． The city's extroverted function amount and urban flow intensity gap were larger，and the central city's agglomeration ability and urban flow in-
tensity was much higher than other cities． The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 of Kunming and Qujing was stronger，but foreign radiation capacity was in-
sufficient． The third industry development was insufficie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economic links among the cities in central Yunnan urban economic
circle，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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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聚集经济圈是区域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一个有

效形式，城市经济圈是这一形式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崛

起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

经济圈形成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两种

异质空间在相邻条件下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力以

“流”的形式表现为各种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

集聚和扩散［1］。这些在城市之间发生的频繁双向或

多向的人员、商品、信息、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现象

即为城市流。城市流强度是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一

个重要指标，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经济圈中城市的集

聚辐射能力。
“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是指包括昆明市、曲靖

市、玉溪市、楚雄州全境与红河州北部( 蒙自、个旧、建
水、开远、弥勒、泸西、石屏七个县市) 在内的滇中地

区。“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区位、资源、产业、人才、
技术等优势凸显，是云南省发展基础最好、发展潜力最

大的核心区域。作为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极、西部地区

重要的经济集聚区和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

设的核心区，“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内城市之间的经

济联系程度与辐射带动作用引人关注。目前还没有人

利用城市流模型去探索该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经济联

系，而这对实现“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借助城市流模型定量分析了滇中城市经

济圈 5 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和对外服务能力，为

进一步推动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化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作为红河州经济发展的龙头，红河州北部 7 个县

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较雄厚。2013 年，红河州北部的弥

勒、个旧、开远、蒙自、建水、泸西、石屏 7 个县市依次位

居全州生产总值前 7 位，实现生产总值 881． 64 亿元，

约占全州生产总值的 85． 85%。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

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选取的空间范围为“4 + 1”
滇中城市经济圈，涵盖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

和红河州全境( 取代红河州北部 7 个县市) 。城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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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衡量城市的外向功能，即城市集聚和辐射作用的

大小。公式为:

F = E × N ( 1)……………………………………
式中，F 为城市流强度; E 为城市外向功能量［2］，

我们用反映区域内某一产业部门专业化程度的“区位

熵”来表示; N 为城市功能效益，用研究区域内城市产

业部门从业人数来表示［3］。考虑到研究区域为省内

区域，特将区位熵 Lij公式做如下改进:

Lij =
Zij Zi

Zj Z ( i = 1，2…，n; j = 1，2，…m) ( 2)……

式中，Zij为 i 城市 j 部门的从业人员数，Zi 为 i 城

市的所有从业人员数［4］，Zj 为云南省 j 部门从业人员

数，Z 为云南省的从业人员数。若区位熵 Lij ＜ 1，说明

i 城市的 j 部门专业化水平比较低，不足以为所在城市

以外的区域服务，Eij = 0; 反之，Lij ＞ 1，则 Eij≠0。通常

定义 Eij的计算公式为:

Eij = zij － Zi × ( Zj /Z) = Zij × ( 1 － 1 /Lij ) ( 3)……

Ei = Σ
m

j = 1
Eij ( 4)……………………………………

式中，i 城市的城市功能效益 Ni 用人均从业人员

GDP 来表示［5］:

Ni = GDPi /Zi ( 5)…………………………………
该经济圈内 i 城市的城市流强度为:

Fi = Ni × Ei = ( GDPi /Zi ) × Ei = GDPi × ( Ei /Zi )

= GDPi × Ki ( 6)………………………………
式中，Ki 为 i 城市的城市流倾向度，反映了 i 城市

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6，7］。城市流强度结构是指决定

城市流强度 的 两 个 主 要 因 素 即 城 市 总 体 经 济 实 力

GDPi 与城市流倾向性 Ki 的相对数量比例关系。由于

GDPi 和 Ki 属于绝对数指标，直观上不便于进行比较

分析［8］，因此本文将 GDPi 和 Ki 分别进行标准化处

理，公式为:

GDP'i = GDPi /GDPimax ( 7)………………………
K'i = Ki /Kimax ( 8)…………………………………
式中，GDPimax和 Kimax分别为各城市 GDP 与城市流

倾向度的最大值。
2． 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般而言，学术界在研究城市流强度时多选用与

外界经济活动频繁互动的第三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
鉴于“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是云南省最重要的工业

基地，拥有全国钛资源开发三大基地之一的滇中钛产

业基地和世界规模最大的锡产业，本文将第二产业中

的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纳入城市流分析。结合第

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

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9］，卫生和社会工作业，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共 13 个行业，选取

2013 年各州市分行业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就业

总人数、云南省分行业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就业

总人数和各州市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测算分析。数

据均来源于 2014 年的《云南统计年鉴》。

3 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分析

3． 1 城市主要部门外向功能量分析

由表 1 可知，各城市总外向功能量差距较大。其

中，昆明市位居第一，总外向功能量达 22． 7 万人，远高

于其他 4 个城市，说明昆明市处在“4 + 1”滇中城市经

济圈的核心地位，发挥着较大的经济集聚与辐射作用。
曲靖市位居第二，玉溪市和红河州的总外向功能量均

不到 5 万人，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而昆明西部的楚雄

州总外向功能量仅为 1． 81 万人，对外服务功能较弱，

排在最后一位。

表 1 “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各城市分产业外向功能量( 万人) 与产业结构比重

产业
部门 建筑业 制造业 采矿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金融业 房地
产业

租赁和
商务服

务业
教育

科学研究
和技术
服务业

卫生和社
会工作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业
Ei

第二
产业
( % )

第三
产业
( % )

昆明 9． 70 2． 18 1． 55 4． 78 0． 17 0． 90 1． 80 1． 61 22． 70 45． 0 50． 0
曲靖 0． 55 0． 75 6． 09 0． 37 7． 76 48． 0 34． 0
玉溪 3． 57 0． 85 0． 08 0． 30 4． 80 60． 3 29． 6
楚雄 0． 03 0． 11 0． 51 0． 42 0． 74 1． 81 41． 6 36． 7
红河 3． 68 0． 04 0． 09 0． 42 4． 23 52． 5 29． 9

注: 数据来源于 2014 年《云南统计年鉴》。

在产业层面，进一步比较各城市不同行业的外向

功能量。由表 1 可知，理论上与外界经济活动频繁的

第三产业部门并没有为加强滇中城市经济圈内各城市

间经济联系提供帮助，相反第二产业部门的贡献较大，

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单一部门。如曲靖市采矿业外向

功能量达 6． 09，占该市总外向功能量的 78% ; 玉溪市

制造业的外向功能量为 3． 57，占该市总外向功能量的

74% ; 红河州制造业的外向功能量为 3． 68%，占该市

总外向功能量的 87%。由以上分析可见，曲靖、玉溪

和红河三个城市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决定了三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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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产业的外向功能量高低，这也说明这三个城市不

发达的第三产业抑制了对外服务功能的发挥。此外，

与第二产相比，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弱的楚雄州，三产

的总外向功能量却占据了该州总外向功能量的 98%，

说明楚雄州实力较强的第二产业对外经济服务能力急

需提高。作为滇中城市经济圈发展的龙头城市，昆明

市的第二、三产业的外向功能量都较高，尤其是第二产

业的 建 筑 业 和 第 三 产 业 的 交 通 运 输、仓 储 和 邮 政

业［10］，这与昆明市“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是匹配的。
3． 2 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

通过式( 4) —( 6 ) 可计算出各城市的城市流倾向

度和城市流强度。由表 2 可知，昆明市的城市流强度

远远高于其他四个城市，对滇中城市经济圈的经济贡

献巨大; 其次是曲靖，玉溪和红河，城市流强度最小的

是楚雄，不足 100 亿元。以上分析表明，滇中城市经济

圈内除昆明以外，其他城市的经济聚集辐射作用发挥

有限，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实力有待加强，尤其是

楚雄州。此外，虽然该经济圈内中心城市昆明市的城

市流强度比其他城市高，但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三大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昆明市

的城市流强度较弱。总体而言，“4 + 1”滇中城市经济

圈仍处在发育初期，总体经济实力较弱，城市流强度不

强，作为经济圈应当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 2 “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

城市 Ei ( 万人) Ni ( 万元 /人) Ki Fi ( 亿元)

昆明 22． 70 24． 79 0． 16 562． 73
曲靖 7． 76 31． 59 0． 15 245． 14
玉溪 4． 80 38． 86 0． 17 186． 53
楚雄 1． 81 34． 02 0． 10 61． 58
红河 4． 23 29． 32 0． 12 124． 01

3． 3 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分析

图 1 为“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城市

流强度结构。通过比较发现，滇中城市经济圈内部分

城市总体经济实力与对外辐射带动能力没有形成相应

匹配。昆明市和曲靖市分别为经济圈内总体经济实力

排名第一、二的城市，但两者的城市流倾向度都低于玉

溪市，说明昆明和曲靖两城市对外辐射和带动能力不

强。其次，除昆明以外，其他四州市的城市流倾向度均

高于总体经济实力，这说明曲靖、玉溪、楚雄和红河这

四州市的总体经济实力均不高，有待增加。第三，玉溪

市和红河州两城市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当，但玉溪市的

城市流倾向度明显高于红河州。因此，红河州不仅需

要提高总体经济实力，还应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城市的

经济互动联系。第四，对总体经济实力和城市流倾向

度都居末位的楚雄州而言，提升经济总量和对外经济

服务能力均是当务之急。

图 1 “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目前“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内城市之

间的经济联系具有以下特点: ①“4 + 1”滇中城市经济

圈还处于发育初期，城市流强度不强，作为经济圈应当

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②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

强度差距均较大，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与城市流强度

远高于其他城市［11］。③经济圈内昆明、曲靖两市总体

经济实力均高于玉溪市，但城市流倾向度却低于玉溪

市，总体经济实力与对外辐射带动能力不匹配，提升对

外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此外，玉溪、红河和楚雄的总

体经济实力明显不强，这无疑将限制自身乃至整个滇

中城市经济圈功能的提升。④经济圈内各城市的集聚

与辐射功能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且很大程度上依靠

单一部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⑤第二产业总外向功

能量极低，对外服务能力急需提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

“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发展面临着巨大机遇。
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圈效应。
具体而言，一是明确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加快推进“一

区、两带、四城、多点”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着力打造

滇中产业新区，使之成为该经济圈新的重要增长极，进

而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来促进“4 + 1”滇中城市经济

圈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是建设跨行政区域的综

合交通、水利、能源和信息等基础设施，促进基础设施

网络的互联互通，完善该经济圈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三

是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和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人员、商

品、信息、资金、技术等要素跨行政区域的自由流动，实

现资源整合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为进一步推动该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动力; 四是大

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立辐射能力强、规模效益好的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特色产业竞争新优势。如大力发

展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中 的 现 代 生 物、高 端 装 备 制 造、
新能源等产业，提高现代服务业中的花卉、钢铁、烟草

( 下转第 1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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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蛋鸡规模养殖户对《条例》的认知度较低，信息获

知渠道单一。知道《条例》的蛋鸡规模养殖户都较支

持《条例》的实施，并认为《条例》会顺利实施，且《条

例》的实施会促进养殖户加大蛋鸡粪便处理的投入。
②影响蛋鸡规模养殖户对污染防治法规认知的显著因

素包括户主年龄、家庭内是否有村干部、养殖年限、标
准化示范场、养殖污染认知、环保监察等变量。除了户

主年龄外，其他的变量都对养殖户认知污染防治法规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提升蛋鸡规模养殖户对

污染防治法规认知水平的对策建议:①加强《条例》的宣

传力度。《条例》未被蛋鸡规模养殖户所熟知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来源渠道，相关部门应实行多样

化、有效的宣传渠道。其中，政府部门可在发放《条例》的

同时，结合有关《条例》的讲解，使养殖户能深入了解《条

例》内容。此外，还可增加一些培训，弥补养殖户由于户

主年龄大造成的对污染防治法规难以形成有效认知。②
继续推进蛋鸡养殖标准化的发展进程。标准化对蛋鸡养

殖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养殖设施的规范和养殖

理念的修正，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达到了畜禽养殖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各级政府应加大蛋鸡标准化

示范场的建设，使更多的规模养殖场能真正了解目前的

蛋鸡养殖趋势，了解最新的政策与法律法规。③环保部

门应继续加强蛋鸡养殖污染监察，加强《条例》的执行力。
环保部门的监察有利于蛋鸡规模养殖户提高对《条例》等

污染防治法规的认知。因此，环保部门应依法对蛋鸡养

殖污染问题进行监测和管理，并做好后续的返检工作。

此外，出台和完善《条例》的具体细则，制定合理的蛋鸡规

模标准，实施蛋鸡粪污管理的分级指导与管理，环保等部

门应协力推进《条例》的实施，并在实施的过程中提高执

行力。此外，在《条例》执行层面，构建普惠制的政策体

系，保障各类蛋鸡养殖主体在污染防治中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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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业的物流服务等; 五是大力发展旅游、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房地产等带动作用明显的

第三产业; 六是提高各州市的总体经济实力，打牢滇中

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经济圈内城

市间良好的经济互动联系，增强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

集聚与辐射带动能力［12，13］，把“4 + 1”滇中城市经济圈

建设成为整个云南省最具有发展活力和竞争优势的经

济高地，从而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优越的经

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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