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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是历史厚重的城市，和伦

敦与纽约比较，同为东方文化脉络的

日本和我国有诸多相似点。特别是城

镇化与都市圈发展层面，中国和日本

在各历史维度中面临着差不多的问题，

即人口密集、人均土地规模少、首都

发展长时间受制于单核集中困境，因

此，中日首都圈均在各自发展中承担

了很大的压力。

和中国都市圈不一样的是，东京都

市圈在处理问题时获得了一些成就，积

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因此，探究日本东

京都市圈发展模式对我国都市圈发展的

借鉴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东京都市圈概述
日本东京都市圈不但是日本政治文

化经济中心，还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

圈。因为日本土地私有制，东京都市圈

规划是于中央政策指导配合五次全国综

合开发规划而进行的。该规划整体划分

成 60、70 年代阻碍大城市过度发展时

期、70、80年代培养多核心城市群时期、

20 世纪末建立的分散型网络结构。

早些时期，经济复兴与人口复原增

长促使日本国家人口与企业逐步汇集

于东京，日本国土结构构成了东京都

和太平洋沿岸轴结构。随后，因为中

央发布了有关政策加以引导，一轴过

度集中的情况得到了缓解，可是依旧

不曾改变东京都和太平洋沿岸轴的结

构，该种结构促使东京功能较为集中，

城市太拥挤得不到蔓延，城市竞争力

下滑，东京空间规模为适应经济发展

持续往外拓展。

因此，为避免城市持续拓展，把控

人口、产业与城市功能汇集于中心区，

将空间结构改变，从以往的单中心城市

结构变成多中心城市结构，同时产业结

构调整和信息发展等，给多中心结构的

构成提供了条件。

受到伦敦规划所影响，东京都市群

规划产生了，设置首都圈城市结构划分

成内圈市区、近郊、周边地带，在周

边地带培养以城市为主的卫星城市。在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进行了首次首

都圈规划，鉴于思考到首都圈的功能体

系调节，在随后进行了二次、三次首都

圈整体规划。这几次规划匹配全国综合

开发规划进行地区据点开发增加了规划

范畴，提出了构建区域多中心城市复合

体，突出构建多中心城市，培养综合副

中心，同时企图构建绿地带避免建成区

蔓延，于绿带外围规划构建多座卫星城，

继而分散首都功能，构成多核多圈地域

结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政府迁都

计划，提出了本地政府展都设想。而且，

规划部提出将东京一级结构变成了多极

多圈层结构，促使展都首都节能再次配

置。在四次首都圈规划提出构建环状交

通基础设施与促使都市据点开发，构成

了自立性很高的城市群。于第五次都市

圈规划中依旧执行多核多圈联合都市圈

结构，全面构建功能互补、结构有序以

及优化的分散网络结构。

因为过去东京经济发展损坏了城市

生活空间，现如今，经过据点开发构建，

建立新干线等交通网络，东京都市圈积

极建立中心、副中心等形成多中心网络

城市空间结构。东京都市圈转变了以往

的单中心模式，大大削弱了过去对东京

都的依赖性，各级中心城市发挥出自己

的特色，加以分工合作，担负起不一样

的职能，而且突出合作，彼此补充，大

大弥补了构建世界城市中经济空间对生

活空间的损坏，发挥出了总体集聚与联

动效应。

东京都市圈发展基本情况
东京都市圈就是以东京为主，半径

100 公里的范围，可以划分成核心区、

中间层与外层。现阶段，东京都市圈发

展愈发成熟了，都市圈中各城市格局趋

稳，同时展现出不一样的发展特点。

1．经济

东京都市圈发展模式对我国都市圈发展的借鉴
■ 文 / 丁宁

摘要：日本东京都市圈在发展和治理方面累积了很多经验，得到了一些成就。分析

日本东京 都市圈发展情况，对我国都市圈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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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经济领先，别的圈层经济规

模主次递减。从不一样的圈层经济规模

发展情况而言，表现出核心区往外层

递减的特征。在 2016 年，日本东京都

市圈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将近 200 万亿日

元，东京都国民生产总值是 94.9 万亿

日元，占据都市圈比重百分之五十，经

济实力占主导位置。

中间层千叶县、�玉县以及神奈川

县平均为 20 万亿日元左右，每一个县

经济体量都比不上东京都的 1/3，这些

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总计是 70 万亿日

元，占据都市圈的百分之三十六。

外层群马县与茨城县等国民生产总

值是 8 万亿日元、11.6 万亿日元等。

外层县国民生产总值是30.9万亿日元，

与核心层、中间层规模相比明显变小了。

2．产业
产业结构分布失衡，都市圈梯度分

布特点显著，受到历史发展等因素所影

响，东京都市圈中各地区在产业层次方

面有不一样的特点，产业结构体现在空

间分布失衡，同时产生了都市圈中梯度

分布的特征。

根据各圈层三产结构，东京都市圈

平均三产占比是 70%，核心区一度三产

比重为 90%，服务经济发达。中间层县

三产占比是 75%，外层几个县三产占比

是 60%。由核心区至外层，三产比重多

是 15%的方式依次递减，与核心区越接

近，则三产占比越增加，体现出了梯度

分布的特征。东京都市圈中产业地域分

工显著，圈中各大城市担任着不一样的

职责，经过资源经济互补推动都市圈和

城市发展。

根据各个城市区位商分布情况，东

京都借助中心性和聚集效应等，发展成

了服务业聚集的重要场所，汇集了很多

政府行政结构与金融保险业等行业，起

着中枢作用。并且，伴随城市化的逐步

推进与郊区发展，制造行业慢慢往外层

移动，中间层的县区吸引了各种产业的

集聚，外层的县区主要是以农业、林业、

制造业以及渔业为核心。

东京都市圈对我国都市圈的借鉴
作用

根据分析可以发现，日本东京都市

圈发展有着明显的特色，也就是单核

集中，同时在都市圈构建初期和中期，

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追求的，在此阶

段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损坏是相当

严重的。日本在都市圈发展成熟时期

表现出的环境治理决定与成就值得借

鉴。和其相对对应，中国诸多都市圈

发展面临着人口压力大、土地供需矛

盾、城乡差距大等问题，所以，日本

东京都市圈发展模式对中国都市圈有

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

1．构建都市圈，先行规划
在我国战略上，和区域协调发展与

都市圈构建有关的政策文本已经制定

了，在顶层设计上得到了完善。可是在

操作层面上限于部分实际情况的存在实

施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相关组织结构

仍需健全。如区域规划与户籍管理等如

何统一协调，怎么采用与引导社会力量

等，是十分考验地方政策制定与执政能

力的指标。

2．建设空间圈层
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均证

实了金字塔型结构是合理的。日本东京

都市圈展示了在面对单核集中困境的过

程中应该怎么破解局面。产业转移与新

城构建是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法宝，促

使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化发展。特别

是新城构建值得关注，原因在于东京都

市圈于土地存量调整以及增量把控上均

体现出了有效的举措。土地存量调节的

亮点为新城构建，在这之中培养构建了

很多田园型、住宅型等城市。

3．产业分工布局
事实上，战略上的理论我国学界与

规划界早已心中有数，关键在于具体至

某地区应当布局哪一种产业这部分战术

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而日本东京都市圈

向我国所提供的经验就是在政策调配之

下，按照区位环境、地理与资源分布产

业。特别是地理环境，日本是十分受制

于地理环境的国家，该狭长岛链地形决

定了其产业格局于自然初步分配下有一

个较好的分工。比方说，日本东京都市

圈中的神奈川县，由于该县区中多数为

平原丘陵区，让其发展成日本人口数量

最大、密度高、城镇化率高、工业产值

强的县，是承接东京外溢产业较多，和

东京产业互动紧密的区域。

因此，按照区位与资源禀赋，构成

以核心城区为主的产业集群，在区域中

建立诸多特色化的产业链，加强中心和

外围产业分工合作，以及经济关联性，

避免和本地实际相脱节，只是追求高大

上的产业，对症下药才是解决之道。

总的来说，日本经济发展历程给我

国提供了非常多真实的案例。日本战后

发展中有非常多值得我国学习的地方。

都市圈发展更是如此，日本不但具备东

京都市圈，也有大阪、名古屋都市圈，

日本于都市圈构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规

划性、政策性以及环境治理决心是很值

得借鉴的。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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