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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与区域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随着区域与城市空间联系的不断加强，

城市空间结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内涵存在不同理解，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为此，加强

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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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空间结构的内涵

空间是城市存在的基本形式。城市发展历史表明，城市

发展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相互耦合、综

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空间过程。城市空间结构

是主要从空间的角度来探索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网络在

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城市结构的基础

上加上了空间的维 ( spatial dimension) 的描述。［1］
关于城市空

间结构的内涵，国内学者主要有两种不同见解。一是以柴彦

威、邓宏兵为代表的，认为城市空间结构主要指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柴彦威 ( 2000 ) ［2］
认为，城市空间结构，严格地讲，

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城市地域内部各种空间的组合状态。

邓宏兵 ( 2008) ［3］
也认为，城市空间结构一般指城市内部空间

结构，它是在城市地域内部，不同功能区在空间上有机联系

所表现出来的空间形态。二是以江曼琦、郭洪懋、张秀生为

代表的，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具有层次性，包括城市内部空间

结构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两个部分。江曼琦 ( 2001 ) ［4］
认为，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主要指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功能的

结构与组合，城市外部空间结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组

合形态。郭洪懋 ( 2002) ［5］
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可以分为城市

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两个部分。其中，城市外

部空间结构的界定较复杂，他认为，其包含两重涵义，一是

指城市行政关系范围内，或者说城市本身的城镇体系所组成

的空间体系; 二是区域角度的涵义，指由一个中心城市辐射

区域 内 中 心 城 市 其 他 城 市 共 同 构 成 的 空 间 体 系。张 秀 生

( 2009) ［6］
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问题，是从城市自身的角度

来讨论的; 而城市的外部空间结构，则是指一个城市及其所

在的区域内其他城市共同构成的空间体系。通常所说的城市

密集区 ( 城市群) 是城市外部空间结构最典型、最本质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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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城市空间结构具有层

次性，其中，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城市地域内部各种空间的

组合状态，是从城市自身的角度来看的; 而城市外部空间结

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组合形态，它应属于区域层面上

空间结构研究的范畴。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

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如何理解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科学内

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纵观国内研究，因不

同研究内容和视角，学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各有侧

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 1 ) 发展过程论。

张敦富、覃成林 ( 2001 ) ［7］
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区

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

关联互动的过程。张可云 ( 2007) ［8］
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是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

和动态协调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和谐。 ( 2 ) 过程

状态论。蒋清海 ( 1995) ［9］
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各

区域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

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并且形成决

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 ( 3) 发展模式论。

高志刚 ( 2002) ［10］
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

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从效率与均衡的角度考虑的既不同于

均衡发展，也不同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它具有四个鲜明的个特点: 首先强调效率与公平兼顾，其次

强调适度倾斜和重点发展，第三强调优势互补，第四强调共

同发展。 ( 4 ) 发展战略论。陈秀山、刘红 ( 2006 ) ［11］
指出，

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

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

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

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究竟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状态? 是一种模式，还是一种

战略? 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

种状态; 既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又可作为一种发展战略。

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

高度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三、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城市与区域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整

体，两者互为前提和条件。城市是区域的增长极，是区域的

核心，而区域是城市的载体、支撑和扩散腹地，两者不可分

割。［12］21 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多中心城市空间布局已经

成为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城市空间结构在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区域经济协调的发展对

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遗憾的是，我国理论界

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较少，从区

域协调发展角度来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更少。归纳起来，涉

及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其一，城市是区域的增长极，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

中起主导作用。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中的经济增长是一种

非均衡的增长，它首先体现为区域内若干个发展极的增长，

而后，通过这些“极”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在佩鲁的论述中，“发展极”被定义为那些由主导产业或由创

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集中而形成的经济中心，而这种经

济中心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又体现为城市聚集体。［13］
从区域的角

度上讲，区域中心城市是经济区域中的经济发达、功能完善、

并能够渗透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社会组织和经济

组织的统一体。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城市

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和扩散作用，把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和外

部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践证明，城市扩张不仅是加快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途径，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

个新的获取“发展红利”( development dividend) 的平台。［14］

其二，城市布局影响和决定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与

发展。区位指向、集聚与扩散机制以及空间近邻效应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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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力量 。［15］
作为区域增长极的中心

城市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具有重大影响，并通过其集

聚与扩散功能、空间近邻效应影响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

与发展。因此，城市的形成、发展、衰落和消失，都将引起

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相应的变化，城市布局成为影响和

决定区域人口分布、产业布局、要素流动及国土开发格局的

重要因素。其中，城市支柱产业的选择决定整个区域的产业

发展方向。

其三，城市化通过推力机制和拉力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城市化发展是联系集聚经济和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

有效途径。城市化过程是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

市化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过程。城市化对区域

发展的带动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的推力机制和拉力机制上，城

市所产生的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不仅拉动周边地区的经

济发展，而且刺激了各种资源向城市集聚，进一步加速城市

化和农村现代化。［16］
中央提出加快城镇化发展，把城镇化作为

解决“三农”问题和扩大内需的关键，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协

调发展。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还会引起城市体系的变化，

产生城市群，整个城市群作为集聚中心能够产生更大的辐射

作用。整个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成为广域的集聚中心和增长

极，凭借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建立可以增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增加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7］

其四，城市是区域经济联系的枢纽，城镇体系与区域经

济发展相互促进。区域中的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的，城市之

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将彼此分离的城市结合为具有一定结构和

功能的有机整体，由此形成了城市体系。城市体系是城市空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城市经济区网络的依托。［18］
随着经济全

球化发展，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区域的生产、贸

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要素的空间聚集与扩散

更多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城镇体系既是区域经济运行

的结果，又是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依托、基础和制约因素，

也是区域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加强城镇体系与区域

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引导城镇向着合理的方

向发展，与区域的经济运行相一致，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

展，这不仅有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

其五，城市空间结构决定城市竞争力，进而决定区域竞

争力。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城市竞争是区域竞争的关键。而

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空间结构在经济内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城市竞争力的培育最终应落实到城市空间结构上。随着市场

化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区域之间的竞争

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表现为城市区

域、城市群之间的竞争。［20］
正如魏后凯所指出的，“北京和上

海、广州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首都圈同长三角都市圈、珠

三角都市圈之间的竞争。以都市圈或城市群和产业链为主体

的群体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区域竞争的新特点。尤其是，在

参与高层次的全国竞争和国际竞争中，都市圈竞争将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其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这方

面的专门研究，国内还处于空白阶段。国内有关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专门论述，只有部分学者在一

些文章中提出了个别有价值的观点。许光洪 ( 2003 ) ［21］
认为，

区域对城市的影响，主要是对城市位置和城市化的影响。其

中，区域发展对城市地理位置的影响体现在: 城市及其直接

腹地的总体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改变原有的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格局，使得区域重心发生迁移，城市的中心位置发生

改变。同时，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直接改变城市地理位置，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城市的综合实力。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城市经济规模也越大。区域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首先在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引致产业的空间集聚，进而成为推

动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强度越大，城

市化水平上升也较快。汤茂林、姚士 ( 2006 ) ［22］
也认为，城

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有同步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因是经济结

构和经济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区域间经济发展差

异越大，城市分布就越不平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地

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城市分布趋向平衡。

四、研究展望

纵观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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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城市外部空间

结构与区域协调发展互动关系的专门研究严重不足。结合当

前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区域发展实际，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

值得关注:

1． 加强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不仅紧迫，而且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学者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主要

局限于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而从区域层面来研究城

市空间结构，即对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研究相对滞后。其实，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更具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从区域层面来思考城市空间或从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来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是

当前及今后理论研究应当关注的一个热点。

2． 加强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研究，通

过完善区域经济政策，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推动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目的。比如，如何以产业链为主线，促进产业集

聚，逐步形成价值链，最终形成城市链，以城市链推动城市

群和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3．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

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城市合作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的研究，

充分发挥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在区域合作与竞争中的作用。

比如，如何探索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 ( 尤其是老少边

穷地区城市) 之间的区际合作与产业对接机制，实现互利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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