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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江西省为例

曾 光 张小青

〔摘 要〕 城市是区域的增长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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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协调、城市体系不健全以及中心城市向心力不足等城市空间结构问题是制约

江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是推动江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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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背景

从空间经济学来看，区域内各种经济活动最终

都要落实到空间上。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是

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讯等方面

的中心。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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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 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进 程 加 快，城 市 与 外 围 腹

地———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镇的关系更为紧密。
与此同时，在一个区域内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

域、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和摩擦，

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矛盾的主导方是城市，协调发展的关键也在

城市［2］。因此，城市发展要有区域整体性观念，再

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要特别重视区域问题［3］。同

样，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必须抓住城市这个关键，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和区域的良性互动。
空间是城市存在的基本形式。城市空间结构是

城市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表现了城市

各种物质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组合关

系［4］。城市空间结构具有层次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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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

部空间结构是由城市内部功能分化和各种活动所连

成的土地利用内在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地域结构。城

市外部空间结构的界定较复杂，包含两重涵义: 一

是指城市行政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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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城市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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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空间体系［5］。而城市密集区是城市外部空

间结构最典型、最本质的表现形式。它是城市区

域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新的空间组织形式，

即城市的集群式组团化发展，在国内的普遍提法

是城市群［6］。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从城市自身的角度而言

的，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组

合形 态，它 属 于 区 域 层 面 上 空 间 结 构 研 究 的 范

畴［7］。因此，从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区

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基于此，本文

的城市空间结构主要指区域层面上的空间结构，即

城市外部空间结构。随着区域与城市空间联系的不

断加强，城市外部空间结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其理论背景如下。
其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

起主导作用。增长极理论认为，城市聚集体是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8］。在空间形态上，增长

极通过与周围地区的空间联系成为支配经济活动

空间分布与组合的重心; 在物质形态上，区域经济

中的增长 极 就 是 区 域 中 的 中 心 城 市［9］。实 践 证

明，城市扩张不仅是加快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

展的战略性途径，更是建立起一个新的获取“发展

红利”的平台［10］。
其二，城市布局影响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

与发展。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尤其是增长极的形

成、发展、衰落和消失，都将引起区域产业结构和空

间结构的相应变化［11］。作为增长极的城市具有聚

集性、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开放性的特点。这些特点

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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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近邻效应影响

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其中，城市走廊

是现代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空间布局方式和发展策

略，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将决定整个区域产业

的发展方向。
其三，城市化水平空间差异集中反映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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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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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凭借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建立可以增强区域

间的经济联系，提高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14］。
其四，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基础。城镇体系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

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相
互联系的城镇组成的有机整体。城镇体系内各城

镇之间、城镇与体系之间以及体系与外部环境之

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它

们既依赖于区域而发展，又反作用于区域，促进区

域经济的发展［15］。一个合理的城镇体系可以实现

单个城市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使区

域经济 发 展 的 资 源 配 置 效 益 最 大 化，反 之 亦 然。
城镇体系 的 研 究 正 在 变 成 区 域 经 济 联 系 的 同 义

词。因此，加强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不仅有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16］。
其五，区域竞争力最终要落实到城市空间结构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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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因此，城市空间结构决定城市

竞争力进而决定区域竞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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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表现为城市区

域、城市群之间的竞争［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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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的江西城

市空间结构弊端分析

近年来，江西区域经济发展亮点纷呈，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西省经济不仅发

展速度位居全国前列，而且总量规模快速扩张，进位

赶超势头强劲。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

也在快速推进。“十一五”期间，江西省城镇化率由

2005 年的 37． 1% 提高到 2010 年的 44． 8%，5 年累

计增加城镇人口 402 万人。尤其可喜的是，2010 年

江西省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46． 62%，在

全国 31 个省市中位居第 1，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

8 个百分点。但是，江西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仍然

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市空间结构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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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呈“北重、南轻、中间弱”
的不平衡发展态势

江西城市整体布局以京九线和沪昆线为主轴呈

斜“X”型展开，京九铁路纵贯南北，沪昆铁路横穿东

西。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中有 10 个在这两条主轴线

上，其中沿京九线从北到南依次为九江、南昌、吉安、
赣州，沿沪昆线从西至东依次为萍乡、宜春、新余、南
昌、鹰潭、上饶，抚州市则紧邻京九线和沪昆线。受

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江西省人口、经济总量和工业

布局整 体 呈“北 重、南 轻、中 间 弱”的 发 展 态 势。
2010 年 赣 北 地 区 集 中 了 江 西 61． 31% 的 人 口，

74. 9% 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85% 的限额以上工业增

加值: 赣中地区拥有全省 19． 71% 的人口，贡献了

13． 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8． 3% 的限额以上工业增

加值: 赣南拥有全省 18． 98%的人口，贡献了 11． 9%
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6． 1% 的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
而且，从动态的角度看，2010 年赣北 GDP 和规模以

上工业占全省的比重分别比 2007 年提高了 2． 5 和

3． 9 个百分点。这说明，江西区域经济“北重、南轻、
中间弱”的不平衡趋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加强。

2． 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大

城镇发展的地域差异是城镇发展水平在地域

空间上表现出来的高低差异，它是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的集中体现。江西省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较

大，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态势( 赣北 ＞ 赣中 ＞ 赣

南) ，其中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比城镇化率最低的

上饶高出了 26． 91 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赣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南昌、新余、
景德镇、萍乡、鹰潭、九江的城镇化率明显高于全

省 44． 8% 的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欠发达的赣中、
赣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也相对滞后，如抚州、吉安和

赣州 的 城 镇 化 率 分 别 只 有 42． 19%、40． 92% 和

39． 72% ，均位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下。这一特征与

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北重、南轻、中间弱”的发展

格局基本符合，也验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同步

的有关理论。
3． 城镇等级规模体系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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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内部各城镇之间的

联系、产业分工、空间分布格局等主要是以首位城市

为中心进行的。因此，城镇体系的发展水平与首位

城市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首位

度来衡量。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镇体系中

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一般而

言，首位度高，反映了区域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

段，城市发育不够，缺乏更多的强有力的城市来带动

全区域的发展，人口过多地集中于首位城市，使之超

负荷运行［19］。目前江西省城市首位度为 3． 66，这

说明省会南昌作为江西的首位城市在全省城市体系

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全省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较

低水平。从城市等级规模体系来看，江西省城市体

系发育不平衡，聚集效应不明显。按照市辖区非农

业人口指标划分，江西省现有的 11 个地级城市中有

1 个特大城市、9 个中等城市、1 个小城市，缺少大城

市这一等级。江西地域广阔，城市分布首位度高，大

城市断层及大、中、小城市比例失调，不利于经济要

素与产业的快速积聚与扩散，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和城市网络效应也难以发挥。
4． 中心城市向心力不强

集聚经济是城市集聚的本质属性。向心力是促

进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力量，离心力是与这种集中

背道而驰的力量［20］。断裂点理论是关于城市或区

域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常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中

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与它的规模成正比，与

它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相邻两城市之间吸引力

达到平衡的点即为断裂点，或者说相邻城市对区域

的吸引力在断裂点处于平衡状态。城市均衡影响力

距离或断裂点计算公式为:

dik = dij ÷ ( 1 + pj /p槡 I )

其中，dik为断裂点到 i 城的距离，dij 为 i、j 两城

市的距离，pj 和 pi 分别为两城市的规模。根据这一

理论，目前江西省域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向心力普遍

不强，辐射能力有限，没有一个城市在经济上的辐射

吸引力能覆盖整个江西省。以赣北、赣中和赣南三

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南昌、吉安和赣州之间的经济联

系为例，2010 年南昌、吉安和赣州三地的 GDP 分别

为 2207． 11 亿元、720． 5． 3 亿元和 1119． 47 亿元，南

昌到吉安的实际距离为 226 公里，吉安到赣州的实

际距离为 186 公里。按照城市均衡影响力模型，南

昌与吉安的理想距离应位于距南昌 132 公里处; 同

理，赣州与吉安两城市相互作用的均衡点应位于距

赣州 103 公里处。由此可见，赣北、赣中和赣南三大

经济板块之间的经济互动联系是断裂的，即江西省

区域经济的向心力不足。
此外，江西城市经济的发展还面临周边强势地

区激烈竞争和极化效应的制约。江西东邻浙江、福
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是长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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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经济腹地，按照

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规律，在江西整体实力

相对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江西城市经济的扩张

将受到周边强势地区极化效应的制约。一方面，江

西省原本短缺的生产要素 ( 如高素质人力资本、资

本) 会被周边强势地区集聚过去; 另一方面，在承接

国内外产业转移时，江西面临着周边强势地区的激

烈竞争，如与沪对接不如安徽、河南，与珠三角及江

浙产业对接不如湖南等就是明证。这将进一步加剧

江西门户城市与周边强势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三 关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

江西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1．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构筑“一核、两轴、四心、
多极”发展新格局

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根据不同城市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的差异，明确开发方向，规范开发秩序，努

力构造“一核、两轴、四心、多极”的国土空间开发新

格局。“一核”即以南昌为龙头的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两轴”即沪昆线和京九线; “四心”即四个次经

济中心，即赣南的赣州都市区、赣中的吉泰都市区、
赣东的上饶都市区、赣西的宜( 春) 萍( 乡) 都市区;

“多极”即多个外联、内聚的重要门户和特色节点。
针对城市整体呈斜“X”型布局及城市经济“北重、南
轻、中间弱”的不平衡问题，在对沪昆线和京九线两

主轴沿线资源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

较好的地区实行重点开发的同时，要加大对纵轴京

九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力度，做大做强江西经

济的纵轴“脊梁”。
2． 健全城市等级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一是着力完善城市体系，加快建设南昌超大城

市，积极培育九江、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大城市，大

力发展中小城市，有选择地培育重点镇，促进大、中、
小城市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二是顺应区域竞争城市群化新趋势，大力推进城市

群战略，着力打造以南昌为龙头，以九江、景德镇、鹰
潭、新余和抚州等中心城市为重要支撑的环鄱阳湖

城市群; 以新余、宜春、萍乡为复合中心的赣西城镇

群; 以吉安为核心，泰和、吉水为两翼的吉泰城镇群;

以赣州为核心，瑞金、龙南为节点的赣南城镇群，全

面提升江西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三是在城市化过程

中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二元经济社会

结构的局面。目前吉安市正以吉泰走廊为载体，创

新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城乡在产业发展、城镇布局、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

设方面的“六个一体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该

经验值得江西省全省借鉴和推广。
3． 加强城市与区域协作，培育区域经济的向心

力

一要加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之

间的便捷度和可达性。以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省
道为重点，外联内聚，构建安全畅通、便捷高效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 加快推进陆、水、空各种交通方式

一体化协调发展，形成对接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

岸、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经济带的快速

通道。二要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协作，明确城市功能

的定位和主导产业，建立健全产业联动机制，建立各

具特色、优势互补、产业关联度强的产业发展体系;

有序推进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防止产业趋同，增强

省域内城市间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向心力。三要加强

区际协作，创新区域合作新模式。一方面要加强与

沿海发达城市的区际合作，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

业转移，如 2007 年以来，江西省和深圳市在江西吉

安市共同建设深圳产业园，以此为平台承接来自深

圳的产业转移，就走出了一条“特区带老区、沿海带

内地”的区域经济协作新路子;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

周边省份地区的合作，探索建立重点跨省产业协作

区，如以九江港和上海港联动为契机，建立沿江对接

长三角合作区，发展重型装备制造业和石化产业等。
4． 发挥优势，进一步提升江西经济在全国区域

竞争中的地位

一是充分发挥江西良好的生态优势，切实建设

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实现绿色崛起。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江西最大的优势，必须以促进生态与经济协

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

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经济示范区，提升江西在全国生态经济格局中

的地位。二是充分发挥江西独特而又丰富的红色资

源优势，抓住国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培育文化支柱

产业的历史机遇，以南昌、瑞金、井冈山为服务基地，

整合赣粤闽湘赣跨区域红色旅游资源，提升江西红

色旅游在全国红色资源和旅游开发中的地位和作

用。尤其要加强与福建、广东原中央苏区县的合作，

共同向国家申报《中央苏区振兴规划》，争取国家更

大的扶持和国家战略的新突破。为此，建议将赣州

市 13 个原中央苏区县 ( 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

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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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组建成一个新的地级市———瑞金市，因为瑞金

是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政治优

势。三是充分发挥江西的战略资源优势，提升江西

战略资源的产业竞争力。江西精钨和稀土等战略资

源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赣南

是全国重点有色金属基地之一，素有“世界钨都”、
“稀土王国”之美誉。为此，要借大力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稀土整合的契机，加强赣州钨深加工园和

稀土产业园等特色产业体系建设，将赣州建设成为

中国乃至世界的稀土生产和加工基地，提升江西战

略资源的产业竞争力。

四 结语

21 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空间结构尤其是

外部空间结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益凸显，加强区域层面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不仅

紧迫，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城市发展要

特别重视区域问题，再不能就城市论城市。江西作

为中部地区一个欠发达的省份，其区域经济的协调

发展也必须抓住城市这个关键。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

【Abstract】 City is the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economy．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 and city becomes closer，ur-
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co-
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problem of ur-
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a major factor restricting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outstanding others include
the following: city layout is unreasonable． There remains an im-
balance i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a-
mong cities． City system is imperfect． City economic centripetal
force is weak． So the surest way to promote coordinative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s to optimize its urban spatial struc-
ture in Jiangxi．
【Key word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regional economy;

balanced development;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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