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94期)2011(4)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0-06-08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小城镇群网化形成机理、模式与路径研究”(10XJCZH010)。
作者简介:夏显力(1973-),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城镇化管理。E-mail:xnxxli@163.com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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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标志着“大关中”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推进阶段。选择城

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数为指标,根据城市流强度计算公式,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城市

流强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高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西安是经济区集聚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

中心城市天水、咸阳,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铜川、商洛、渭
南、宝鸡、杨凌,是地方集聚和辐射中心。进而提出强化城市流的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

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明确城市功能与产业定位,强化城市间分工与协作;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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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空间联系与空间相互作用已成

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热点命题。Ullman[1]、

Harris[2]等国外学者很早就对城市的功能联系和外

向服务功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国内学者

李国平等[3]利用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对不同区

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英明、张虹鸥等[4-5]运

用城市流强度的分析方法分别对沪宁杭和珠三角各

城市在区域空间联系中的地位进行了划分,并提出

了相应的优化对策。从研究内容看,以往的研究多

集中在城市对其所处区域的外向服务功能上,缺少

动态分析和横向比较;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多

采用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而对城市流强度模

型的应用尚显不足;从研究地域看,多集中在长三角

等发育相对成熟的区域,而对内部联系相对较弱、发
展水平处于中下游的区域很少涉及。

2009年6月,《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6]经国务院审批,确定为国家级重点

开发开放战略高地。按照《规划》,到2020年,地处

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的这一区域的经济总量占西北地

区比重将超过1/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以上,
成为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新引擎。

而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需要经济区通过“聚变”
提高区域综合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区的辐射

作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这其中必然涉及

经济区内各中心城市经济空间的优化整合。因此,
本文基于城市流强度的分析方法,对该地区的城市

间空间联系现状进行测算与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为促进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的规划与

快速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研究区域概况

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是以西安(咸阳)为首

位城市,包括陕西铜川、宝鸡、渭南、杨凌、商洛以及

甘肃天水等城市组成的人口和产业相对聚集的区域,
面积7.98万km2,2007年末总人口为2842万人。

2000-2007年,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2007 年 达 到 3765 亿 元,占 西 北 地 区 的

28.6%;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2007年达到

189亿元,占西北地区的16.3%;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实现1271亿元,占西北地区的23.8%;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接近2000美元,工业化、城镇化加速

推进[7]。
城市群初步形成。西安特大城市对周边城市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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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带动作用明显,区域内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2007年底,经济区城镇化率达到43%以上,西陇海

沿线城镇带已具雏形。

  二、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考虑到指标选取的易得性以及代表性,本文选

择200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8个中心城市的14
个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指标如表1,进行城市流

强度分析,衡量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空间联系现状。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计算城市流强度值的方法,定量衡

量各中心城市空间联系现状,并进行城市群各城市

的横向比较分析。
表1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数Gij 万

部门 西安 咸阳 宝鸡 铜川 渭南 商洛 杨凌 天水 行业总人数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47 0.53 1.66 0.32 0.34 0.29 0.11 0.31 13.0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59 0.19 0.18 0.06 0.09 0.08 0.05 0.11 2.35
批发和零售业 9.85 0.57 0.95 0.18 0.55 0.17 0.13 0.54 12.94
住宿、餐饮业 2.72 0.28 0.25 0.05 0.07 0.06 0.05 0.14 3.62
金融业 3.41 0.53 0.57 0.30 0.29 0.38 0.04 0.21 5.73
房地产业 1.33 0.18 0.07 0.05 0.12 0.07 0.04 0.14 2.00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1.07 0.40 0.05 0.02 0.06 0.04 0.02 0.08 1.74
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8.03 0.43 0.30 0.09 0.31 0.09 0.02 0.54 9.8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95 0.35 0.24 0.17 0.13 0.10 0.03 0.08 2.05
居民服务业和其它服务业 1.48 0.01 0.04 0.02 0.04 0.02 0.02 0.00 1.63
教育 11.30 1.37 2.00 0.92 1.31 0.71 0.55 1.78 19.94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36 0.62 0.86 0.28 0.42 0.23 0.09 0.43 6.2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1 0.14 0.12 0.08 0.11 0.06 0.05 0.12 2.1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5.92 1.17 1.26 0.95 0.95 0.63 0.31 1.80 12.99
从业人员数Gi 61.99 6.77 8.55 3.49 4.79 2.93 1.51 6.28 96.31

 注:数据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年)》《陕西省统计年鉴2008年》中整理得来。

  (1)城市流强度概念及计算方法。城市流强度

是指在城市群区域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

(集聚与辐射)所产生的影响量[8-9]。公式为F=N·
E,式中,F 为城市流强度;N 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各

城市间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E 为城

市外向功能量[4]。考虑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及可能

性,选择城市从业人员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则城市是

否具有外向功能量E,主要取决于其某一部门从业

人员的 区 位 商。i 城 市j 部 门 从 业 人 员 区 位 商

Lqij为

Lqij =Gij/Gi

Gj/G
i=1,2,···,n;j=1,2,···,( )m (1)

公式(1)中,Gij为i城市j 部门从业人员数;Gi

为i城市总从业人员数;Gj为所在区域中j 部门的

从业人员数;G 为城市所在区域总从业人员数。若

Lqij<1,则i城市j部门不存在外向功能,即Eij=
0;若Lq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因为

i城市的总从业人员中分配给j 部门的比例超过了

城市所在区域的分配比例,即j部门在i城市中相

对于城市所在区域是专业化部门,可以为城市外界

区域服务。因此,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Eij为

Eij =Gij -Gi· Gj/( )G (2)

i城市m 个部门总的外向功能量Ei为

Ei =∑
m

j=1
Eij (3)

i城市的功能效率Ni用人均从业人员的GDP
表示,即

Ni =GDPi/Gi (4)

公式(4)中,GDPi为i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i城市的城市流强度Fi为

Fi =Ni·Ei = GDPi/G( )i ·Ei =GDPi·

Ei/G( )i =GDPi·Ki (5)

公式(5)中,Ki为i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总功能量

的比例,其实质是单位从业人员所提供的外向功能

量,反映了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称之为城市

流倾向度[10]。
(2)城市流强度结构计算方法。所谓城市流强

度结构是指构成城市流强度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数

量比例关系。由公式Fi=GDPi·Ki可知,构成城

市流强度的因素最终可概况为城市总体实力与城市

流倾向度2个因素,二者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直接

影响城市流强度的大小。其公式为:
GDPi′=GDPi/maxGDPi (6)

Ki′=Ki/maxKi (7)

公式(7)中,GDPi′与Ki′分别为各市国民生产总

值与城市流倾向度的标准化值;maxGDPi与 maxKi

分别为各市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流倾向度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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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中心城市城市流测度与结果
分析

  1.区位商与外向功能量分析

利用公式(1)求出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不同

等级中心城市的14个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
如表2。由表2可知,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中

心城市中,区域性大都市西安的主要外向服务部门

的区位商尚未全部大于1,但商洛、咸阳的主要外向

服务部门的区位商大于1的个数比西安还分别多出

2个、1个,其余的中心城市中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

大于1的个数尽管比西安少,但差距不大。这表明,

西安外向服务部门的专门化程度还不高,区域优势

产业数量不多。
利用公式(2)、(3)(Lqij>1)计算i城市j 部门

的外向功能量Eij(Lqij<1时,Eij=0)以及i城市的

外向功能量Ei,如表3。表3表明,区域性大都市西

安的外向功能量Ei为4.422,说明其在关中-天水经

济区城市群的经济空间联系中具有突出地位。值得

一提的是天水、商洛、咸阳3个城市的外向功能量都

超过1,分别为2.229、1.356、1.258。这3个城市较

高的外向功能量主要都是由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很高的外向功能量强劲拉动而造成的。此外,其余

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均不超过1。
表2 200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Lqij

部门 西安 咸阳 宝鸡 铜川 渭南 商洛 杨凌 天水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96 0.600 1.217 0.673 0.556 1.232 0.595 0.49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020 1.193 0.732 0.700 0.816 1.884 1.499 0.965
批发和零售业 1.147 0.650 0.701 0.381 0.906 0.727 0.708 0.861
住宿、餐饮业 1.133 1.142 0.606 0.378 0.412 0.917 0.973 0.798
金融业 0.897 1.365 0.950 1.435 1.079 3.670 0.492 0.756
房地产业 1.002 1.328 0.334 0.685 1.279 1.937 1.410 1.443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0.927 3.393 0.275 0.315 0.735 1.272 0.810 0.948
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1.234 0.647 0.292 0.251 0.674 0.508 0.144 1.13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699 2.520 1.118 2.272 1.352 2.700 1.031 0.805
居民服务业和其它服务业 1.369 0.091 0.234 0.336 0.523 0.679 0.865 0.000
教育 0.854 1.014 0.958 1.264 1.400 1.971 1.944 1.841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805 1.455 1.306 1.220 1.423 2.024 1.008 1.4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39 0.944 0.523 1.001 1.071 1.516 1.609 1.13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687 1.329 0.927 2.004 1.559 2.684 1.682 2.857

表3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城市外向功能量Eij

部门 西安 咸阳 宝鸡 铜川 渭南 商洛 杨凌 天水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826 0.000 0.296 0.000 0.000 0.055 0.000 0.00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031 0.031 0.000 0.000 0.000 0.038 0.017 0.000
批发和零售业 1.26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住宿、餐饮业 0.319 0.03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金融业 0.000 0.142 0.000 0.091 0.021 0.277 0.000 0.000
房地产业 0.003 0.045 0.000 0.000 0.026 0.034 0.012 0.043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0.000 0.282 0.000 0.000 0.000 0.009 0.000 0.000
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1.52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6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00 0.211 0.025 0.095 0.034 0.063 0.001 0.000
居民服务业和其它服务业 0.399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育 0.000 0.019 0.000 0.192 0.375 0.350 0.267 0.81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000 0.1938 0.202 0.050 0.125 0.116 0.001 0.12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57 0.000 0.000 0.000 0.007 0.020 0.019 0.01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000 0.290 0.000 0.476 0.341 0.395 0.126 1.170
城市外向功能量 4.422 1.258 0.523 0.904 0.929 1.356 0.443 2.229

  2.城市流强度分析

根据200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城市的

Gi与GDPi,利用公式(4)、(5),求出各城市的 Ni、

Ki、Fi,如表4。表4反映出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

群各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空间联系中的地位:高城

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为西安,是区域经济联系的中

心。西安作为经济区核心城市,对西部和北方内陆

地区具有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城市流强度值中

心城市为天水、咸阳,是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副中心。
天水凭借其国家老工业基地和特殊的区位优势而成

为该城市群西翼的副中心。咸阳则因为靠近西安,
也成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副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

中心城市为铜川、商洛、渭南、宝鸡、杨凌,是地方集

聚和辐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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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城市城市流倾向度Ki和强度Fi

城市
从业人员/

万人
GDPi/
亿元

功能效率

Ni
城市流强度

Fi
倾向度

Ki
标准化值

GDPi′
倾向度标
准化值Ki′

第三产业
就业比重/%

西安 184.67 1329.53 7.200 31.838 0.024 1.000 0.089 51.81
咸阳 18.86 230.87 12.241 15.396 0.067 0.174 0.248 43.62
宝鸡 29.14 341.45 11.718 6.128 0.018 0.257 0.066 44.16
铜川 10.16 96.26 9.474 8.572 0.089 0.072 0.330 41.30
渭南 13.06 92.53 7.085 6.578 0.071 0.070 0.264 51.73
商洛 5.03 29.56 5.877 7.968 0.270 0.022 1.000 80.27
杨凌 3.95 25.76 6.522 2.880 0.112 0.019 0.415 64.96
天水 13.50 114.95 8.515 18.980 0.165 0.087 0.613 53.68

  3.城市流强度结构分析

根据表4中得到的GDPi′、Ki′,绘制关中-天水

经济区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结构图,如图1。

图1 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结构

  从图1可以看出,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城

市总体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的区域对比关系:虽然

西安因其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与高城市流强度值,
而成为本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的中心。但是,其城市

流强度结构突出的特点是GDPi′远大于Ki′。这说

明西安尽管是关中-天水经济区集聚与辐射的中心,
具有较高的城市整体实力,但是其综合服务功能不

强仍然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城市流强度值中等的中心城市—天水、咸阳

来说,天 水 的 城 市 流 强 度 结 构 呈 现 Ki′远 大 于

GDPi′的特点,而咸阳的Ki′与GDPi′则相对较为均

衡。因此,从加强城市群空间联系的角度考虑,天水

要将强化城市整体实力作为重点,而咸阳除了进一

步加强城市整体实力建设外,强化城市综合服务能

力建设更为迫切。
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铜川、商洛、渭

南、宝鸡、杨凌,这类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存在三

种情况:宝鸡的GDPi′明显大于Ki′;商洛则具有城

市群最大的Ki′,但GDPi′仅大于杨凌;铜川、渭南、
杨凌的Ki′远大于GDPi′。由城市流强度结构可以

看出,宝鸡具有较高的城市整体实力,但其综合服务

功能不强已然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商洛的

综合服务功能位居城市群各中心城市首位,但其经

济实力较弱,严重影响了其在区域中的地位;杨凌、
铜川、渭南三城市不仅需要继续强化城市综合服务

能力建设,而且更应加强城市整体实力建设。

  四、基于强化城市流区域发展的政
策建议

  1.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增强城市间

经济空间联系

依据200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城市的市区非

农业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的

二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分别为5.21和1.93。而

根据位序-规模律,对于一个合理分布的城市体系,
其二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分别应为2和1[10]。可

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次核心城市规模过小,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尽合理。这直接影响到核心城

市西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空间联

系的实现。
因此,关中-天水经济区在继续扩大核心城市西

安规模的同时,更应注重发展和培育一批地区性中

心城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要将经济区第二大

城市宝鸡定位为区域副中心,使其成为向西辐射的

交通枢纽,成为发展高新技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

农业和特色旅游产业带的桥头堡。同时,也要注重

天水、渭南、铜川等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培育。

2.明确城市功能与产业定位,强化城市间分工

与协作

要强化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城市的城市

流,关键是要明确各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定位。城

市功能定位方面,要紧紧围绕将经济区打造成为“一
个高地、四个基地”的远期目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建立合理分工、错位发展的城市功能体系。对经济

区各城市而言,就是要突出以下功能定位:西安(咸
阳)定位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西部的金融中心;宝鸡

定位为区域重要的交通枢纽、国家新材料研发和生

产基地、生态园林城市;天水定位为国家老工业基地

和西北重要的工业城市;渭南定位为黄河金三角商

贸物流中心;商洛定位为经济区绿色宝地;铜川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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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型工业城市;杨凌定位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6]。
城市产业定位方面,经济区各城市要推动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走“服务型制造”发展之

路,采用先进商务模式,建设重大产业平台,建立企

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整合战略资源、提高城市的生产

效率和经营效率[11]。

3.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针对经济区横跨陕甘两省、区内协调不畅的现

实,建议陕西省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国务院西部办协

商,在西安成立大关中合作组织,定期召开政府间联

席会议,规划大关中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大关中产业整合和企业合作,支持大关中经济区在

西北率先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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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andAnalysisonUrbanFlowIntensityin
CentralCitiesof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

XIAXian-li,WULi-bo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TheapprovalofDevelopmentPlanningof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indicates
thatthedevelopmentof“GreatGuanzhong”hasenteredanewstrategicpromotionperiod.Thispaperse-
lectsindicatorsofemployeesinthemainexport-orientedservicedepartmentsincitiestomeasureandan-
alyzeurbanflowintensityofcentralcitiesinurbanagglomerationof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
accordingtoformulaofurbanflowinensity.TheresultshowsthatXi’an,thecentralcitywithhighur-
banflowintensity,istheagglomerationandradiationcenteroftheeconomiczone;TianshuiandXian-
yangwithmediumurbanflowintensityaretheagglomerationandradiationsub-centersofthezoneand
arecentralcitiesinsub-zones;centralcitiessuchasTongchuan,Shangluo,Weinan,BaojiandYangling
withlowurbanflowintensityarethelocalagglomerationandradiationcenters.Basedontheaboveanal-
ysis,thispaperputsforwardsomeregionaldevelopmentpoliciesforintensifyingurbanflowsoastopro-
videscientificreferencesforquickeningtheplanninganddevelopmentoftheurbanagglomerationof
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

Keywords urbanagglomeration;urbanflow;urbanflowintensity;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
zone;city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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