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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其发展正
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全球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为单个城市的竞争，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城
市集团的竞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一区域发展模式和空间
组合模式，以其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重新分工、竞争、交流与合作，形成强强联
合的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并将影响21世纪全球经济的新格局。
中国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
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1.13％，却集中了全国48.99％的总人口、51.39％的城镇人
口、47.9895的城镇数、78.78％的经济总量、76.09％的工业总产值、81.94％的第二产业增加值、83.50％
的第三产业增加值、68.54％的固定资产投资、76.47％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86％的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92.7596的移动电话用户和98.06％的外资。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有条件的地方培育新城市
群，将其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战略增长极。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
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与此同时，城市群又是我国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集中且激化的敏感地区，迫切需要以全国主体
功能分区为基础，通过科学测算城市群区域生态环境容量，以可容许的生态环境容量阈值作为引导城
市群地区产业成长、空间重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群、环境友好型城市群、
生态型城市群、低碳型城市群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动机和背景，本书作者及研究团队自2002年参与编制《长株潭城市群总体规划》之日起
，就开始关注并逐步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问题，至今已有整整9年的研究历程。
期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群空间拓展的生态响应机理与紧凑度调控的计算实验系统”
（40971101）、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课题“城市群空间拓展的关键技术”
（2006BAJl4803）、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典型都市密集区产业集聚与空间协调
发展研究”（KZCZX2-Yw-321-05）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主创新项目的资助下，先后
开展了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和
关中城市群等若干城市群的实地考察和规划研究工作，参加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和京津冀城市群规划的专家论证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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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
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
本书通过对若干城市群的实地考察和规划研究，探讨了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动力机制、基础理论、
基本框架、发育程度和空间配置格局，定量评估了中国城市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空间结构的稳定程度、紧凑程度、交通可达度、产业联系强度和投入产出效率，系统总结了城市
群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规律，建立了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计算实验系统，提出了中国城市
群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能力建设重点。
本书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群、环境友好型城市群、生态型城市群和低碳型城市群提供了定量的科学
决策依据，对推动中国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书可作为各级城市发展与规划部门、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各级建设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工
作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和科研工作参考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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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能力建设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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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基本特点与政府协调机制　　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具有七大特点：①城
市群集中发育在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带；②世界级城市群发挥着全球及国家中枢的重要职能
；③具有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④具有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⑤具有高度发达的基础
设施网络；⑥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密切相关；⑦大多数城市群沿长轴形成带状拓展的空间形态结构
。
　　从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历程中可知，世界级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多种政府协调机制，包括：
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建立权威的大都市区政府；组建半官方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设立单一功能的特
别区及协调机构；立法确保地方自主权；成立省长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各成员方设
立日常合作办公室；建立部门衔接落实制度，等等。
　　（2）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借鉴　　①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重心转移是加快城
市群发展的大好机遇；②统一的权力机构是推动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催化剂；③高度的一体化是城市群
向高级阶段迈进的重要支撑；④科学的区域规划是解决城市群问题的有效路径；⑤良好的民主基调是
城市群公共事务决策的基本保障；⑥快行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是城市群发育的先决条件；⑦城乡
的统筹发展是推动城市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⑧适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临
时性“权宜之计”。
　　二、国内关于城市群的多种解释　　1.国内有关城市群概念的种种纷争　　我国有关城市群的研
究较国外晚80年左右。
1980年，周一星教授提出了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interlockingregion，MIR）的概念，在以后的研究
中我国学者有许多类似提法，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的称都市连绵区，有的称都市连绵
带，还有的称准都市连绵区、都会经济区、大都会区、城市群、城市密集地区等（唐路等，2003）。
董黎明教授（1989）在《中国城市化道路初探》一书中提出：城市群，又称为城市密集地区，即在社
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相应的城镇化水平也比较高的区域内，形成由若干个大、
中、小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各具特点的城镇集聚而成的城镇体系。
崔功豪教授（1992）在《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一书中提出：城镇群体空间和一般的人口稠密、城镇群
体分布的空间形态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在工业化社会，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发展过程中，有着主次
序列、相互分工协作的城镇有机系统，而后者是在区域经济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自发形成、孤
立发展、缺乏内在联系的无序状态，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把城市群体结构分为城市一区域、
城市群组和巨大都市带3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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