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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空间竞争的中国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

动力

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总体上来说是生产力发展到

较高阶段的产物，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进程则加速了

城市群的形成。城市群发展不平衡和差异性是城市

群经济的基本特征。分工网络已从产品分工深入到

城市群内部分工。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协作促进了城

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特定区域内出现了城市产业

体系。城市群空间竞争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经济、

市场及空间等，但要素集聚和产业布局的空间耦合

性及依赖性是城市群空间竞争力的本质和精髓。无

论哪个维度的城市群竞争，最终都将落脚于生产要

素的投入效率和产业的空间分工之上。

从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实践来看，城市的扩张和

新城的建立促进了城市群的加速形成，进而促进了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特有的区域治理机制和财政体系为城市空间竞

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城市竞争为代表的区域空间

竞争成为政府间竞争的重要体现，推动了中国经济

的迅速发展。空间竞争是空间生产的动力源泉。从

逻辑上来看，空间生产促使空间资本化并推动城市

空间扩张；空间重组促使空间价值链并推动城市群

协同发展；空间交互作用促使空间溢出并推动城市

群竞争力提升。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城市群经历

了产业价值链主导、“空间—产业”互动和空间价值

链主导三个阶段。

二、基于空间竞争的中国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

模式

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

阶段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与发展受到

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人文习俗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市发展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

时期，政府在城市空间演进和空间治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发展和复兴；第二阶段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主导阶段，在此阶段，城市经济

获得了快速发展，形成崛起与旧城扩张并存，催生了

一批城市群的出现。虽然，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取得

了巨大成功，但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城市布局功能

定位不科学、要素集聚不合理、城市规划滞后、城市

无序竞争突出和产业雷同等问题。根据我国城市及

城市群发展的实际，从形成与发展机理来划分可以

分为市场化模式和政府推动模式。市场化模式在市

场机制作用下自下而上进行，其核心是市场助推，以

长三角城市群为代表。政府推动模式运行方式是自

上而下，政府助推，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代表。

城市群空间竞争力是城市群存在的基础。通过

技术扩散、人力集聚和信息共享等路径引导空间要

素向投资报酬较高的生产领域参与分配与重组，由

此形成功能互补、生产协同的城市体系。要素在城

市群层面集聚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城市群空间及

其各类要素整合除产生贸易带来的静态利益外，更

重要的是形成了产业空间整合的动态利益。城市群

层面的政府规划与协调机制会促使各城市地区为谋

求集聚效益，根据比较优势进行规模化和专业化生

产，两种集聚模式都会间接改变城市群的空间价

值。同时，以地域分工为基础的产业链的横向扩展

和纵向延伸形成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了城市群竞

争力的提升，从而形成了城市群发展的良性循环。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混合模式是目前我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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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多层+多极”、“组团+抱

团”、“集聚+集约”、“多中心、组团式”的是城市群常

见的空间组织模式。从形成与发展进程来看，可以

分为单核主导模式（关中平原城市群）、双核驱动模

式（成渝城市群）和多核交互模式（长三角城市群）。

目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表现为，高铁联网下的多核

心、网络化发展；分工与专业化驱动的组团式、差异

化发展；资源与生态约束下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创

新驱动下的精明、紧凑发展；城市群经济下的区域

“空间—资源—产业”互动与耦合发展等趋势，探索

避免交通拥挤、市场过度竞争、生产要素价格猛涨等

弊端，即“集聚不经济”，正在步入内涵式、质量型、特

色化、生态型的发展之路。

三、基于空间竞争的中国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

对策

（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我国大多数城市

群而言，还是要主张极化效应，培育核心增长极，凸

显集聚效应。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地理相邻城市

之间竞争的结果。城市之间的竞争形成资源向不同

城市合理配置，最终形成分工合理、互补协作的组团

发展格局。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根据自身优势发挥

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及城市间空间交互产生的溢出

效应，打造更大区域的增长极，成为更大区域的核心

和价值链控制中心。不同发展水平和区位的城市群

应根据区域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采取相应的组团发

展策略，一般来说，较发达的城市群应侧重于多核化

发展格局，凸显市场的作用，合理引导城市竞争，防

止城市衰退；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群应积极培育中

心城市，凸显政府作用，做好产业规划，实现城市群

层面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格局。

（二）分工互补，协同集聚。避免产业雷同、千城

一面。城市群中包含了若干个城市，每个城市的空

间价值具有差异性，因此，应在城市群层面进行产业

分工，引导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在地位、功能、规模

上的合理定位，引导产业发展的有效分工，通过空间

生产及其资本化的良性发展，提升空间资本的运行

效率和产出水平，实现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

有机结合，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

互补、协同发展，形成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城市

群“空间—产业”耦合发展格局以消除由于要素价格

扭曲导致的要素空间集聚失衡和产业空间分布的同

构竞争现象，构建城市群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协同发

展机制。

（三）张弛有度，精明紧凑。城市群不仅为社会

提供就业和居住的场所，更应该契合国家经济发展

矛盾转化的要求，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把以

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发展的始终。对大多数发展水平

较低的城市群而言，应通过储蓄、投资形成资本广化

能力推动城市群的空间扩张；对较发达的城市群来

说，以技术进步为驱动的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推动空

间资本的深化，城市群向着紧凑、精明的方向演进，

在城市群层面进行专业化生产布局，实现网络化的

城市集群格局，有效化解空间资本化带来的空间失

序、空间正义缺失和空间剥夺等问题。围绕形成区

域竞争新优势培育发展现代化城市群，要以促进中

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将中心

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到周边中小城市，推动城市群

内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促进城市功能

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

（四）管理科学，竞争有序。城市群的形成和发

展交织着城市之间的空间竞争。城市群的发展应树

立系统化的思维，既要发挥整体的效益，也要避免结

构性的内耗，保障城市群各城市间和而不同、竞合有

序的力量，引导城市群发展以交通为导向、以特色城

镇为依托、以产业为支撑，应加强“多层+多极”、“组

团+抱团”、“集聚+集约”、“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

群空间组织模式的构建，打破行政壁垒，弱化行政割

据和干预，强化生态空间管制，防止过度竞争和城市

衰退，有效解决“大城市病”、重复建设、无序蔓延、和

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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