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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经济区”区位分析和城市综合竞争力
①

米 红 ,曹 晖 ,庞兰芳
(厦门大学 人口资源环境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 中国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提出与实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有利于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和培育
东南沿海经济增长极。文章在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涵义作了深入剖析的基础上 , 着重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位的

合理确定 、区域竞争力(包括城市综合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和城市引力及中心城市定位进行了科学的建模分析与

预测 ,在总结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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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初 , 中共福建省委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战略构想 ,并在七届七次党代会上进行了专题研究 ,做出了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力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战略

部署 ,使这一重大战略全面进入了建设实施阶段。 2006 年 3

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 ,

明确指出了要“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

的经济发展” , 更进一步地提升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地

位。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 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

基础上 ,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 充分考虑福建发展的时代背

景 、现实条件 、区位优势和竞争需要的发展战略创新。

目前 , 国内学术界关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研究大致集中

在:①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意义 、功能定位的视角出发 ,

重点研究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的战略地位与区位优

势[ 1] , 并对如何发挥其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作用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 2] ;②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发

展地位为切入点[ 3] , 与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进行比

较分析 , 提出其今后的发展路径及与两大三角洲对接的建

议[ 4] ;③阐述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具体环节 、措施[ 5] 。 上述

三方面的理论研究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地位以及福建

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充当何种角色等问题研究提供了大

量的文献资料。它们的研究虽不乏与实践相结合 , 但大多以

定性分析的研究手段为主 , 缺乏结合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相关

人口 、经济 、产业 、资源等多方面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时 , 它

们大多局限于讨论福建省的相关发展战略 , 缺乏从海峡西岸

经济区的宏观整体战略地位出发思考并研究问题。

1　海峡西岸经济区概述

1.1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涵义

海峡西岸经济区不是简单的经济意义上的区域概念 , 而

是一个涵盖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性概

念[ 6] , 其关键词就是“对外开放 、协调发展 、全面繁荣” , 其中心

是使福建走出固有的行政区划范围 , 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进

行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其实质是指该区域空间内的经济一

体化 、集团化的发展过程 ,是投资贸易自由化 、资源要素流畅 、

产业互补互动 、体现产业高级化 、城市密集化 、区域现代化 、社

会文明化的特征。

图 1　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划图
Fig.1　Zonation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中的相关论述 ,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并包括周边地区 , 地域分工

明显 、经济联系紧密 、中心城市支撑 、市场体系统一 、发展要素

集聚 、资源流动通畅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具有自身特点和独

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因此 ,我们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范围定义为涵盖 14 个城市:福建省全省 9 个地市(福州 、厦

门 、莆田 、泉州 、漳州 、龙岩 、三明 、宁德 、南平);广东省东部 2

个地市(汕头 、梅州);浙江省东部 1 个地市(温州);以及江西

省东南部 2 个地市(赣州 、上饶)。

1.2　基于三个层次看海峡西岸经济区

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临台湾 ,西邻赣 、湘 ,北承长江三角洲 ,

南接珠江三角洲 , 是一个经济紧密联系 、中心城市支撑 、要素

流动聚集的经济综合体。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全面阐释海峡西

岸经济区[ 7] :①从全国的区域整合格局看 ,海峡西岸经济区划

定了福建省在全国区域整合格局中的位置:北接长三角 、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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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 ,东据对台优势 , 西有内陆腹地。 ②站在福建省的角度

看 ,海峡西岸经济区意味着福建省各地经济的空间整合 ,整合

的切入点和主线是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即以福州 、厦

门 、泉州中心城市为核心 , 带动三大城市群的形成 , 再通过城

市群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使福建经济整合为一个区域整体。

③从福建省内各大城市群的内部这一层次看 , 通过加强中心

城市的地位 ,以及城市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 带动所在地区经济

的发展。

2　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竞争力分析

区域竞争力既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 , 又是一个微观管理

概念。从宏观上来看 , 区域竞争力与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发

展 、区位比较优势相关 , 体现其汲取外部各种资源禀赋的效益

与能力;就微观角度而言 , 区域竞争力要求正确认识当前竞争

环境 ,合理定位竞争优势 、劣势 、机会与挑战。

2.1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

区域竞争力模型包含三个直接竞争力因素(产业竞争力 、

企业竞争力和涉外竞争力)和支撑它们的四个间接竞争力因

素(经济综合实力竞争力 、基础设施竞争力 、国民素质竞争力

和科技竞争力)。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

致性 , 挑选出 27 项指标①,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9] 对海峡西岸

经济区 14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综合经济竞争力进行研究

(数据均来源于《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课题组测算)。

计算过程如下:

假定现在对 n 个区域进行区域竞争力评价 , 选取 p 个指

标来反映某一地区的竞争力 , 则能够建立一个 n ×p 阶特征

矩阵 , x1 , x2 , … , xp 为变量指标。定义前 m 个主成分的累积

方差贡献率为:

∑
m

i=1
λi(∑

p

i=1
λi)

-1

λi 表示特征矩阵所对应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主成分的

方差贡献率代表各原始变量对所研究的区域竞争力刻画程

度。一般取累计贡献率达 85%—95%的特征值 λ1 , λ2 , … , λm

所对应的第一 , 第二 , …… , 第 m(m ≤ p)个主成分 , 此时新

的主成分 Z i = l i1 x1 + l i2 x2 +…+ lipxp , i =1 , 2 , … ,m 。其

中 li j =p(z i , xj)= λieij(i , j =1 , 2 , … , p), ei 表示相关系数

矩阵的特征向量 , eij 表示向量 ei 的第 j个分量。由此进一步

计算得出各主成分得分如下:

Z =

z11 z12 … z1m

z21 z22 … z2m

l l l

zn1 zn2 … znm

　　进行综合指标计算时 ,引入主成分的权重 ,计算公式为:

Wi =λi(∑
m

i =1

λi)
-1

运用SPSS11.0 软件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采用四

次方极大旋转后 , 得到 4 个主成分 ,计算相应的权重如下:

W1 =λ1(∑
4

i =1

λi)
-1 =16.851 (16.851

+3.529+1.983+1.464)=0.707

W2 =λ2(∑
4

i =1

λi)
-1 =3.529 (16.851

+3.529+1.983+1.464)=0.148

W3 =λ3(∑
4

i =1

λi)
-1 =1.983 (16.851

+3.529+1.983+1.464)=0.083

W4 =λ4(∑
4

i =1

λi)
-1 =1.464 (16.851

+3.529+1.983+1.464)=0.062

那么 n 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最后得分Fn = ∑
m

i=1
Z niWi , i = 1 ,

2…m 。根据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 14 城市的竞争力综合

指数图(图 2)。城市综合竞争力从优到劣依次为:厦门 、福

州 、温州 、泉州 、漳州 、汕头 、三明 、南平 、莆田 、龙岩 、上饶 、赣

州 、宁德和梅州。城市越在外围 , 表示其区域竞争力越强 , 由

点线围成的区域面积越大 , 表示该地区的整体区域竞争能力

越强(图 3)。

2.2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 14 个城市中 GDP 值突破 1 000

亿的为泉州 、福州与温州(表 1)。

表 1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 14城市的 GDP 亿元
Tab.1　Fourteen cities' GDP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of 2003

城市 GDP 城市 GDP 城市 GDP 城市 GDP

泉州1 380.1105 福州 1 347.6759 温州 1 226.4424 厦门 759.6934

漳州 603.3969 汕头 526.9693 赣州 345.0595 三明 320.6821
龙岩 294.3962 南平 282.6381 宁德 269.869 莆田 262.7554

上饶 252.7563 梅州 227.0363

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选择 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财政收入 、GDP增长

率 、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人均年末储蓄余

额 7 项指标作为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标 , 同样运用主成分分析 ,

得到 14 个城市在 2003 年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如下(图 4)。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经济竞争力从优到劣依次为:厦门 、

温州 、福州 、泉州 、漳州 、汕头 、赣州 、南平 、三明 、上饶 、龙岩 、莆

田 、梅州和宁德(图 4)。

就经济竞争力而言 ,厦门 、温州 、福州 、泉州仍然处于第一

层次 , 但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略显变化地是 , 温州凭借其强大的

经济活力超越了福州 、泉州 , 位列 14 地市的榜眼之位。位于

雷达图第二层的是漳州 、汕头 、赣州 、南平 、三明 、上饶和龙岩 ,

这 7 个城市虽然和第一梯队城市有一定经济差距 , 但近年发

展速度较快 , 发展潜力较大。位于最中间区域的莆田 、梅州和

宁德则处于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位置 ,是提升整个海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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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经济区整体竞争力的薄弱环节(图 5)。

图 2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图

Fig.2　Synthetical competition ability index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of 2003

图 3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综合竞争力雷达图

Fig.3　Radar chart of synthetical competition ability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of 2003

图 4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图

Fig.4　Synthetic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bility index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of 2003

3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引力与城市定位

城市地理学和区位理论认为 , 空间中的城市群之间存在

着相互作用。通对城市引力模型测算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城

市定位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定位 ,

从而有利于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的整体优势发挥。

3.1　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的城市引力

Voronoi图(Voronoi diagram)是研究空间点状使集合的重

要方法[ 10] 。区域城市群在空间上被 Voronoi 多边形网络分

割 ,每个 Voronoi多边形内只含有一个城市 ,每个 Voronoi多边

形区域就是所含城市的吸引范围 , 多边形的边就是城市引力

的临界线。当中心城市的规模大于周边城市时 , 其对应的

Voronoi多边形的边远离中心城市;反之 , 其对应的 Voronoi多

边形的边靠近中心城市。计算原理如下:

设 2个城市的规模分别为 P1 、P2 , 等引力线上点的规模

属性为 P0 , 该点到2 个城市的距离分别为 d10 、d20 , 则2 个城

市对该点的吸引力分别为:

图 5　2003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雷达图

Fig.5　Radar chart of synthetic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bility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of 2003

F10 = kg
P1P0

d r
10

, F20 = kg
P2P0

d r
20

　　对于等引力线上任一点有 F10 = F20 , 在地理分析中 , 一

般取 r =2 上式整理为:

(P1 -P2)x
2 +(P1 -P2)y

2 +2(P2 x1 -P1 x2)x +

2(2(P2 y1 -P1 y 2)y +P1(x
2
2 + y22)-P2(x

2
1 +y 2

1))=0

　　这就是每 2 个城市间的等引力方程。相对于中心城市 ,

每个直接连通的邻近城市都可以根据城市规模和空间位置计

算其相应的等引力线方程 , 并可在 GIS 的支持下绘制等引力

线 , 周边的若干条等引力线相交构成 Voronoi多边形。

采用人均 GDP、在岗职工总人数 、货运总量作为属性值 P

进行城市引力综合测算(图 6)。

从福建省和周边省市的引力作用来看 ,福建省向南辐射

了赣州 、梅州和汕头的小部分地区;北部的南平 、宁德两市分

别接受了上饶和温州的部分辐射。但是引力扩张范围都不

大。

从福建省内的各城市辐射来看 ,福州 、厦门作为福建省的

“龙头城市”确实对周边城市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 福建北部

的南平 、宁德的大部分地区都能接受到来自福州的引力 , 莆田

的部分区域也在福州的引力范围之内。由于宁德的指数很

低 , 使图中福州的引力范围无法形成封闭 , 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 , 宁德在城市的综合发展方面确实在省内处在相对落后的

位置。福建省南部的城市发展主要是由厦门带动的 ,厦门 、漳

州 、泉州组成的闽南金三角在经济方面在省内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从指数的辐射来看 ,厦门几乎辐射了漳州的全部地区 , 泉

州的大部分地区也受到厦门的辐射。和经济辐射的引力图相

比 , 泉州虽然在 GDP 等经济指标方面和厦门不相上下 , 但是

城市的综合发展和厦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是 , 南平 、三明 、龙岩 3 座城市的等引力线基本上和它们的

垂直平分线重合 , 这表明 , 3 座城市从城市综合实力相差不

大 , 城市的发展规模相当 ,除了南平部分地区受福州的影响较

大外 ,龙岩 、三明的综合指数引力范围与行政区划线基本吻

合 , 这说明这两座城市受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 , 它们

本身也没有对周围城市产生影响。实际上 ,由于龙岩 、三明有

自己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 , 城市的发展模式与福州 、厦门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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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都有所差异 ,因此它们都没有在这些龙头城市的引力范

围之内。

图 6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引力图
Fig.6　Cities' gravitation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3.2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定位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目的是把以福建为主体的环海峡

经济圈摆到与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携手并进的意义上去

发展 ,充分发挥地处“两岸三地”结合点和“两大三角洲”联接

点的区位优势 ,成为我国中西部腹地与世界经济交流融合的

一个重要枢纽。

在确定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时 , 不能简单地从经济

综合实力来分析 ,而应该考虑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 ,即应该将

那些对周边城市影响作用最大的 , 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作为

海峡西岸建设的中心。

从万有引力模型得出的城市间经济辐射图(图 6)可以看

出 ,厦门 , 福州 ,泉州都能够对周边城市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 ,

而且都同处东南沿海一线 , 具有东临台湾 、南承接珠江三角

洲 、北接长江三角洲 、西对中部腹地的优越地理条件 , 区域辐

射半径大 、覆盖面广泛 、聚集能力强。

4　存在问题与建议

海峡西岸经济区在发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①总体上区

位优势利用不足。既未充分利用绝对地缘优势 , 发挥台资和

台湾高新技术的作用 ,也没有完成促进我国沿海经济带完整

发展的重任 ,在对接两大经济高地 ,成为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

角洲之间的连接点上的行动还不够 , 与两大经济带间的互动

也不足 , 面临着资金 、技术 、人才等资源要素“南下北上”的困

境。 ②区域内城市定位不明确。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关键是

要有中心城市的强有力的带动 , 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

域之间的相互协调。而这一点恰恰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

弱项所在。 ③产业与经济发展效益不高。以福建省为主体的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增长高速度 ,低效率 , 尚未形成集约型

的增长方式和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

4.1　分阶段地利用区位优势

4.1.1　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位优势 , 加强闽台港澳

的物流合作 ,进一步推进闽台经贸合作关系。

4.1.2　以闽台交流与合作为契机与基础 , 促进多边合作。以

福州 、厦门 、泉州为中心的城市联盟与经济区 , 在“港口经济”

产业链的助推下 , 以“出海口”和“入海口”的经济地理优势获

得内陆经济腹地对海上通道形成依赖 , 进而担当环海峡经济

圈的内层循环系统 。

4.2　多层次地找准城市定位

4.2.1　从城市与区域角度出发 , 寻找各市自身发展的特色。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南北两翼分别是汕头与上饶 ,它们应利用

其沿边和靠近邻省经济重镇的地理优势 ,着力与长三角 、珠三

角的边缘触角进行跨越行政区划的直接融入;区内的内陆地

区 , 如闽西北应以邵武 、南平 、武夷山“绿三角”为区域经济核

心 , 着力推进绿色制造 、绿色消费等 , 提供后工业化的生态环

境与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跨区域对接;而闽中的三明 、永安等

老工业基地则应与沿海产业形成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 , 直接

成为沿海工业的原材料供应链与加工链的重要环节。

4.2.2　加快构建中心城市 ,着重突出双中心城市功能。海峡

西岸经济区应寻求绝对中心—次中心城市聚集与辐射定位。

重点构建福州 、厦门 、泉州沿海城市的绝对中心地位 , 强化次

中心城市建设 ,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4.3　有重点地发展规模经济

4.3.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以项目带动产业集群 ,创造规模

经济。海峡西岸经济区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项目推

介与招商储备 , 以项目带活经济;尽快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产业升级 ,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制定大集团 、大公司发展战略 ,

打造名牌企业与产业 ,创造规模经济效益。

4.3.2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全方位地

提高基础设施功能。铁路干线的完善势在必行 ,沿海港口优

势要继续发挥 , 形成通向五洲四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

4.3.3　立足区域经济视角 , 发展“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山

区”的联盟。从功能 、市场 、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加以考量 , 构建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发展的递进层次。继续保持厦门 、福州 、

泉州的经济中心地位 , 以此渍化到其经济腹地 , 再扩大到山

区;进一步拓展与赣东南浙南粤东的区域经济协作 , 加速要素

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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