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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特征

李 琳 蔡丽娟

〔摘 要〕 基于经济实力和城市产业互补性视角修正引力模型，结合 GIS 可视化，对 1998 － 2012 年中三角城市群的城市

经济联系强度与空间结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近 15 年中三角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经

济联系差异扩大，城市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基本维持以武汉为中心以及以长沙、新余组团为中心的两大圈层式扩散形态，呈北

部与中南强、东部弱的空间分异特征; 武汉城市圈、泛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之间跨界联系具有明显的非均质性，

互动集群式发展结构尚未形成; 产业互补性在城市经济联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新余、益阳、萍乡等城市在非中心城市的对

外经济联系中表现突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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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我国实施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以及以城

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位居“一

部一带”的中三角城市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如何整合中三角城市间产业优势，强化经济联

系，促进中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培育我国经济增长

“第四极”，是摆在政府和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国外对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早，基本形

成了以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包

括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区域科学理论［1］。
在实证方面，定量测度方法复杂多样，研究视角延伸

至微观企业层次。如拉森( Ｒusson) 在引力模型的基

础上提出了短拖模型，指出旅客流与人口密度、运输

距离之间存在指数关系［2］。贝素思( Besuss) 构建了

城市元胞自动机模型，对威尼托城市与乡村经济联

系的空间结构演化进行了研究［3］。彼得霍尔( Peter
Hall) 利用信息流的替代性参数对欧洲多个城市区

的内部联系进行了评估［4］。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开

始关注城市联系，多为应用引力模型或城市流模型

对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如王德忠、
庄仁兴在 1996 年首次利用引力模型对上海与苏锡

常地区的经济联系进行了测度［5］。孟德友、陆玉麒

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了江苏省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度与

方向［6］。王海江、苗长虹运用重力模型测度了我国

地级市以上中心城市的省域经济联系［7］。徐慧超、
韩增林运用城市流模型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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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时空变化特征［8］。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

对测度模型进行了修正，研究视角呈现多领域和差

异化，开始从产业联系、客运交通流、网络分析等角

度来考察城市联系。如陈园园、李宁构建了系列空

间联系能力数理模型［9］。宋吉涛基于投入产出理

论构建了城市产业联系强度指数［10］。陈伟劲利用

城际客运交通流分析了珠三角城市间功能联系的空

间格局［11］。冷炳荣、杨永春运用统计物理中复杂网

络分析工具构建了城市联系网络［12］。刘耀彬运用

SNA 对环鄱阳湖城市联系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13］。
综上，近些年国内学者对城市经济联系论题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测度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分析

维度选择上尚存在不足。在测度方法上，多应用传

统的引力模型与城市流模型，模型指标的选取存在

单一性，仅从 GDP 和人口方面衡量城市经济质量，

不能综合反映城市多方面的联系; 在研究对象上，集

中于经济较发达、城市群发展较成熟的东部地区，如

长三角、珠三角，而对经济欠发达、城市群发展较晚

的中西部地区研究较少; 在分析维度上，对中三角城

市群经济联系的研究一般基于某一时点的空间维

度［14 － 16］，缺乏基于时空的两个维度的综合探析。
基于此，本文从城市经济联系和产业互补性角

度分析中三角城市群近 15 年来内部空间结构的时

空演变特征。首先，选取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运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经济实力

进行评估，得到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评

估值; 其次，基于综合经济实力和产业互补性视角对

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分析 1998 － 2012 年中三角城市

群城市经济联系时空两个维度的演变规律; 再次，运

用克鲁格曼指数考察中三角各城市间产业的互补

性，探析城市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内在原因; 最后，得

出结论并提出简要的政策启示。

二 引力模型的修正及指标选取

1． 引力模型的修正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得益于地区间各种现象的功

能联系产生的集群效应，因此区域经济联系研究是

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引力模型正是应用广泛的空

间相互作用模型来衡量区域间空间经济联系的大

小。1946 年哲夫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中首

次提出了引力模型公式，揭示了两地的相互吸引力

大小与两地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距离”成反

比［17 － 18］。公式表示为:

Iij = k
MiMj

Db
ij

( 1)

式( 1) 中，Iij是 i 和 j 两城市之间的引力，Mi、Mj

分别为 i、j 城市的人口规模，Dij为 i 与 j 城市间的距

离，b 为距离摩擦系数，一般取 2，k 为经验常数。
潜力模型是引力模型的延伸，由城市之间的引

力求得某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总强度 Ii，反映 i 城市

的集聚能力，公式如下:

Ii = ∑
n

j≠i
Iij ( 2)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各实体之间的空间相

互作用受彼此间互补性、移动性和有无中介机会的

影响，并遵循“距离衰减规律”［19］。基于此，本文从

综合实力和产业互补性两个视角对城市联系引力模

型进行修正。
( 1) 建立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指标体系

鉴于传统模型中人口规模并不能全面反映城市

质量( Mi ) ，本文构建了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指标体

系，对单一的城市质量指标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

城市质量( Mi’) ，指标选取说明见表 1。

表 1 城市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济规模( A1 )
城建面积( A11 ) ; 人口规模( A12 ) ; GDP( A13 ) ;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A14 )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A15 ) ; 实际利

用外资额( A16 ) ;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 A17 ) ;

经济效益( A2 ) 第三产业比重( A21 ) ; 人均工业总产值( A22 ) ; 单位 GDP 电耗( A23 ) ; 单位 GDP 水耗( A24 ) ; 人均专利申请量( A25 ) ;

发展潜力( A3 )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A31 ) ;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A32 ) ; 人均城市公路面积( A33 )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 A34 ) ;

Mi’计算过程如下: 运用 SPSS 软件对城市综合

经济实力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城市质量原始得分

值 Xit。由于 Xit有正有负，为方便后续计算，本文借

鉴相关文献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20］，将 Xit 调整至

( 0，1000) ，得到修正的城市质量 Mi’:
珔Xit = Xit + ［1 － min( Xt ) ］ ( 3)

Mi' = 珔Xit ×
1000

max( 珔Xt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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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引入克鲁格曼指数

传统引力模型忽略了城市间经济联系的根源即

产业分工的作用，而合理的城市产业分工是各城市

发挥比较优势的综合表现，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

区域流动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提高城市群

的整体经济效益。因此，本文从城市产业互补性的

角度对模型中的经验常数 k 进行修正。公式如下:

Kij = ∑
n

k

qik

qi
－
qjk

qj

( 5)

式( 5) 中，Kij 为克鲁格曼指数，qi、qj 分别为 i、j
城市所有部门总从业人员数，qik、qjk 分别为 i、j 城市

k 部门的从业人员数，n 为部门数。Kij∈［0，2］，Kij

值越大，两城市的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越大，城市间

的产业互补性越强。
基于以上两点改进，得到修正后的引力模型:

Iij ' = Kij
Mi 'Mj'
D2

ij
( 6)

Ii ' = ∑
n

j≠i
Iij ' ( 7)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根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三角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

圈、宜荆荆城市带、泛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 4 个板块。其中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
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 宜荆荆城市

带包括宜昌、荆州、荆门; 泛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
株洲、湘潭、岳阳、衡阳、娄底、益阳和常德; 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鹰潭、吉安、
宜春、抚州和上饶，共 29 个城市。基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排除咸宁、仙桃、天门，因萍乡衔接泛长株潭城

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将萍乡纳入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进行分析，宜荆荆城市带虽已纳入中三角城

市群，但考虑到中三角版图的连续性，排除宜昌和荆

门，将荆州纳入武汉城市圈进行分析。
综上，本文运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对 1998 －2012

年中三角城市群上述 25 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

测度与对比分析。数据来源于 1999 － 2013 年的《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

采用市辖区统计口径，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补、
平均值等方法获得。限于篇幅，本文仅将代表性年份

的城市经济联系潜力及排名列出，结果见表 2。

表 2 1998 － 2012 年中三角城市群代表年份城市经济联系潜力及排名

板块 城市 1998 2000 2005 2010 2012 均值①

武
汉
城
市
圈

泛
长
株
潭
城
市
群

鄱
阳
湖
生
态
经
济
区

武汉市 180． 01 1 220． 84 1 242． 86 1 282． 32 1 296． 51 1 244． 23 1
黄石市 90． 40 10 98． 21 8 89． 80 12 103． 80 11 94． 83 12 96． 51 11
鄂州市 111． 22 9 151． 06 3 160． 75 4 173． 53 4 199． 00 3 156． 87 4
孝感市 68． 37 13 69． 46 11 90． 34 11 98． 75 13 95． 06 11 89． 06 12
荆州市 22． 06 24 25． 80 24 29． 81 23 36． 58 21 28． 80 24 29． 13 24
黄冈市 47． 17 17 54． 18 14 47． 32 16 43． 40 18 40． 42 18 48． 32 16
咸宁市 63． 77 14 60． 48 13 66． 87 13 100． 36 12 58． 46 15 67． 48 13
长沙市 167． 95 2 159． 22 2 225． 92 2 228． 12 2 180． 92 4 203． 83 2
株洲市 147． 16 5 142． 36 4 144． 85 5 170． 24 5 166． 53 6 148． 45 5
湘潭市 113． 70 8 91． 87 9 106． 01 9 117． 25 9 107． 85 9 109． 25 8
衡阳市 36． 63 20 26． 49 23 29． 29 24 35． 36 23 29． 22 23 31． 35 22
岳阳市 48． 10 16 63． 12 12 55． 77 15 59． 22 15 38． 41 20 54． 91 15
常德市 26． 64 23 27． 24 22 35． 47 20 40． 08 20 39． 76 19 34． 43 21
益阳市 76． 62 11 78． 38 10 109． 78 8 115． 62 10 96． 57 10 100． 59 10
娄底市 121． 45 6 34． 38 20 38． 59 19 36． 25 22 33． 64 22 42． 65 18
南昌市 49． 96 15 46． 41 16 65． 72 14 73． 57 14 64． 87 14 61． 90 14

景德镇市 29． 92 22 31． 94 21 32． 59 21 30． 37 24 33． 97 21 30． 76 23
萍乡市 115． 24 7 128． 89 5 137． 51 7 150． 00 6 166． 73 5 137． 41 7
九江市 42． 95 19 44． 96 17 46． 94 17 51． 51 16 46． 58 17 46． 40 17
新余市 147． 99 4 108． 07 7 180． 80 3 185． 62 3 215． 65 2 187． 64 3
鹰潭市 31． 40 21 35． 35 19 45． 46 18 48． 93 17 49． 52 16 42． 38 19
吉安市 74． 95 12 51． 98 15 97． 89 10 139． 94 7 144． 48 8 108． 66 9
宜春市 162． 98 3 112． 20 6 139． 95 6 125． 18 8 150． 04 7 145． 20 6
抚州市 45． 33 18 35． 59 18 31． 20 22 41． 36 19 66． 20 13 40． 01 20
上饶市 10． 13 25 5． 97 25 6． 35 25 7． 81 25 8． 35 25 7． 31 25

整体均值② 81． 28 76． 18 90． 31 99． 81 98． 09 90． 59
整体极差③ 169． 88 214． 87 236． 51 274． 50 288． 16 23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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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时
空分异特征

根据上节对中三角城市经济联系强度与潜力的

测度结果，本节重点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

三角城市经济联系网络的结构分异演变特征。主要

运用以下分析方法: 根据经济联系潜力数值大小进

行排位，分析各城市在中三角城市群中的集聚功能

变化特征; 利用反距离权重法对各城市潜力值进行

空间插值，分析中三角联系节点辐射功能空间分布

格局的变化特征; 根据城市经济联系区间和强度生

成引力连接线分级分布图，揭示中三角联系强度的

空间组织变化规律。
1． 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潜力的动态演变

特征

从中三角城市群 1998 － 2012 年的整体城市经

济联系潜力均值和极差变化看，城市经济联系潜力

均值 呈 波 动 上 升 趋 势，1998 － 2000 年 缓 慢 下 降，

2000 － 2010 年逐渐提高，2012 年略有下降，总体上

2012 年较 1998 年提高了 20． 69% ; 城市经济联系潜

力 整 体 极 差 较 大，且 呈 扩 大 趋 势，从 1998 年 的

168. 88 上 升 到 2012 年 的 288． 16，增 加 幅 度 为

69. 63%。可见，近 15 年中三角城市群整体城市联

系趋于增强，但各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差异明显扩大。
从中三角城市群 1998 － 2012 年城市经济联系

潜力排序及变化看，将排序按大小分为 3 个梯队，分

别为前 8 位的第一梯队，后 8 位的第三梯队，其余排

序的第二梯队。由表 2 可知，依据近 15 年中三角各

城市经济联系潜力的均值，第一梯队的城市包括武

汉、长沙、新余、鄂州、株洲、宜春、萍乡、湘潭，第二梯

队的城市包括吉安、益阳、黄石、孝感、咸宁、南昌、岳

阳、黄冈、九江，第三梯队的城市包括娄底、鹰潭、抚
州、常德、衡阳、景德镇、荆州、上饶。在排序变化上，

武汉、长沙、株洲、萍乡、新余、宜春稳定处于第一梯

队，孝感、咸宁、南昌稳定处于第二梯队，荆州、衡阳、
常德、景德镇、上饶稳定处于第三梯队，共 14 个城市

经济联系潜力排序在 1998 － 2012 年稳定在各自的

梯队中。其中武汉、上饶排序十分稳定，近 15 年一

直分居首位和末位。其他城市排序呈现跨梯队变

化，其中鄂州、娄底、吉安变化较大，鄂州、吉安由

1998 年的第二梯队上升至 2012 年的第一梯队，娄

底由 1998 年的第一梯队落到了 2012 年的第三梯

队。各梯队内部的城市排序逐年变化，比如稳居在

第一梯队中的新余由 1998 年的第 4 位落到 2000 年

的第 7 位，2005 年上升到第 3 位，2012 年继续上升

到第 2 位。可见，中三角城市联系潜力排序变化呈

梯队间较稳定、梯队内更替频繁的特征。
从三大板块经济联系潜力均值及其变化趋势看

( 图 1) ，1998 － 2012 年武汉城市圈经济联系潜力均

值一直高于中三角城市群整体潜力均值，对外经济

联系稳步增强; 泛长株潭城市群则围绕总体均值波

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潜力均值一直

低于中三角整体潜力均值，除 2000 年、2008 年出现

较大反向波动外，呈缓慢提升趋势; 除少数年份如

1998、2003、2004、2008、2012 年，其余年份 3 个板块

经济联系潜力均值的排序基本维持不变，即武汉城

市圈—泛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反常

的是泛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联系潜力均值在 2010 －
2012 年出现下降趋势，且在 2012 年低于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可见 2010 － 2012 年泛长株潭城市群与中

三角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减弱。

图 1 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潜力整体与分板块均值变化特征

2． 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演变特征

( 1) 联系潜力节点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上文从时间维度对中三角城市经济联系潜力进

行了分析，本节进一步对中三角城市辐射效果的空

间结构演化特征进行比较分析，考察各城市的职能

差异化属性。空间插值分析可根据空间离散数据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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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生成连续分布的空间信息，进而反映相关数据在

空间上的变化。反距离权重插值是常用的内插方

法，节点周围数值随其到节点距离的变化而反向变

化，这与引力模型的“距离衰减规律”相符，因此本

文利用 GIS 反距离权重插值方法［21］对中三角城市

经济联系潜力进行空间插值，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

方法④进行数值分类，且所有年份图例统一以 2012
年分级为标准( 下同) ，分析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空

间变化规律，得到城市潜力空间分异图( 图 2) 。

图 2 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潜力空间插值效果

整体上，1998 － 2012 年中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

联系潜力的空间布局逐渐呈现两大圈层式发展结

构，一圈是由最高峰区武汉为中心向四周扩散，且扩

散强度逐年稳定增强; 另一圈是由长沙、新余组成的

双中心向外推移，但双中心结构尚不稳定。由图 2
可知，1998 年长沙、新余双中心辐射结构初步显现，

2000 年结构松散，2005 年结构得到恢复，2010 年长

沙与新余之间辐射影响减弱，2012 年双中心辐射结

构重新得到巩固。同时，黄冈、岳阳、九江等部分城

市经济联系潜力插值与周围区域出现差异，城市经

济联系潜力在空间上逐渐向外衰减，呈现出显著的

时空变异特征。
分三大板块来看，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呈现不同的

区域空间分异特征。武汉城市圈城市经济辐射能力

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跳跃性，北部区域中的低值区呈

点状分布; 泛长株潭城市群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

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边缘地区的娄底、衡阳、常德，

承接的经济辐射在近 15 年未得到强化; 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则由西向东呈带状递减，且东部低值区范围在

1998 －2012 年逐年缩小，由图 2 可以看出，中心城市

南昌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对外辐射能力不及武汉、长
沙，其周围城市的潜力插值均处于低值区，且距新余

较远，东部很多城市接受的辐射影响有限，导致鄱阳

湖城市经济发展松散，未形成良好的集群经济效应。
从三大板块之间的关联来看，地处武汉城市圈

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边界的九江，以及地处武汉城

市圈与泛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岳阳，两者接受其他

地区的辐射影响均不足，近 15 年基本处于低值区范

围，城市对外经济联系较弱，不能为板块间的经济辐

射提供有力的中介支撑，导致武汉城市圈和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之间、武汉城市圈和泛长株潭城市群之

间的经济联系松散。而泛长株潭城市群与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跨区域集聚和扩散经济

效应，作为空间辐射圈层结构中的一圈，以长沙、新
余为中心带动的长株潭—萍乡—宜春—新余逐渐形

成了跨板块的组团经济联系，且联系渐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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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联系强度分级空间组织演化特征

在对中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经济联系潜力的时

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各城市

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利用

GIS 可视化技术对其分布格局进行图示( 图 3 ) ，并

参考相关文献［22 － 23］将联系强度分为 4 个等级: 0． 01
－ 6. 10 为弱联系，6． 10 － 23． 92 为较弱联系，23． 92
－ 55． 05 为较强联系，55． 50 － 140． 55 为强联系。

图 3 中三角城市群代表年份城市经济联系分级空间图

从整体城市联系强度分级与空间分异看，中三

角城市经济强联系不多，城市之间大部分为弱联系，

跨板块间城市联系稀缺。从图 3 可以看出，所有城

市联系区间中，武汉—鄂州、长沙—益阳、株洲—萍

乡、新余—宜春、新余—吉安 5 个城市区间基本维持

强联系状态，且均具有邻近特征。其中，武汉—鄂州

城市经 济 联 系 历 年 都 较 紧 密、稳 定，新 余—吉 安

1998 年处于较强联 系，2000 年 下 降 为 较 弱 联 系，

2005 年变为较强联系，2010 － 2012 年一直维持强联

系状态。根据前文公式( 5 ) 计算的衡量城市间产业

结构差异化程度的克鲁格曼指数，武汉—鄂州克鲁

格曼指数由 1998 年的 0． 21 上升到 2012 年的 0． 53，

新余—吉安克鲁格曼指数与联系强度的分级变化有

相似性，由 1998 年的 0． 63 下降到 2000 年的 0． 29，

2005 年跃升到 0． 85 后，2010 年高达 1． 03，2011 －
2012 年维持在较高水平，可见武汉—鄂州、新余—
吉安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明显提高，城市间通过产

业结构相互协调，增强经济联系。1998 － 2012 年，

中三角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空间分异呈现北部和中南

部强、东部弱的特征，并具有一定的固化性，与潜力

空间插值特征相似，较强和强联系的区间集中在武

汉、长沙、新余，而南昌的吸引功能不明显，近 15 年

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均为较弱及以下，中心城市构成

的三角呈现较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状态。
从三大板块之间的联系看，中三角城市群三大

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未得到突破，均属于弱

联系，同类型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协同共生发展格局

尚未形成。根据公式 ( 5 ) 克鲁格曼指数的计算可

知，历年武汉、长沙、南昌 3 个城市之间的克鲁格曼

指数偏低，均在 0． 2 － 0． 4 之间，以 2012 年为例，武

汉与长沙的克鲁格曼指数为 0. 30，武汉与南昌为

0. 21，长沙与南昌为 0． 45，可见三者之间的产业结

构差异化程度不高，不能形成高水平的产业互补联

系，加上南昌经济实力较弱，对要素的集聚能力不

强，交通相对落后，难以与武汉、长沙形成良好互动。
中介城市岳阳、九江、萍乡中，仅萍乡跨板块之间联

系紧密，稳定在强联系状态，起到板块间经济辐射中

介的传递作用，而岳阳只在少数年份与武汉、咸宁有

较弱联系，九江与黄冈、黄石则一直维持较弱联系，

可见中三角 3 大板块之间的融合协同发展格局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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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从三大板块内部经济联系强度与空间布局看，

武汉城市圈中武汉的中心地位凸显，而非中心城市

之间经济联系均较弱，其中荆州与其他城市的联系

始终为微弱状态; 泛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株潭三角中

心结构并不稳定，长沙—株洲、长沙—湘潭城市经济

联系较强，株洲—湘潭一直处于较弱联系状态，而长

沙与益阳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进入 21 世纪后均保持

在强联系状态，这与城市产业互补性有很大关系。
通过公式 ( 5 ) 计算 的 克 鲁 格 曼 指 数 可 知，1998 －
2012 年株洲—湘潭克鲁格曼指数均在 0． 3 以下，长

沙—株洲、长沙—湘潭的克鲁格曼指数在 1998 －
2005 年略有上升，2010 － 2012 年呈下降趋势，而长

沙—益阳克鲁格曼指数 1998 － 2012 年逐渐提高，可

见长株潭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逐渐降低，产业同构

造成的相似性竞争激烈，而长沙—益阳产业差异化

程度逐渐提高，而且交通条件逐渐改善，要素向长沙

极化效应愈加明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联系整

体较松散，仅吉安—新余—宜春三者间联系紧密，经

济区内未形成明显的中心向心性特征，产业专业分

工合作的主导作用不明晰，南昌不能带动其他城市

通过与其构建紧密的经济联系来参与中三角城市群

的合作。

四 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文以 1998 － 2012 年中三角城市群 25 个城市

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实力和产业互补性视角对引

力模型进行修正，利用 GIS 可视化技术，对中三角城

市群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与结构形态的时空演变特征

进行了分析，发现中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程度较

低，经济联系发展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特征: 整体

上，近 15 年来，中三角城市经济联系潜力有所提高，

但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差距逐渐扩大; 城市经济辐射

呈现出明显的两大圈层式结构，其中，以武汉为中心

的圈层较为稳定，以长沙、新余组团的向外扩散圈层

呈现一定的规律伸缩性; 近 15 年基本保持北部和中

南部强、东部弱的空间分异特征。
板块层面，武汉城市圈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

市对外经济联系逐渐增强，泛长株潭城市群则呈波

动上升趋势，三大板块经济联系潜力排序基本呈武

汉城市圈—泛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

梯级差异格局; 各板块内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呈现不

同的空间推移特征，即武汉城市圈城市经济辐射扩

散具有一定的跳跃性，泛长株潭城市群呈现明显的

中心—外围结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由西向东呈带

状递减;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并未形成

向心性发展，与武汉城市圈经济联系较弱，与泛长株

潭城市群有明显的跨区域扩散经济效应，中三角三

大板块之间的集群发展结构尚未形成。
城市层面，近 15 年中三角城市群城市联系潜力

排序呈现出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减弱的分异特征，

且城市在不同梯队间变化较少，梯队内变化较多。
南昌对外辐射带动能力明显低于武汉和长沙，中三

角中心城市之间缺少联系; 新余经济外向辐射效应

逐渐增强，武汉—鄂州、长沙—益阳、株洲—萍乡、宜
春—新余—吉安联系稳定，而上饶对外经济联系发

展非常滞后。
城市经济联系的变化与城市产业专业化水平的

变化具有明显相关性。城市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是

城市之间合作的基础，通过相互间产业互补增强经

济联系，特别是新余—吉安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变

化与两者间克鲁格曼指数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2． 启示

中三角城市经济联系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

性，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差异逐步加大，缺乏城市产业

链联系，辐射能力较强的城市对较弱城市的带动作

用不足。鉴于此，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借助

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发展机遇，加强中三角城市

群整体统筹规划，并充分发挥湘鄂赣产业合作协调

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制定中三角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整合中三角优势资源，对各城市同质产业进行错位

发展，推进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等产

业的市场细分，引导产品差异化开发。同时，要充分

利用“中部论坛”和“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平台，

建立知识、技术、人才共享机制，建设跨区域产学研

联合攻关合作和区域技术创新联盟，形成跨区域产

业集群协调联系新机制，推动中三角城市群跨城市

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中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
由于城际交通的滞后，产业结构互补性较高的

城市间难以形成较强的城市经济联系，因此要加大

基建投资，加强中三角城市群水运、铁路、公路、航空

和管道等多方式运输的有机联通，同时克服地方割

据与同质竞争的基础设施建设局面，围绕武广、京

九、沪昆、昌吉赣等主体客运专线，加快构建以武汉、
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高效“三角形、放射状”城际交

通网络，实现中三角城市群内三大板块之间、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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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多层次快速通

达与无缝衔接，引导产业链的全区域协调布局，进而

增强相互间的联系尤其是跨界联系。
泛长株潭城市群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跨界联系

较多，应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各自比较优势为基

础构建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等多方面合作，特别是

在株洲—萍乡、新余—宜春—吉安稳定的经济联系

基础上，建立跨界投资、税收和土地资源共享机制，

共建跨界产业园区，深入扩散跨界产业合作互补的

辐射影响，形成更大范围的集合式联动与互动发展。
而武汉城市圈与其他两个板块之间的跨界联系尚待

提高，因此要注重发挥岳阳、九江的经济联系中介作

用，完善集装箱、大宗散货、汽车滚装及江海中转运

输系统等现代化港口城市建设，借鉴前港后厂的循

环模式、公司模式等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合港，利用物

资流动，带动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增强对外经济

联系。
从各板块内部城市经济联系问题着手，提升南

昌经济发展水平，加快推进“( 南) 昌九 ( 江) 一体

化”进程，使昌九城镇群成为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发

展的核心增长极，同时重点培育新余，使其发挥更大

辐射带动效应，成为赣西区域中心城市。长株潭城

市群中心结构 3 市之间产业同构性增大，因此要在

城市群内合理构建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特别是

益阳应利用“长( 沙) 宁( 乡) 益( 阳) ”快速通道合理

布局先进制造业的配套产业，承接长株潭先进制造

业的经济辐射。武汉城市圈城市经济联系差异较

大，应强化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示范效

应，进一步优化提升武汉的辐射带动功能，荆州则应

围绕武汉主导产业，主动承接组装、加工、零配件生

产等制造环节，增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
中三角城市群基本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

各城市产业重复建设与低效性明显，不利于城市经

济联动发展。因此，城市之间应推进上下游协作配

合的产业链条建设，促进石化、汽车、钢铁、有色金

属、纺织等产业链条垂直整合，形成中三角城市群跨

城市产业集群集约发展模式; 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过程中，应建立承接产业转移跨区域一体化合作机

制，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形成有梯度的产业转移承接

地，完善城市专业化分工体系; 同时，提升武汉、长株

潭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的影响力，注重发挥

武汉信息和南昌航空等专业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优势传统

产业的协同发展，引导中三角城市群城市间产业的

融合和优化升级。

【Abstract】 This essay modifies the Gravity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trength and industrial complemen-
tarities． It analyzes the evolvement of strength and spatial struc-
ture of economic linkage among cities of central triangle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1998 to 2012 by using the modified Gravity
Model and GIS visu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
nomic linkage of the central triangle urban agglomeration cities
has been on the rise as a whole，bu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ur-
ban economic contact is enlarging with time． In terms of the spa-
tial evolvement，the structure of the linkage basically maintain a
diffusion form of two ring structure separately centered on Wuhan
and the group of Changsha with Xinyu． There appears an overall
stability in the spatial pattern，with north and mid － south higher
and west lower． And there is obvious heterogeneity of the trans
－ boundary linkage among the three parts as Wuhan Urban Cir-
cle，Greater Changsha Metropolitan Ｒegion and Poyang Lake Ec-
ological Economic Zon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cluster
has not yet form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ies among cities in the urban economic contacts
emerges gradually; especially several cities like Xinyu，Yiyang，

Pingxiang perform well among non － center cities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contacts． Based on the results，this essay proposes
some brief policy implication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develop-
ment of central triangle urban agglomerations．
【Key words】 central triangle urban agglomeration; ur-

ban economic linkage; modified Gravity Model; GIS visualiza-
tion; Spatio － temporal evolvement

注释

① 均值为各城市 1998 － 2012 年城市经济联系潜力值的 15 年均

值。

② 整体均值为中三角城市群各年所有城市经济联系潜力的均值。

③ 整体极差为中三角城市群各年城市经济联系潜力中最大值与最

小值的差。

④ GIS 软件中自然间断点分级是基于数据中固有的自然分组，能

对分类间隔加以识别，可对相似值进行最恰当地分组，并可使各

类之间的差异最大化，以便于观察城市经济联系潜力的空间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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