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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都市圈的形成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路径!通过产业共生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关键!通

过产业集群促进大都市圈形成的切入点是城乡一体化!大都市圈产业集群有利于新型工业化有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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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区域开发过程中#区域

大都市圈的形成)产业集群)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

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时并举#然而#理论界还未系统研

究这五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力图探索上述五者

的关系#以为区域新的开发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一
!

形成大都市圈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路径

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表明#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

中#围绕经济中心城市崛起大片城市群#这一经济中

心城市就是所谓的大都市&从实证来看#当英国处

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时#崛起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大

片城市群#这就是著名的大伦敦都市经济圈,随后#

出现了法国大巴黎都市经济圈#德国莱茵(鲁尔盆

地等几大片都市经济圈&当美国主宰世界经济时#

出现了东北部沿海经济圈)大纽约经济圈)五大湖经

济圈)洛杉矶(旧金山经济圈和达拉斯(休斯顿经

济圈&亚洲的日本也产生了大东京经济圈等&上述

事实说明#一个区域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大都市圈$经

济板块%的竞争力&显然#我国西部一体化的关键在

于形成若干有竞争力的大都市圈#通过不同区域的

大都市圈形成区域之间的竞争#进而实现区域平衡

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都市圈的内涵与特征中

窥见一斑&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的大都市圈!又

称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概念#法国经济学家布德

维尔则将大都市圈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既

有文献看#普遍认为大都市圈指以一个或多个中心

城市为主导#带动周边的众多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

不同规模)不同位势的城市在城市群内实现资源共

享)联动发展)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大都市圈格局

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心城市为极点!枢纽"#众多城市

为节点#连点成线#串线成网#共谋发展&大都市圈

发展模式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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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约束#各行政区之间可以由原来的相互封闭走向

相互开放#由恶性竞争走向互利合作#由单赢走向多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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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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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应是'由

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

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

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

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

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

有效管理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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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认为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考察#$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

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

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

域*

!

+

&由此#$城市经济圈%的三大要件或特征是'第

一#有一个首位度较高的城市经济中心,第二#有若

干腹地或周边城市,第三#中心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

系紧密#具有$极化(扩散%效应&

由区域一体化与大都市圈的内涵可知#大都市

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一体化过程#在我国发展

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大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一体

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因此#区域一体化#不是

立即实现区域内的空间发展完全均等化#而是以区

域内现有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城市

群#在城市群内率先实现城乡制度上的公平化)产业

分工上的互补化)公共产品享受上的平等化&这就

首先要形成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核心

城市是极点&城市群或大都市圈作为区域内的经济

增长极一旦形成#则可通过其溢出效应对周边产生

影响与辐射&因此#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的形成是区

域一体化的重要路径&

二
!

通过产业共生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在大都市圈内#一般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容易实现产业的空间集群#并形成产业的互补发展

格局&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联或关系称为产业共生

关系#相互关联的产业就成为产业共生体&一般而

言#产业之间共生关系可以用以下矩阵加以描述&

从图
D

矩阵可以看出#产业共生包括三个方面

的内容'如果产业
C

与产业
X

能够从对方的存在中

获得净收益
0

和
U

#则两个产业处于$相生%状态,如

果一个产业存在对另外的产业没有好处#即净收益

是
)

#则两个产业处于$中性%状态,若一个产业的生

长对另外的产业有害#即净收益为负#则处于利己不

利人的$相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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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共生矩阵图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总是力求产业处于$相

生%状态#至少也要处于$中性%状态&产业间共生机

制的运行一般有多种模式#但不管哪一种模式#人们

都会密切关注#并尽力使产业间的共生关系处于$相

生%状态&下面是产业相生模式的主要类型'

D̂

市场分工型!图
(

"&市场分工型是产业共生

关系中十分普遍的形式&它源于分工产业之间内在

的紧密联系&上游产业)中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存在

紧密的购销关系#它们之间的关联称为产业链关联#

$共生共荣%是其生存规律&新型工业化要求#产业

链之间的完整与互补#实现产业链在空间上的优化

配置#进而取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市场分工模

式正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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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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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型!图
!

"&变废为宝型是典型的循

环经济模式#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实现模式&

该模式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把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品

加以充分利用#使其成为其它企业生产时的有用资

源#从而节约资源的使用#增加投入的产出效率&这

恰好是新型工业化的最为基本的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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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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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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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启迪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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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区域内#许多产

业虽然不存在购销关系#也不存在一般的直接意义

上的互补&但许多产业在集中与扎堆时#可以存在

间接的促进作用&如果一个企业或产业出现了较大

的创新#节约了成本或资源#而其创新的理念)创新

的过程)创新的机会把握)创新的思路等等可以对其

它企业或产业形成启发&创新的扩散#则引起新的

创新#从而加速集成创新的步伐&新型工业化#要求

源源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当制度创新

促成产业进步的效应衰减时#则要求技术创新步伐

跟上#从而促成工业化的持续进行&当技术创新促

进产业增长的效应衰减时#则要求制度创新接力技

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持续增长的源动力&因此#思

想启迪型是促成产业间接$相生%的典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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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启迪型

显然#产业在一个区域共生可以推动大都市圈

的形成#因为大都市圈需要以产业集群发展为核心&

如果一个城市群的崛起#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或者

产业之间难以共生#则产业迟早要$虚化%&这就是

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而$产业空心化%必然导致正

在形成的大都市圈夭折&因此#促进准大都市圈内

产业共生#就成为关键命题&

三
!

产业集群促进大都市圈形成的切入点

区域一体化进程#要求通过准大都市圈内城乡

一体化#促进大都市圈的最终形成#区域一体化可以

通过大都市圈解决$经济板块%缺失难题&也就是

说#区域均衡主要是通过$板块经济%之间的竞争实

现#而经济板块形成的最佳载体是大都市圈&因为#

大都市圈内城市密集#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对周边的

辐射力强#其经济实力也能支撑大都市圈内的公共

产品供给,另外#大都市圈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保证

希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客观上讲#从区域来看#我国

落后区域#比如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成形的大都市

圈&目前#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等西部都市圈尚

处于形成阶段#其城乡二元分割状态十分明显&

从产业发展与大都市圈的形成来看#城乡二元

分割存在正反两面性&一方面#城乡分割有利于大

都市圈的形成&因为#农村落后#农村产业报酬低#

可以直接推动大量农民进城#促使大量的农村资本

向都市集聚&而且#从西部来看#大量的外出务工农

民一部分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另一部分则进入了

本区域特大城市&因此特大城市及其延伸区域的城

镇#将是资本)劳动力)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这有

利于产业集群与大都市圈的形成&另一方面#城乡

分割长期存在#必然导致$双重困境%&一是#大量农

民进城后难以在城市生根#被培养出来的大规模产

业工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市#他们是城

市的建设者#是财富的创造者#然而#由于制度因素

与自身因素的缺陷而被城市边缘化#在城乡分割体

制下#他们不容易被城市所接纳&二是#在城市长期

从事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对农村生活存在着

诸多抵触情绪#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教育)医疗)购物

以及其它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大滞后于城市&在农村

交通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农村产业报酬与就业机

会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选择滞留城市#尤其是

机会更多的大城市&

$双重困境%与$双重边缘化%#导致资源极大浪

费&从长期来看#大量的农民工已是成熟的产业工

人和社会的巨额财富&如果他们长期被城市边缘

化#既不公平#也难以体现效率#整个社会将出现公

平与效率的双重损失&另外#大量成熟的产业工人#

由于缺乏城市化的必要保障#普遍存在着$两手准

备%的情况'一是在乡村修楼建房#二是在城市努力

赚钱#并期望被城市接纳&这实质是社会资源的极

大浪费#是社会资本的极大耗散&

区域大都市圈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大量成熟的

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大量成熟的产业工人又未被予

以公平地对待#出现人力资源浪费现象在所难免&

因此#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通

过城市群的建立)产业的集群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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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产业工人的转

化#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化#并为他们提供发展

空间与平台&因此#在准大都市圈内率先实现城乡

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

城乡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之间产业报

酬与收入的自然均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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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公共产品享受公

平#实现产品与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对流&这

就要求在率先实现城乡交通一体化的基础上#破除

横亘于城乡之间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间不公平

的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可

以这样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通过区域硬件设施的完善#以及消除城

市与乡村之间各种制度障碍等措施#促进生产要素

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对流#确保城乡产业报酬基本

均衡)公共产品享受均衡#实现城乡互补#城乡平等

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

&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措施

能保障大量农民工演变为城市新居民#成为城市群

产业工人的主体#保障城市群工业化的有序推进&

不言而喻#准大都市圈内城乡一体化#是促成大都市

圈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区域一体化的切入点与突破

口,而城乡一体化过程本身也是区域一体化的过程&

四
!

大都市圈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有效布局

城市群或大都市圈内城乡一体化后#可以实现

区域内产业合理分工&这是因为#新型工业化所需

要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瓶颈能得以有效解决&

城乡一体化#要求城乡间交通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

化)城市建设一体化)城乡管理一体化)户籍管理一

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双向化&当基础设

施)制度建设一体化后#工业资本布局空间就有了更

大的选择余地#资本不再是单纯地由农村流向城市#

而是依据产业报酬的高低#双向流动&

新型工业化要求产业在空间上合理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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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需要产业集聚#产生集群效应)规模效应#形成区

域空间上的成本$洼地%#而大都市圈内城乡一体化#

正好能为产业集中)集群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与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大都市圈内资源约束得以解

决#企业扎堆#产业共生#可以为新型工业化的技术

进步)管理创新)产业优化配置等提供大量成本低廉

的资源#并为产业布局提供最佳配置空间&

产业共生模式理论说明#一个产业共生于一个

区域#可以对区域内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从管理)技

术上产生思想启迪#有利于为共生企业提供最佳的

创新环境#从而保障资源节约型技术)污染处理技

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创新频率提高)创新周期缩

短)创新成本降低)创新风险减小#进而推动各个产

业在同一区域共同发展#并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这

就是产业共生的外部正效应&新型工业化就是要实

现产业共生与企业扎堆#实现产业集群#形成成本优

势)核心竞争力优势)创新优势#从而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提高效率&新型工业化#尤其是要求优势资源

能得以充分利用的技术能够快速进步*

GWH

+

&准大都

市圈内产业的集中)集约与集群发展#一方面可以推

进大都市圈的形成,另一方面#可以为新型工业化提

供成本优势)制度优势与创新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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