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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演进与主体功能区建设
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张建新

（长安大学 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城市功能演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焦点，以陕西省为例对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城市功

能的演进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在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应推动城市由部门专业化向功能专

业化转型，强化城市的创新和辐射功能，完善城市网络，充分发挥城市的组织带动作用；同时提出城

市功能调整的实施路径：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建立“学习型城市”、加强城市协作、树立尺度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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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

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四类主体

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最

终实现公共服务的空间相对均等和区域均衡发展。

主体功能区划分，是中国区域开发理论和实践的有

益创新与尝试，是在总结国内外区域发展经验和教

训的基础上探索的一种可持续的空间开发模式。建

设不同尺度的主体功能区，是中国在新时期构建和

谐社会解决无序开发、环境恶化等各种区域发展问

题的有效途径［１２］。

城市是经济社会活动开展的地域依托，也是区

域的重要组成要素，在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方

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３］。不同时期城市功能的转

型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认为：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功能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正确地认识城市功能转型问题对城市化战略、区域

协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４］。如何确立新的空间发

展背景下城市的功能演变模式成为有待思考的问

题。基于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意义的认识，文章以陕

西省为例，对主体功能区建设与城市功能演进协同

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一、陕西省空间发展特征

（一）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地缘经济优势十分

明显；全省横跨三大气候带，陕南为湿润区，关中为

半湿润区，陕北为半干旱区，南北气候差异较大；

２００７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３７４８万人，自然增长率

为４．０４‰，ＧＤＰ总产值为 ３８００亿元，增长率为

１２．６％。近年来，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得到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关

中地区，随着西咸一体化和关中—天水经济圈建设

的展开，已经成为了陕西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区域经

济增长点。



（二）空间发展格局

陕西省不仅自然属性南北差异较大，而且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南北差异也十分明显（表１［５］），从综

合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

展潜力来看，陕西省在发展空间上呈现为关中、陕

北、陕南三大地带的空间发展格局。

表１ 陕北、关中和陕南经济社会因素比较

地区
人口／

万人

面积／

ｋｍ２
ＧＤＰ／

亿元

人口密度／

（人·ｋｍ－２）

城镇化

水平／％

ＧＤＰ增

长率／％

关中 ２３４２ ５５５８７ ２４９３ ４１９ ４０．１ １０．６

陕北 ５６０ ８０２９０ ６９２ ６７ ３１．９ ２０．１

陕南 ８９１ ６９９２９ ４５５ １２２ ２７．９ ８．４

　　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功能来看，关中地区资源

环境承载力较高，发展基础好，科技实力雄厚，创新

能力强，成为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地带，

为陕西省的主导发展区，城市功能应突出扩散和带

动作用；陕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能源矿产资源丰

富，是国家和陕西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然而该地

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资源环境承载力较低，为协调

发展区，其城市功能应突出点状带动，引导区域重点

发展；陕南地区水资源丰富、生物种类具有多样性特

征，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

为协调发展区，城市应该采用点状集聚、联动发展的

经济发展模式（图１）。

（三）空间发展战略定位

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出发，陕西省

应在兼顾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

前提下，使公共服务在空间上均衡分布，不仅可以实

现区域内部各要素能和谐共生，还可以实现与外部

空间良性互动。基于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导向［６］，在追求区域均衡发展的过

程中，陕西省应以构建良好的区域协作机制和畅通

的信息共享平台作为切入点，推动城市功能创新与

演变，以期促进陕西省三大地带之间的协调发展，最

终形成开放互动的区域网络空间［７］。

二、新背景下城市功能演变趋势

　　针对陕西省三大地带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

提出地域特色鲜明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８９］，然

而，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协调已成为区域发

展的主题，城市功能也随着区域的发展呈现以下演

图１　陕西省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示意
变趋势。

（一）推动部门城市转型

陕西省城市功能的部门化和专业化特点突出，

是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制约城市作用发挥的重要

瓶颈，与主体功能区类型化和差别化的区域发展理

念相悖，不利于城市辐射作用的发挥。功能区域化

能使城市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进行合理定

位、确定有效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在优化

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两类开发区域中，城市应充分

发挥其辐射作用，从而有效推动产业经济和社会活

动在区域内的开展，明确其生产和发展推动功能；在

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２个限制类区域中，城市

应进行重点发展和点状带动，不断完善其对区域的

生活与公共服务保障功能。

（二）转变城市创新与扩散模式

扩散与带动作用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源的

创新是推动区域发展演化的重要动力［１０］。城市创

新和扩散效应不明显，协作创新能力弱，是陕西省区

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推动单一城

市扩散源向多城市扩散源协作创新演进，是促进城

市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加强多个城市扩散

源协作创新，既有助于城市间发展优势的整合，也有

助于区域在特定主体功能背景下选择适宜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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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活动等，而且还可以避免由于单一城市功

能片面性造成的难以涵盖所有区域发展内容的

弊端。

（三）重视城市联动协作

陕西省三大地域带之间自然和经济社会因素差

异较大，同时由于行政隔离造成的城市“孤立发

展”，城市辐射范围与行政管辖范围错位明显，城市

协作能力差。国内主体功能区划为了保持区域主体

功能的完整性，坚持适度突破行政区划的原则，城市

间的联动发展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在城市

联动发展过程中，各城市应根据所在区域的主体功

能属性确定职能分工，有效引导人力、资金、信息、技

术等资源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在各类主体功能区域

间的转移，使区域开发密度与区域发展潜力和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从而促进区域间和谐发展和区

域主体功能完整性的实现。

（四）完善区域城市网络

综合陕西省的整体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来

看，构建合理的要素流动机制和完善的城市网络，是

城市间自我组织发展的前提，可以消除城市间被动

组织发展的缺陷。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

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空间格局的形

成是一个过程，各区域要实现由“现状区域”向“主

体功能区”的平稳过渡。城市网络的构建和完善，

可以为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基本的空间

框架，在此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点、发展

轴带，确定区域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次序，同时依据主

体功能区的空间发展战略，完善各“发展点”和“发

展轴带”间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保障各区域向

主体功能区的顺利过渡。

三、城市、区域协同发展

战略与实施路径

（一）明确区域功能定位，确定城市

整体战略

科学辨识区域的主体功能，进行主体功能区域

划分，明确特定主体功能下城市的功能，确定城市的

整体空间发展战略。其中，西安、宝鸡、咸阳、铜川和

渭南等关中城市，应在对其发展潜力和发展条件科

学分析的基础上，强化其生产和创新功能，同时对其

腹地有选择性地进行重点带动；陕北地区由于资源

环境承载力低，不宜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延安、

榆林应在维持现行开发格局的基础上，慎重对待生

产功能的扩散，加大服务功能建设；陕南地区资源环

境承载力较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其城市发展

强化服务功能。

（二）建设学习型城市，实现区域变

通发展

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加强对城市“学习能力”

的建设，提升城市的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城市

发展的主动性，实现城市的自我发展。陕西１０个城

市中，西安市综合创新和发展能力最强，是陕西省一

级城市发展“扩散源”，因此西安市应继续加强对技

术、产业等活动的创新，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其余９个城市，应根据所在区域

的主体功能属性，对区域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进

行调整，实现区域综合意义上的变通发展。

（三）加强城市协作，促进区域整合

陕西省应从有利于人才、资金、产业、信息等区

域要素流动的角度，加强城市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

施建设，并建立合理的政策保障机制；树立整体区域

发展观，对限制类开发区域较多的陕北、陕南地区，

应注重在开发类区域中选择异地发展的空间平台；

以城市协作为契机，整合区域资源、区域市场、经济

活动，形成合理的经济活动分布格局和协作体系。

（四）树立尺度理念，完善不同尺度

间城市功能的协调

进行多尺度的城市与区域协作，有助于在不同

区域范围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陕西省在主体功

能区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加强关中城市群建设，完善

西安都市圈的各项功能，在此基础上推动关中—天

水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实现与甘肃省际间的

协作，保障区域主体功能的完整性；在陕西省三大地

域带的协作过程中，加强延安市、榆林市与关中城市

群的资源要素和产业合作，加强商洛、汉中、安康与

关中城市群的协作与融合，进而促进关中与陕南的

协作；此外，应对西安和关中城市群在国家尺度范围

内进行合理定位［１１］，以增强其在更高层次区域活动

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推动主体功能区在更大范围

内的形成。

四、结　语

　　（１）主体功能区建设是中国新时期更新国土空

间管理模式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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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调整城市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功能演变是中国

转型期合理区域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保障。

（２）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的城市功能调整，与

基于行业和产业转变的城市功能调整不同，主体功

能区应加强对城市创新和“源”功能的培养，增强城

市的组织和带动能力，避免因单一依赖城市行政功

能而造成的区域被动发展现象出现。

（３）城市的联动发展和尺度观念，也是主体功

能区建设中城市功能演进的考虑重点，应着重构建

合理的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同时，加强省际间、甚至

全国层次上的城市功能协调，实现不同区域尺度上

城市与区域的协同发展。

（４）由于区域发展的地域性特点，在城市功能

演进的调整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和经济

社会条件，对其演进模式和发展路径进行适时调整，

以增强城市功能调整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实现城市

和区域的协同演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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