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蔡之兵(１９８８—)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

与区域理论ꎻ张可云(１９６４—)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ꎬ国家规划专家委

员会委员ꎬ北京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ꎬ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关系与区域政策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１９９ 期ꎬ２０１４. １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１２ Ｄｅｃ. ２０１４

中国标准区域体系划分研究

○ 蔡之兵ꎬ 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标准区域是区域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ꎬ对于保证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对现有区域政策选择作用区域方式所存在的不足以及区域政策的实

践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ꎬ通过构建包含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三方面

信息的区域相似指数ꎬ并利用不同种类的区域相似指数对我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域和

３３０ 个地级市的区域相似指数进行测算ꎬ在此基础上按照标准区域的两个基本标准:地
理临近和区域同质性标准将中国省级地区和地级市地区分为两级标准区域:２２ 个省级

标准区域(ＣＳＲ１)和 １３８ 个市级标准区域(ＣＳＲ２)ꎮ 最后结合本文研究结果以及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实践过程指出了未来中国标准区域体系的完善方向ꎮ
〔关键词〕中国ꎻ标准区域ꎻ划分标准ꎻ省级标准区域ꎻ市级标准区域

一、引　 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ꎬ区域差距是普遍存在的一种问题ꎬ除了依靠区域自身努

力去解决这种普遍存在的区域差距问题外ꎬ对于上级政府而言ꎬ最常见也是最有

效的途径莫过于实施区域政策ꎬ在世界各国及我国区域发展实践过程中存在大

量的因为实施区域政策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例子ꎬ但是同样存在很多实施了

区域政策而没有达到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目的的例子ꎬ导致这种区

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不同ꎮ 影响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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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ꎬ详细的讨论见蔡之兵(２０１４)ꎮ〔１〕 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区域政策的作

用区域这一点上ꎮ
本文的主要结构为:第二部分对现有区域政策选择作用区域方式所存在的

弊端进行分析并对划分标准区域的概念及作用进行分析ꎻ第三部分则对国内外

划分标准区域的标准和原则进行回顾ꎬ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划分标准区域必须

遵守的标准和原则ꎻ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标准区域的具体划分过程及结果ꎻ第五部

分是对未来标准区域划分工作的展望ꎮ

二、现有区域政策选择作用区域方式的不足及标准区域的作用

选择作用区域是实施区域政策的第一步ꎬ作用区域的选择合适与否对于区

域政策最终的实施效果会产生重大影响ꎬ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作用区域是保障

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一环ꎮ
(一)现有区域政策选择作用区域方式的不足

以我国国家层面的区域政策而言ꎬ我国目前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政策的作用

区域是东部、西部、中部以及东北部四大区域ꎬ这四大区域的选择依据主要来自

于区域的地理位置不同ꎬ这种区域政策的实施方式存在如下四方面缺点:
第一ꎬ将四大区域作为我国区域政策实施对象说明四大区域间的差异已经

被广泛承认ꎬ但是在四大区域内部ꎬ不同省份间的差异同样巨大ꎬ如东部地区的

北京与河北、西部地区的四川与青海等ꎮ 因此在面积如此之大的中国只划分出

四个区域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是无法保证每个省份都能够得到符合自身实际

情况的区域政策待遇从而最终影响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ꎻ
第二ꎬ仅仅根据地理位置来决定区域政策的实施对象无法实现作用区域的

利益最大化ꎮ 区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过程ꎬ不同区

域间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差别或相似ꎬ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自然禀赋、文化

传统等各个方面都会存在差异或相似的地方ꎬ如果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只考虑区

域的地理位置并以此指定统一的区域政策ꎬ很有可能会导致区域政策的效果难

以保障ꎬ如中央政府虽然针对地理位置相似的中部六省出台了中部崛起战略ꎬ但
是该战略是否很好的体现了中部六省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及各自对区域政策的不

同偏好是值得考虑的ꎻ
第三ꎬ我国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是四大区域ꎬ而具体的政策待遇和落实则必

须由省级地区来实施和推动ꎬ然而由于缺乏标准区域的概念ꎬ省级地区在根据区

域政策制定自身区域发展战略时只能采取全省统一政策的或按照不同地级市实

施区域政策的做法ꎬ由于地级市间存在的巨大差异ꎬ这种做法同样会影响区域政

策在现实情况中的作用效果ꎻ
第四ꎬ选择四大区域作为我国区域政策的实施对象会限制区域合作的发展ꎮ

一方面不同区域在行政归属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导致区域间的冲突尤其

是对于那些位于两个或多个不同行政区边界的地区ꎬ另一方面ꎬ行政归属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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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使得绝大部分地级市区域都试图选择“向内合作”而不考虑“向外合作”ꎮ
上面这几种不足虽然是以我国国家层面的区域政策为例进行分析的ꎬ但是

在不同级别的区域政策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ꎮ 因此ꎬ必须对区域政策的作用区

域进行研究ꎮ
(二)标准区域的作用

标准区域指的是名称被标准化并被编码的、范围相对固定的ꎬ作为区域政策

和规划制定基础的多级规划区域ꎮ〔２〕标准区域的划分是区域政策实施和管理过

程的前提和基础ꎬ是保障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ꎮ 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诸多

国家都对自身区域进行了标准区域划分ꎮ １９７７ 年ꎬ美国经济分析局(ＢＥＡ)将美

国全国划分为 １８３ 个标准的经济地区(ＥＡ)ꎬ后来经过调整变为 １７９ 个标准的经

济地区ꎻ而欧盟的 ＮＵＴＳ(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标准区域

划分案例则更为经典ꎬＮＵＴＳ 是由欧洲统计局建立ꎬ旨在为欧盟提供独一无二和

统一的区域单元划分ꎬＮＵＴＳ 按照区域规模的不同ꎬ将欧盟划分为 ９８ 个 ＮＵＴＳ１
区域ꎬ２１３ 个 ＮＵＴＳ２ 区域ꎬ１０９１ 个 ＮＵＴＳ３ 区域并随着各国的行政区划调整而实

时更新ꎮ 欧盟的 ＮＵＴＳ 体系在区域统计资料收集与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

题研究以及为欧盟构建共同的区域政策提供基础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ꎮ 因

此ꎬ标准区域的划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管理都是必要的ꎬ对于

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存在明显差异的中国更是如此ꎮ 具体而言ꎬ标准区域具有

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ꎬ标准区域的划分使得识别区域发展问题更为容易ꎮ 实施区域政策的

第一步就是识别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这也是区域政策出台的原因ꎮ 区

域发展问题一般包括三种:萧条病、膨胀病以及落后病ꎮ 在没有划分标准区域之

前ꎬ区域政策的作用区域面积较大ꎬ如我国四大区域都包括数个省份ꎬ对于面积

如此之大的一个区域而言ꎬ识别区域发展问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ꎮ 以

东部地区为例ꎬ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四大区域中的发达区域ꎬ但是在东部地区中

也存在落后地区ꎬ同样ꎬ西部地区是我国的欠发达区域ꎬ但是在西部地区同样存

在发达地区ꎬ这种现象不仅在四大区域层次上存在ꎬ实际上即使是在一个省、一
个市甚至县的层面上同样存在ꎬ如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之一ꎬ
但是江苏省的 １３ 个地级市同样有发达地区如苏州市和欠发达地区如宿迁市之

分ꎬ同样在一个县的管辖范围内ꎬ也存在富裕和贫穷乡镇之分ꎮ 因此传统的选择

区域政策作用区域的方式难以准确识别区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ꎬ而标准区

域由于划分较细(国外标准区域能够划分到乡镇一级)ꎬ所包括的地域面积较

小ꎬ同时由于在划分标准区域的过程中遵守了同质性要求ꎬ标准区域内部的同质

性较高ꎬ不会出现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现象ꎮ 这两点使得标准区域的区域发展

问题比较容易识别ꎻ
第二ꎬ标准区域的划分使得区域政策实施过程更为容易ꎮ 区域政策的整个

流程应该包括问题识别、政策制定、政策实施以及政策评价四个阶段ꎬ而对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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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而言ꎬ政策实施这一步骤最为关键ꎮ 区域政策的实施需

要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不同管理职能的部门的密切配合ꎬ区域政策的级别越

高ꎬ参与的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就越多ꎬ政策的实施难度会因为必须考虑和协调

更多不同参与方的利益而加大ꎮ 同时如果没有划分标准区域ꎬ每一次制定出来

的区域政策所作用的区域都是不确定的ꎬ所以每一次区域政策都必须根据作用

区域的实际情况和不同属性采取完全不同的作用方式ꎬ这不仅加大了区域政策

实施的难度ꎬ同时也给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带来了不确定性ꎮ 当标准区域划分

后尤其是当标准区域被划分到很小的行政单元时如划分到乡镇级别时ꎬ一方面

区域政策的具体实施难度会下降ꎬ因为标准区域的行政级别越低ꎬ规模越小ꎬ所
涉及的部门就越少ꎬ实施的阻力就会降低ꎬ另一方面当标准区域划分后ꎬ区域政

策的作用对象实际上就从最底层被确定了ꎬ无论区域发展过程遇到什么样的问

题ꎬ区域政策的作用区域始终是在标准区域或者是由标准区域组成的区域ꎬ这极

大地降低了区域政策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ꎬ能够为面对不同区域问题的区域政

策构建一套比较固定的政策实施机制ꎬ提高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ꎻ
第三ꎬ标准区域的划分使得区域政策的目的更为单一ꎮ 区域政策旨在缩小

区域差距和保持区域发展ꎬ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ꎬ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ꎬ区
域政策还会被赋予其它不同的政策目的ꎬ以中国区域政策为例ꎬ西部大开发政策

虽然旨在提高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ꎬ但是其中也隐含通过更好地开发西部

使得西部的资源能够更好地为东部地区所用的意图ꎬ而中部崛起政策虽然是为

了解决中部塌陷而出台的区域政策ꎬ但是其中仍然含有发展中部使其能够承接

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目的ꎮ 虽然区域政策包含多重目的和意图并不一定会损

害区域政策的目的ꎬ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多目的的区域政策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

收益ꎬ但是一方面附带过多的政策目的会使得区域政策由于多方发力而导致最

终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ꎬ另一方面由于区域政策的不确定性ꎬ同时考虑到作用区

域的不确定性ꎬ在区域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不同区域为追求利益而进行的

寻租现象ꎮ 而当标准区域划分后ꎬ一方面ꎬ区域发展问题比较容易识别ꎬ另一方

面ꎬ由于标准区域的规范性和固定性ꎬ区域政策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很容易监

督ꎬ区域政策的目的也必定会比较直接和单一ꎬ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区域政策的实

施效果ꎮ

三、标准区域划分的相关方法研究

区域划分理论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中叶ꎬ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

(Ａ. Ｈｅｔｔｅｎａ)对“区域”做出如下界定:区域是形态上内部性质相对一致而外部

差异性最大的地表连续的地段或状态ꎬ根据这一标准划分的区域是均质区

域ꎮ〔３〕１９３３ 年ꎬ克里斯塔勒(Ｗ. 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提出了“中心地理论”ꎬ从而奠定了结

点区域论的基本内容ꎬ结点区域是城镇与其周围腹地在不对称的相互作用中形

成的地域系统ꎬ它关注区域行为或功能ꎬ又称为功能区域ꎮ〔４〕 均质区域和节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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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划分方法自从被提出来后迅速成为区域划分的主要方法ꎬ这两种区域划分

方法多考虑区域的地理形态ꎮ 随后福西特(Ｆａｗｃｅｔｔꎬ１９１９)在对英国进行省级标

准区域划分的时候提出如下详细的划分标准:省级界限的划定应该避免隔断现

有居民或企业之间的联系、每个省都应该有一个中心、有最低限度的人口规模、
不能出现规模庞大到足以支配两个省的区域、界限应该尽量与大山、大河等分水

岭重合、区域组合应该充分考虑区域内居民的特点如不同民族、生活习惯、文化

传统等ꎮ〔５〕在此之后ꎬ随着经济发展对区域属性影响的增强ꎬ划分区域也开始逐

渐从经济属性方面进行考虑ꎬ佩鲁(Ｆ. Ｐｅｒｒｏｕｘꎬ１９５０)和布德维尔(Ｂｏｕｄｅｖｉｌｌｅꎬ
１９６８)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ꎮ〔６〕另外ꎬ史密斯(Ｂ. Ｃ. ｓｍｉｔｈꎬ１９６５)则提出标

准区域的划分必须考虑行政可行性ꎬ必须满足包括区域规模较大、必须包含主要

通勤者的腹地、必须包含人口聚集区、具有能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支持的人

才、必须考虑地形等五个要求ꎮ〔７〕 我国目前有关标准区域划分的相关研究比较

少ꎬ周起业(１９８９)提出在划分我国一级标准区域也就是省级标准区域时必须按

照如下三大基本原则进行:区域划分必须满足国家区域分工的需要、划分的标准

区域应该由中心城市与其腹地结合而成、划分区域的界限应该尽量与行政区域

界限一致ꎮ〔８〕张可云(２００４)则指出标准区域的划分必须遵循同质性和内聚性两

个基本原则ꎮ〔９〕陈汝影等(２０１１)则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地级行政区进

行了简要的标准区域划分ꎮ〔１０〕除此之外ꎬ学界对于国土规划、土地利用及主体功

能区划等多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ꎮ〔１１〕

通过上述分析ꎬ可以发现区域间的同质性是划分标准区域的重要标准ꎬ这种

同质性包括区域多方面的属性要求ꎬ因此在划分标准区域时应该考虑包括地理、
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等多方面的属性信息ꎮ 本文将结合现有划分方法以及中国

的实际情况尝试对我国标准区域进行划分ꎮ

四、中国标准区域体系(ＣＳＲ)构建

上文对我国区域政策选择作用区域方式的弊端进行了分析ꎬ并指出了划分

标准区域对我国区域政策实践的重要意义ꎬ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中国标准区域划

分体系ꎮ
(一)中国标准区域划分标准

根据现有标准区域划分标准ꎬ本文提出了地理临近和区域相似的选择和评

价标准对我国区域进行标准区域划分ꎮ
第一个标准:地理临近标准ꎮ 地理临近标准指的是本文在划分标准区域时

必须满足的第一条件ꎬ这也是美国 ＢＥＡ 划分经济地区和欧盟划分三级 ＮＵＴＳ 区

域时采取的标准ꎮ 之所以必须以地理临近为第一选择标准ꎬ一方面是为了保证

标准区域在地理空间上的无缝契合ꎬ另一方面相邻区域相比于地理上割开的区

域更容易进行合作ꎮ 表 １ 是我国省级行政区的相邻情况ꎬ其中出于统一性的考

虑ꎬ表 １ 也将海南省、港澳台放入其中ꎬ但是由于这几个地方都是海岛ꎬ不与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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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相邻ꎬ故可以单独设立标准区域ꎮ 表 ２ 是处于我国省级行政区交界地方的

地级市分布表ꎮ 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级行政区ꎬ地级行政区的类型包括有

副省级城市如湖北省武汉市、计划单列市如辽宁省大连市、普通地级市如甘肃省

武威市、地区如西藏昌都地区、盟如内蒙古阿拉善盟、自治州如贵州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等不同类型的地级行政区域ꎬ但是不考虑直辖市下面的市区如北京

市朝阳区以及省直管市如河南省济源市这两种类型的行政区域ꎮ 本文在划分中

国标准区域的过程中还将研究各省级行政区所包含的地级行政区ꎬ受限于文章

篇幅以及该数据的易得性ꎬ在此省略ꎮ
表 １　 中国 ３１ 省市自治州地理空间位置

序号 地区 相邻信息 序号 地区 相邻信息

１ 北京 ２、３ １７ 湖北 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２、２７

２ 天津 １、３ １８ 湖南 １４、１７、１９、２０、２２、２４

３ 河北 １、２、４、５、６、１５、１６ １９ 广东 １３、１４、１８、２０

４ 山西 ３、５、１６、２７ ２０ 广西 １８、１９、２４、２５

５ 内蒙古 ３、４、６、７、８、２７、２８、３０ ２１ 海南 无

６ 辽宁 ３、５、７ ２２ 重庆 １７、１８、２３、２４、２７

７ 吉林 ５、６、８ ２３ 四川 ２２、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

８ 黑龙江 ５、７ ２４ 贵州 １８、２０、２２、２３、２５

９ 上海 １０、１１ ２５ 云南 ２０、２３、２４、２６

１０ 江苏 ９、１１、１２、１５ ２６ 西藏 ２３、２５、２９、３１

１１ 浙江 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２７ 陕西 ４、５、１６、１７、２２、２３、２８

１２ 安徽 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２８ 甘肃 ５、２３、２７、２９、３０、３１

１３ 福建 １１、１４、１９ ２９ 青海 ２３、２６、２８、３１

１４ 江西 １１、１２、１３、１７、１８、１９ ３０ 宁夏 ５、２８

１５ 山东 ３、１０、１２、１６ ３１ 新疆 ２６、２８、２９

１６ 河南 ３、４、１２、１５、１７、２７ ３２ 港澳台 无

注: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ꎮ

表 ２　 中国省级地区交界处的地级市地理空间位置

省份 交界地级市 省份 交界地级市 省份 交界地级市

北京 － 河北
廊坊、保定、张
家口、承德

内蒙 － 陕西
鄂尔多斯、榆
林

安徽 － 江西
安庆、池州、黄
山、景德镇、上
饶、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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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交界地级市 省份 交界地级市 省份 交界地级市

天津 － 河北
廊坊、沧州、唐
山

内蒙 － 甘肃

阿拉善盟、酒
泉市、张掖市、
金昌、武威、白
银

安徽 － 山东 菏泽、宿州

河北 － 山西

张家口、保定、
石家庄、邢台、
邯郸、大同、忻
州、 阳 泉、 晋
中、长治

内蒙 － 宁夏

阿拉善盟、石
嘴山、银川、中
卫、 吴 忠、 乌
海、鄂尔多斯

安徽 － 河南

宿州、商丘、淮
北、 亳 州、 周
口、阜阳、驻马
店、信阳、六安

河北 － 内蒙

张家口、承德、
乌兰察布、锡
林郭勒盟、赤
峰

辽宁 － 吉林
铁岭、抚顺、本
溪、 丹 东、 通
化、辽源、四平

安徽 － 湖北
黄冈、安庆、六
安

河北 － 辽宁
承德、朝阳、秦
皇岛、葫芦岛

吉林 － 黑龙
江

白城、松原、长
春、 吉 林、 白
山、延边朝鲜
自治州、哈尔
滨、大庆、齐齐
哈尔、绥化、牡
丹江市

福建 － 江西
南平、三明、龙
岩、 赣 州、 抚
州、鹰潭、上饶

河北 － 山东
沧州、衡水、邢
台、 邯 郸、 德
州、聊城

上海 － 江苏 苏州、南通 福建 － 广东
龙岩、漳州、梅
州、潮州

河北 － 河南
邯郸、安阳、濮
阳

上海 － 浙江 嘉兴 江西 － 湖北
黄冈、九江、黄
石、咸宁

山西 － 内蒙

大同、朔州、忻
州、乌兰察布、
呼和浩特、鄂
尔多斯

江苏 － 浙江
苏州、嘉兴、无
锡、湖州

江西 － 湖南

九江、岳阳、宜
春、 长 沙、 萍
乡、 株 洲、 吉
安、赣州、郴州

山西 － 河南

运城、三门峡、
晋城、焦作、长
治、 安 阳、 新
乡、洛阳

江苏 － 安徽

南京、宣城、滁
州、马鞍山、扬
州、 淮 安、 宿
迁、 蚌 埠、 宿
州、 徐 州、 常
州、无锡

江西 － 广东
赣州、韶关、河
源、梅州

山西 － 陕西
忻州、吕梁、临
汾、 运 城、 渭
南、延安、榆林

江苏 － 山东
徐州、连云港、
临沂、日照、枣
庄、济宁、菏泽

山东 － 河南
濮阳、泰安、新
乡、 菏 泽、 开
封、商丘、济宁

内蒙 － 辽宁
赤峰、朝阳、通
辽、 阜 新、 铁
岭、沈阳

浙江 － 安徽
湖州、宣城、杭
州、黄山、衢州

河南 － 湖北
十堰、襄阳、随
州、 孝 感、 黄
冈、信阳、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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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交界地级市 省份 交界地级市 省份 交界地级市

内蒙 － 吉林
通辽、兴安盟、
白城、四平、松
原

浙江 － 福建
衢州、丽水、南
平、温州、宁德

河南 － 陕西
三门峡、商洛、
南阳、渭南

内蒙 － 黑龙
江

兴安盟、齐齐
哈尔、呼伦贝
尔、大兴安岭、
黑河

浙江 － 江西 衢州、上饶 湖北 － 湖南

恩施、湘西、张
家界、常德、宜
昌、 荆 州、 岳
阳、咸宁

湖北 － 重庆 恩施、十堰 广东 － 广西

清远、贺州、肇
庆、 云 浮、 梧
州、 玉 林、 茂
名、湛江、北海

四川 － 贵州
泸州、遵义、毕
节

湖北 － 陕西
十堰、安康、商
洛

广西 － 贵州
柳州、百色、河
池、黔东南、黔
南、黔西南

四川 － 云南

迪庆、丽江、攀
枝花、凉山、楚
雄、 昆 明、 昭
通、 曲 靖、 宜
宾、泸州

湖南 － 广东
郴州、韶关、清
远、永州

广西 － 云南
百色、曲靖、文
山

四川 － 西藏 甘孜、昌都

湖南 － 广西
贺州、桂林、柳
州、 怀 化、 邵
阳、永州

重庆 － 四川
达州、广安、遂
宁、 资 阳、 内
江、泸州

四川 － 陕西
安康、汉中、广
元、巴中、达州

湖南 － 重庆 湘西 重庆 － 贵州 遵义、铜仁 四川 － 甘肃
甘南、陇南、阿
坝、绵阳、

湖南 － 贵州
湘西、怀化、铜
仁、黔东南

重庆 － 陕西 安康 四川 － 青海
阿坝、果洛、甘
孜、玉树

贵州 － 云南
毕节、六盘水、
黔西南、曲靖、
昭通

西藏 － 新疆
那曲、阿里、和
田、巴音郭楞

甘肃 － 宁夏
中卫、白银、平
凉、固原、庆阳

云南 － 西藏
怒江、迪庆、昌
都、林芝

陕西 － 甘肃

汉中、陇南、宝
鸡、 天 水、 咸
阳、 平 凉、 庆
阳、延安、榆林

甘肃 － 新疆
巴音 郭 楞、 哈
密、酒泉

西藏 － 青海
昌都、那曲、海
西、玉树

甘肃 － 青海

海西、海北、海
东、 黄 南、 果
洛、 甘 南、 临
夏、 兰 州、 武
威、张掖、酒泉

青海 － 新疆
玉树、海西、巴
音郭楞

宁夏 － 陕西 吴忠、榆林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整理而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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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标准:区域相似标准ꎮ 前文已经指出ꎬ划分标准区域的重要标准就是

同质性ꎬ因此不仅需要考虑区域的地理位置属性ꎬ同时还必须对区域的其余属性

进行分析ꎬ有些区域虽然地理上相邻ꎬ但是这些区域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

距ꎬ如果简单地将这些区域归为同一个标准区域并实施相同区域政策可能难以

达到预期效果ꎮ 因此必须对区域间的相似程度进行研究ꎬ本文通过构建区域相

似指数对区域性质进行判断ꎬ区域相似指数的具体测算方法如公式(１)所示ꎮ

ＲＳＩ１ ＝Ｗ１
ＩＣＧＤＰ － ＩＰ１ＧＤＰ

ＩＰ１ＧＤＰ
＋Ｗ２

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ＥＲＹ － ＩＰ１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Ｐ１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３
ＩＣＵＲＰ － ＩＰ１ＵＲＰ

ＩＰ１ＵＲＰ

ＲＳＩ２ ＝Ｗ１
ＩＣＧＤＰ － ＩＰ２ＧＤＰ

ＩＰ２ＧＤＰ
＋Ｗ２

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ＥＲＹ － ＩＰ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Ｐ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３
ＩＣＵＲＰ － ＩＰ２ＵＲＰ

ＩＰ２ＵＲＰ

(１)

其中 ＲＳＩ 为区域相似指数ꎬ该指数主要通过比较两区域的经济发展、产业结

构以及人口结构指标来确定两区域的相似度ꎬ其中经济发展指标用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 表示ꎬ产业结构指标用区域第三产业比重与第二产业比重的比

例来表示ꎬ人口结构指标则用区域城镇化率表示ꎬ其中三种指标在相似指数中所

占权重分别用 Ｗ１、Ｗ２、Ｗ３ 表示ꎬ三种信息的权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取不同值ꎬ

本文设定权重为 Ｗ１ ＝Ｗ２ ＝Ｗ３ ＝ １
３ ꎬＲＳＩ 值在 ０ 和 １ 之间ꎬＲＳＩ 越小表示两区域

的相似程度越高ꎬＲＳＩ 越大则表示两区域间的差异程度越大ꎮ 由于存在多个区

域在地理上相邻的情况ꎬ一个区域可能具有多个区域相似指数ꎬ在这种情况下假

设 ＲＳＩ１、ＲＳＩ２ 分别为研究区域与两个相邻区域 １ 和 ２ 的区域相似指数ꎬ当
ＲＳＩ１ > ＲＳＩ２时表明所研究区域与区域 ２ 更为相似ꎬ反之则表示研究区域与区域 １
更相似ꎮ

本文需要测算三种区域相似指数并利用这三种区域相似指数ꎬ所需要测算

的区域相似指数及其测算方法如下:
(１)相邻省级地区间的区域相似指数 ＰＰＲＳＩꎮ 以湖北为例ꎬ即必须测出湖北

与湖南ꎬ湖北与河南、湖北与安徽、湖北与江西、湖北与重庆、湖北与陕西间的区

域相似指数ꎬ测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ꎻ
(２)省级地区内所有地级市与该省级地区的区域相似指数 ＰＰＣＲＳＩꎮ 以辽

宁省为例ꎬ必须测算出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锦州市、
阜新市、营口市、辽阳市、盘锦市、铁岭市、朝阳市、葫芦岛市与辽宁省本身的区域

相似指数ꎬ测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ꎻ
(３)位于省级地区边界地级市与相邻省级地区的区域相似指数 ＰＮＣＲＳＩꎮ

以河北省为例ꎬ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内蒙古、辽宁省、山东省、河南

省相邻ꎬ因此必须测算出那些位于河北省与这些省份交界处地级市与交界省的

相似指数ꎮ 如河北与山西交界处ꎬ必须测算出河北省的张家口市、保定市、石家

庄市、邢台市、邯郸市与山西省的区域相似指数ꎬ必须测出山西省的大同市、忻州

市、阳泉市、晋中市、长治市与河北省的区域相似指数ꎮ 测算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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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区域的判别方法

当所需的区域相似指数被全部测算出来后ꎬ必须注意由于省级行政区和地

级行政区间存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别ꎬ划分省级标准区域和地级标准区域的思路

和方法是存在差异的ꎮ 具体的标准区域划分标准和方法则根据如下原则进行:
(１)省级标准区域的划分:由于省级行政区域相对较少ꎬ且计算出来的区域

相似指数跨度不大ꎬ在测算出地理空间上相邻省份间的区域相似指数 ＰＰＲＳＩ
后ꎬ将地理上临近且区域相似指数 ＰＰＲＳＩ < ０. １５ 的区域合并为 ＣＳＲ１ 级区域ꎬ海
南以及港澳台地区各自设立为一个 ＣＳＲ１ 级标准区域ꎻ

(２)地级标准区域的划分:与划分省级标准区域的思路有所不同ꎬ地级市数

目众多而且差异较大ꎬ因此划分地级标准区域采取与美国划分经济地区相似的

思路:
首先测算出各省所有地级市的 ＰＰＣＲＳＩꎬ按照地理临近和 ＰＰＣＲＳＩ 指数处于

同一区间的标准将地级市划分为 ＣＳＲ２ 级标准区域ꎻ其次由于存在很多处于行

政边界的地级市ꎬ因此必须测算出这些地级市与所属省份的 ＰＰＣＲＳＩ 与相邻省

份的 ＰＮＣＲＳＩꎬ如果某地级市的 ＰＮＣＲＳＩ < ＰＰＣＲＳＩꎬ那么该地级市则应该与邻省

的地级市按照第一步思路进行标准区域的划分ꎬ反之则依旧在本省范围内进行

标准区域的划分ꎬ具体的指数划分区间为:
将 ＰＰＣＲＳＩ(ＰＮＣＲＳＩ) < ０. ３０ 且地理上邻近的地级市归为一个 ＣＳＲ２ 级标准

区域ꎻ
将 ０. ３０ < ＰＰＣＲＳＩ(ＰＮＣＲＳＩ) < ０. ６０ 的且地理上邻近的地级市归为一个

ＣＳＲ２ 级标准区域ꎻ
将 ０. ６０ < ＰＰＣＲＳＩ(ＰＮＣＲＳＩ) < １ 且地理邻近的地级市归为一个 ＣＳＲ２ 级标

准区域ꎻ
将 ＰＰＣＲＳＩ(ＰＮＣＲＳＩ) > １ 且地理临近的归为一个 ＣＳＲ２ 级标准区域ꎻ
根据上述标准利用地级市相关数据ꎬ本文测算出的不同类型的区域相似指

数如表 ３ －表 ５ 所示ꎮ
表 ３　 中国省级区域相似指数

相邻区域 ＰＰＲＳＩ 相邻区域 ＰＰＲＳＩ 相邻区域 ＰＰＲＳＩ 相邻区域 ＰＰＲＳＩ 相邻区域 ＰＰＲＳＩ

京津 ０. ２５０ 蒙陕 ０. １７０ 皖鲁 ０. ３５２ 湘粤 ０. ３４０ 川甘 ０. １２７

京冀 ０. ４５４ 蒙甘 ０. ３１５ 皖豫 ０. １４６ 湘桂 ０. １１４ 川青 ０. ０９０

津冀 ０. ３２８ 蒙宁 ０. ２５４ 皖鄂 ０. １９５ 湘渝 ０. １４３ 黔滇 ０. １５７

冀晋 ０. ０４４ 辽吉 ０. １０９ 闽赣 ０. ２５４ 湘黔 ０. ３１２ 滇藏 ０. ３６６

冀蒙 ０. ２４７ 吉黑 ０. ０７４ 闽粤 ０. １０９ 粤桂 ０. ２８１ 藏青 ０. ４４７

冀辽 ０. ２１３ 沪苏 ０. ２７８ 赣鄂 ０. ２１３ 桂黔 ０. ３３８ 藏新 ０. ４４７

冀鲁 ０. １６２ 沪浙 ０. ３４７ 赣湘 ０. ２００ 桂滇 ０. １５２ 陕甘 ０.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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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豫 ０. １４７ 苏浙 ０. ０３２ 赣粤 ０. ５８４ 渝川 ０. １２３ 甘青 ０. ２５３

晋蒙 ０. ２９０ 苏皖 ０. ２９２ 鲁豫 ０. ２４４ 渝黔 ０. ４９２ 甘宁 ０. ２９１

晋豫 ０. １２３ 苏鲁 ０. １４２ 豫鄂 ０. ２６７ 渝陕 ０. ０２９ 甘新 ０. ２４５

晋陕 ０. ２９０ 浙皖 ０. ３０８ 豫陕 ０. １７７ 川黔 ０. ３９０ 青新 ０. ０４３

蒙辽 ０. ０６１ 浙闽 ０. １１０ 鄂湘 ０. ０９０ 川滇 ０. １９５ 黔滇 ０. １５７

蒙吉 ０. １３７ 浙赣 ０. ３２１ 鄂渝 ０. ０６２ 川藏 ０. ５８１ 海南 ０

蒙黑 ０. １８７ 皖赣 ０. ０３１ 鄂陕 ０. ０６２ 川陕 ０. １１９ 港澳台 ０

表 ４　 中国地级市区域相似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石家庄市 冀 ０. ２１６ 杭州市 浙 ０. ４４１ 十堰市 鄂 ０. ２１０ 遵义市 贵 ０. １４２

唐山市 冀 ０. ８６６ 宁波市 浙 ０. ４４５ 宜昌市 鄂 ０. ３３９ 安顺市 贵 ０. １３５

秦皇岛市 冀 ０. ８２４ 温州市 浙 ０. １３９ 襄阳市 鄂 ０. ０９６ 铜仁市 贵 ０. ２４５

邯郸市 冀 ０. ２１９ 嘉兴市 浙 ０. ２８５ 鄂州市 鄂 ０. ３６９ 黔西南 贵 ０. １０９

邢台市 冀 ０. １２４ 湖州市 浙 ０. １１６ 荆门市 鄂 ０. １２１ 毕节市 贵 ０. ２５４

保定市 冀 ０. ３６４ 绍兴市 浙 ０. ２０９ 孝感市 鄂 ０. ２２６ 黔东南 贵 ０. ２９１

张家口市 冀 ０. ３４０ 金华市 浙 ０. ０６６ 荆州市 鄂 ０. ２８８ 黔南 贵 ０. １６９

承德市 冀 ０. １２４ 衢州市 浙 ０. ３１４ 黄冈市 鄂 ０. ３１９ 昆明市 滇 ０. ６６８

沧州市 冀 ０. ７６７ 舟山市 浙 ０. ２２７ 咸宁市 鄂 ０. １４２ 曲靖市 滇 ０. ２３５

廊坊市 冀 ０. １８５ 台州市 浙 ０. １１９ 随州市 鄂 ０. ２０１ 玉溪市 滇 ０. ７６４

衡水市 冀 ０. ２１４ 丽水市 浙 ０. ２９３ 恩施 鄂 ０. ７１２ 保山市 滇 ０. ３６９

太原市 晋 ０. ７８９ 合肥市 皖 ０. ７４１ 长沙市 湘 ０. ８９５ 昭通市 滇 ０. ３５２

大同市 晋 ０. ３１９ 芜湖市 皖 ０. ８１６ 株洲市 湘 ０. ３５７ 丽江市 滇 ０. ２６２

阳泉市 晋 ０. １１０ 蚌埠市 皖 ０. ０６５ 湘潭市 湘 ０. ３１１ 普洱市 滇 ０. ２９３

长治市 晋 ０. １７１ 淮南市 皖 ０. ２９９ 衡阳市 湘 ０. １３４ 临沧市 滇 ０. ２２２

晋城市 晋 ０. ２２７ 马鞍山 皖 １. １５６ 邵阳市 湘 ０. ３５７ 楚雄 滇 ０. ０６４

朔州市 晋 ０. ２８９ 淮北市 皖 ０. ２１９ 岳阳市 湘 ０. ２４７ 红河 滇 ０. ２１４

晋中市 晋 ０. ０６６ 铜陵市 皖 １. ２７９ 常德市 湘 ０. ０９６ 文山 滇 ０. ３１３

运城市 晋 ０. ３６５ 安庆市 皖 ０. ０９１ 张家界 湘 １. １１６ 西双版纳 滇 ０. ３４４

忻州市 晋 ０. ４８９ 黄山市 皖 ０. ３０７ 益阳市 湘 ０. １８０ 大理 滇 ０. ０９１

临汾市 晋 ０. １５４ 滁州市 皖 ０. １１７ 郴州市 湘 ０. １６６ 德宏 滇 ０. ２８２

吕梁市 晋 ０. ２７３ 阜阳市 皖 ０. ４２６ 永州市 湘 ０. ３１３ 怒江 滇 ０.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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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呼和浩特 蒙 ０. ９１０ 宿州市 皖 ０. ４００ 怀化市 湘 ０. ２８３ 迪庆 滇 ０. ３９２

包头市 蒙 ０. ５９８ 六安市 皖 ０. ３３０ 娄底市 湘 ０. ３０８ 拉萨市 藏 １. ０５８

乌海市 蒙 ０. ４９１ 亳州市 皖 ０. ４８２ 湘西 湘 ０. ３８６ 昌都地区 藏 ０. ３１１

赤峰市 蒙 ０. ２５８ 池州市 皖 ０. １４２ 广州市 粤 ０. ８８７ 山南地区 藏 ０. １６０

通辽市 蒙 ０. ２５９ 宣城市 皖 ０. ０８７ 韶关市 粤 ０. ３１８ 日喀则地区 藏 ０. ９４４

鄂尔多斯 蒙 ０. ９６２ 福州市 闽 ０. ２１７ 深圳市 粤 ０. ６７４ 那曲地区 藏 ０. ８８２

呼伦贝尔 蒙 ０. ３００ 厦门市 闽 ０. ４８１ 珠海市 粤 ０. ４３９ 阿里地区 藏 ０. ９９５

巴彦淖尔 蒙 ０. ２９８ 莆田市 闽 ０. ２３４ 汕头市 粤 ０. ３６４ 林芝地区 藏 １. ０４３

乌兰察布 蒙 ０. ２６９ 三明市 闽 ０. ０７８ 佛山市 粤 ０. ５８４ 西安市 陕 ０. ５９２

兴安盟 蒙 ０. ６０８ 泉州市 闽 ０. １７１ 江门市 粤 ０. ２３２ 铜川市 陕 ０. ２２５

锡林郭勒 蒙 ０. ３５７ 漳州市 闽 ０. １４４ 湛江市 粤 ０. ２９２ 宝鸡市 陕 ０. ２０７

阿拉善盟 蒙 １. ２５５ 南平市 闽 ０. ２１４ 茂名市 粤 ０. ３０４ 咸阳市 陕 ０. １７２

沈阳市 辽 ０. ３８１ 龙岩市 闽 ０. １１０ 肇庆市 粤 ０. ２２１ 渭南市 陕 ０. ２４０

大连市 辽 ０. ５１９ 宁德市 闽 ０. ２５１ 惠州市 粤 ０. ２３８ 延安市 陕 ０. ５４１

鞍山市 辽 ０. ２４３ 南昌市 赣 ０. ５８２ 梅州市 粤 ０. ３５５ 汉中市 陕 ０. ４６３

抚顺市 辽 ０. ０７１ 景德镇 赣 ０. ２６８ 汕尾市 粤 ０. ３６７ 榆林市 陕 ０. ６８７

本溪市 辽 ０. ２１６ 萍乡市 赣 ０. ２９１ 河源市 粤 ０. ４３１ 安康市 陕 ０. ４９７

丹东市 辽 ０. １４９ 九江市 赣 ０. ０１６ 阳江市 粤 ０. ２３６ 商洛市 陕 ０. ４６３

锦州市 辽 ０. ２０２ 新余市 赣 ０. ９２０ 清远市 粤 ０. ４２０ 兰州市 甘 ０. ９７６

营口市 辽 ０. ０２５ 赣州市 赣 ０. ３６５ 东莞市 粤 ０. １２２ 嘉峪关市 甘 ２. ４４０

阜新市 辽 ０. ３４１ 吉安市 赣 ０. １６４ 潮州市 粤 ０. ３８８ 金昌市 甘 ２. ３１１

辽阳市 辽 ０. １８１ 宜春市 赣 ０. ３９４ 揭阳市 粤 ０. ４９９ 白银市 甘 ０. １７１

盘锦市 辽 ０. ５２１ 抚州市 赣 ０. １３１ 云浮市 粤 ０. ３５５ 天水市 甘 ０. ４３７

铁岭市 辽 ０. ３０７ 上饶市 赣 ０. １９５ 中山市 粤 ０. ３０４ 武威市 甘 ０. １６１

朝阳市 辽 ０. ３３４ 鹰潭市 赣 ０. ３６１ 南宁市 桂 ０. ５７２ 张掖市 甘 ０. １７３

葫芦岛市 辽 ０. ３８７ 济南市 鲁 ０. ６３５ 柳州市 桂 ０. ５８２ 平凉市 甘 ０. ２２２

长春市 吉 ０. ２５５ 青岛市 鲁 ０. ５０６ 桂林市 桂 ０. １１５ 酒泉市 甘 ０. ７９６

吉林市 吉 ０. ２１９ 淄博市 鲁 ０. ３５４ 梧州市 桂 ０. ２１２ 庆阳市 甘 ０. ２２６

四平市 吉 ０. １３７ 枣庄市 鲁 ０. １６７ 北海市 桂 ０. ２１３ 定西市 甘 ０. ９６８

辽源市 吉 ０. １０３ 东营市 鲁 １. １７４ 防城港 桂 ０. ４５１ 陇南市 甘 ０. 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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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通化市 吉 ０. ０７２ 烟台市 鲁 ０. ３３７ 钦州市 桂 ０. １１０ 临夏 甘 ０. ８７０

白山市 吉 ０. １７９ 潍坊市 鲁 ０. １３６ 贵港市 桂 ０. １８４ 甘南 甘 １. １３２

松原市 吉 ０. １７４ 济宁市 鲁 ０. １４４ 玉林市 桂 ０. １５３ 西宁市 清 ０. ２８６

白城市 吉 ０. ２１６ 泰安市 鲁 ０. ０５５ 百色市 桂 ０. ２７４ 海东地区 清 ０. ５９８

延边 吉 ０. ２６４ 威海市 鲁 ０. ３６３ 贺州市 桂 ０. １９４ 海北 清 ０. １２１

哈尔滨市 黑 ０. ５８３ 日照市 鲁 ０. ０７３ 河池市 桂 ０. ２０４ 黄南 清 ０. ２２３

齐齐哈尔 黑 ０. ３１５ 莱芜市 鲁 ０. １１８ 来宾市 桂 ０. １４８ 海南 清 ０. １９４

鸡西市 黑 ０. ０９９ 临沂市 鲁 ０. ２７７ 崇左市 桂 ０. １０８ 果洛 清 ０. ４６３

鹤岗市 黑 ０. １８９ 德州市 鲁 ０. １８６ 成都市 川 ０. ７７７ 玉树 清 ０. ５３９

双鸭山市 黑 ０. １４５ 聊城市 鲁 ０. ２７７ 自贡市 川 ０. １８７ 海西 清 １. ４４０

大庆市 黑 １. ７９５ 滨州市 鲁 ０. ０２８ 攀枝花 川 ０. ８２３ 银川市 宁 ０. ３４１

伊春市 黑 ０. ２２３ 菏泽市 鲁 ０. ４１１ 泸州市 川 ０. ２４８ 石嘴山市 宁 ０. ５８２

佳木斯市 黑 ０. ７８３ 郑州市 豫 ０. ６９８ 德阳市 川 ０. ２８１ 吴忠市 宁 ０. ３２２

七台河市 黑 ０. ３４０ 开封市 豫 ０. ３６２ 绵阳市 川 ０. ０３０ 中卫市 宁 ０. ２８９

牡丹江市 黑 ０. ２５５ 洛阳市 豫 ０. ２５８ 广元市 川 ０. ３９０ 固原市 宁 １. ２０４

黑河市 黑 １. ２０７ 平顶山 豫 ０. １７１ 遂宁市 川 ０. ２９０ 乌鲁木齐市 新 ０. ７３６

绥化市 黑 ０. ８１５ 安阳市 豫 ０. ０８９ 内江市 川 ０. ３０５ 克拉玛依市 新 ２. ３４５

大兴安岭 黑 ０. ６８０ 鹤壁市 豫 ０. ３２４ 乐山市 川 ０. ２０５ 吐鲁番地区 新 ０. ３２９

南京市 苏 ０. ３４１ 新乡市 豫 ０. ０７１ 南充市 川 ０. ２８８ 哈密地区 新 ０. ２５４

无锡市 苏 ０. ３８３ 焦作市 豫 ０. ３９４ 眉山市 川 ０. ２１９ 昌吉 新 ０. ２１７

徐州市 苏 ０. １８２ 濮阳市 豫 ０. ２５９ 宜宾市 川 ０. ２４０ 博尔塔拉 新 １. １４３

常州市 苏 ０. １６３ 许昌市 豫 ０. ３３１ 广安市 川 ０. １６８ 巴音郭楞 新 ０. ７２７

苏州市 苏 ０. ４２４ 漯河市 豫 ０. ３０１ 达州市 川 ０. ２８０ 阿克苏地区 新 ０. ４９６

南通市 苏 ０. １１７ 三门峡 豫 ０. ４５９ 雅安市 川 ０. １９８ 克孜勒苏 新 １. ６１９

连云港市 苏 ０. ２８５ 南阳市 豫 ０. １３４ 巴中市 川 ０. ５８０ 喀什地区 新 １. ４３８

淮安市 苏 ０. ２６０ 商丘市 豫 ０. ２７８ 资阳市 川 ０. ２８３ 和田地区 新 １. ９６８

盐城市 苏 ０. ２０３ 信阳市 豫 ０. ３９７ 阿坝 川 ０. ２５４ 伊犁 新 ０. ３０９

扬州市 苏 ０. ０９７ 周口市 豫 ０. ２８１ 甘孜 川 ０. ５０７ 塔城地区 新 ０. １３４

镇江市 苏 ０. １６６ 驻马店 豫 ０. ４４０ 凉山 川 ０. １２１ 阿勒泰地区 新 ０. １３６

泰州市 苏 ０. １４９ 武汉市 鄂 ０. ７７９ 贵阳市 贵 ０. ５４７ 遵义市 贵 ０.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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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地级市 省 指数

宿迁市 苏 ０. ３１２ 黄石市 鄂 ０. １１９ 六盘水 贵 ０. ４３７ 安顺市 贵 ０. １３５

表 ５　 边界地级市与所属省份以及相邻省份的相似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京冀

津冀

廊坊北京

保定北京

张家口京

承德北京

廊坊天津

沧州天津

唐山天津

０. ６３７

０. ５６６

０. ６０７

０. ６５９

０. ３６２

０. ０９４

０. １８３

蒙宁

宁蒙

石嘴山蒙

银川蒙

中卫蒙

吴忠蒙

阿拉善盟宁

乌海宁

鄂尔多斯宁

０. １１７

０. ２０９

０. ５７８

０. ３５２

２. ３６０

１. １４９

２. １８４

赣皖

皖鲁

鲁皖

上饶安徽

九江安徽

安庆江西

池州江西

黄山江西

菏泽安徽

宿州山东

０. １８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５

０. １７８

０. ３５２

０. ２２２

０. ５２０

晋冀

冀晋

冀蒙

蒙冀

辽冀

冀辽

冀鲁

张家口晋

保定晋

石家庄晋

邢台晋

邯郸晋

大同河北

忻州河北

阳泉河北

晋中河北

长治河北

乌兰察布冀

锡林郭勒冀

赤峰河北

张家口蒙

承德内蒙

承德辽宁

秦皇岛辽

朝阳河北

葫芦岛冀

德州河北

０. ４１３

０. ４３１

０. ２８４

０. １６２

０. ２６９

０. ３３７

０. ４９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２

０. １７１

０. ０８９

０. ７５６

０. ０８８

０. ３４８

０. １３７

０. １１１

０. ４９６

０. ２００

０. ２９２

０. ０６４

辽吉

吉辽

吉黑

黑吉

沪浙

苏浙

通化辽宁

辽源辽宁

四平辽宁

铁岭吉林

抚顺吉林

本溪吉林

丹东吉林

哈尔滨吉林

大庆吉林

齐齐哈尔吉

牡丹江吉

白城黑龙江

松原黑龙江

长春黑龙江

吉林黑龙江

白山黑龙江

延边黑龙江

嘉兴上海

嘉兴江苏

湖州江苏

０. １９７

０. １７６

０. ２４２

０. ２０９

０. ２３６

０. ４２９

０. ０４１

０. ５４２

１. ５１４

０. ３９８

０. ３５８

０. １２５

０. ３０１

０. ３３８

０. ２９５

０. ２８９

０. １６１

０. ３２８

０. ２４５

０. ０９８

皖豫

豫皖

皖鄂

鄂皖

闽赣

赣闽

闽粤

商丘安徽

周口安徽

驻马店安徽

信阳安徽

宿州河南

淮北河南

亳州河南

六安河南

黄冈安徽

安庆湖北

六安湖北

赣州福建

抚州福建

上饶福建

鹰潭福建

南平江西

三明江西

龙岩江西

梅州福建

潮州福建

０. １９０

０. ２７２

０. ２２０

０. １６４

０. ６５３

０. １３２

０. ７４３

０. ５６１

０. ３４９

０. ２７９

０. ３０１

０. ３６４

０. ３９９

０. ４２３

０. ３３２

０. ３５８

０. ４７３

０. ４３１

０. ４１７

０.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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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冀鲁

鲁冀

冀豫

豫冀

晋蒙

蒙晋

晋豫

豫晋

晋陕

陕晋

蒙辽

聊城河北

沧州山东

衡水山东

邢台山东

邯郸山东

安阳河北

濮阳河北

邯郸河南

乌兰察布晋

呼和浩特晋

鄂尔多斯晋

大同内蒙

朔州内蒙

忻州内蒙

三门峡晋

焦作山西

安阳山西

新乡山西

洛阳山西

运城河南

晋城河南

长治河南

渭南山西

延安山西

榆林山西

忻州陕西

吕梁陕西

临汾陕西

运城陕西

朝阳内蒙

０. １２２

０. ３９５

０. １１２

０. ２６１

０. ０８５

０. ２３７

０. ３９８

０. ３９１

０. ０４９

１. ４８３

２. １３２

０. ４８９

０. ０６７

０. ５９８

０. ４８３

０. ４２１

０. １８９

０. ２１０

０. ２７６

０. ５４６

０. １６７

０. １０３

０. ２５２

０. ５５７

０. ７０７

０. ４６７

０. ２９８

０. １８４

０. ３４８

０. ３４６

浙苏

苏皖

皖苏

苏鲁

鲁苏

浙皖

皖浙

浙闽

闽浙

苏州浙江

无锡浙江

宣城江苏

马鞍山江苏

蚌埠江苏

宿州江苏

滁州江苏

南京安徽

扬州安徽

常州安徽

无锡安徽

徐州安徽

淮安安徽

宿迁安徽

临沂江苏

日照江苏

枣庄江苏

济宁江苏

菏泽江苏

徐州山东

连云港山东

宣城浙江

黄山浙江

湖州安徽

杭州安徽

衢州安徽

南平浙江

宁德浙江

衢州福建

丽水福建

０. ４７３

０. ４３４

０. ３２１

０. ３２９

０. ３５５

０. ４５６

０. ４５３

１. ４３８

０. ７１４

１. １８５

１. ７９８

０. ４１６

０. ３３６

０. １７５

０. ２８５

０. ２４２

０. ３２２

０. ２９７

０. ５１０

０. １６５

０. ３０４

０. ３４８

０. ３６８

０. ７１７

１. ８５５

０. ２３２

０. ２４８

０. ２７９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５

粤闽

赣鄂

鄂赣

赣湘

湘赣

赣粤

粤赣

鲁豫

豫鲁

豫鄂

漳州广东

龙岩广东

黄冈江西

黄石江西

咸宁江西

九江湖北

岳阳江西

长沙江西

株洲江西

郴州江西

九江湖南

宜春湖南

萍乡湖南

吉安湖南

赣州湖南

韶关江西

河源江西

梅州江西

赣州广东

濮阳山东

新乡山东

开封山东

商丘山东

泰安河南

济宁河南

菏泽河南

十堰河南

襄阳河南

随州河南

孝感河南

０. ２２１

０. ２１６

０. ４０３

０. １７２

０. １１９

０. ２１７

０. ５６８

１. ２０７

０. ３２８

０. ０６７

０. ３１６

０. ５３６

０. ３１０

０. ３５９

０. ２５４

０. ４３４

０. １８８

０. ４２２

０. ３９１

０. ５１６

０. ３６９

０. ３２７

０. ３８３

０. ４５３

０. ２８３

０. ２４９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５

０. ３５８

０.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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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蒙辽

辽蒙

蒙吉

吉蒙

蒙黑

黑蒙

渝鄂

鄂陕

陕鄂

湘粤

粤湘

湘桂

桂湘

铁岭内蒙

阜新内蒙

沈阳内蒙

赤峰辽宁

通辽辽宁

白城内蒙

四平内蒙

松原内蒙

通辽吉林

兴安盟吉

齐齐哈尔蒙

大兴安岭蒙

黑河内蒙

兴安盟黑

呼伦贝尔黑

十堰重庆

恩施重庆

安康湖北

商洛湖北

十堰陕西

韶关湖南

清远湖南

郴州广东

永州广东

贺州湖南

桂林湖南

柳州湖南

怀化广西

邵阳广西

永州广西

０. ３２５

０. ３８９

０. ３２８

０. ２４４

０. ２２４

０. ３６８

０. ２９０

０. １４１

０. ２８６

０. ４７６

０. ５２５

０. ９６５

１. ５２１

０. ３８９

０. ２８２

０. １３３

０. ８７２

０. ４０８

０. ３７８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１

０. １９６

０. ３９５

０. ４２７

０. ３２０

０. ０６２

０. ４６３

０. ３０８

０. １７６

０. ３４２

闽浙

浙赣

赣浙

粤桂

桂粤

桂贵

贵桂

桂滇

滇桂

渝川

温州福建

上饶浙江

衢州江西

贺州广东

梧州广东

玉林广东

北海广东

清远广西

肇庆广西

云浮广西

茂名广西

湛江广西

黔东南广西

黔南广西

黔西南广西

柳州贵州

百色贵州

河池贵州

曲靖广西

文山广西

百色云南

达州重庆

广安重庆

遂宁重庆

资阳重庆

内江重庆

泸州重庆

遵义重庆

铜仁重庆

安康重庆

０. ０７７

０. ４９４

０. ２５７

０. ４６４

０. ５２６

０. ３９３

０. ２２９

０. ２０４

０. ３３０

０. １２１

０. ３３５

０. １２０

０. ７９３

０. ４０３

０. ５７２

１. １６３

０. ４１１

０. ２１０

０. ２０１

０. ４９７

０. ２３７

０. ３４０

０. ２２９

０. ３４９

０. ３５７

０. ３８９

０. ３２０

０. ５０４

０. ８９７

０. ５１８

豫鄂

鄂豫

豫陕

陕豫

鄂湘

湘鄂

川贵

贵川

川滇

滇川

川藏

藏川

川陕

黄冈河南

信阳湖北

南阳湖北

商洛河南

渭南河南

南阳陕西

三门峡陕西

湘西湖北

张家界湖北

常德湖北

岳阳湖北

宜昌湖南

荆州湖南

咸宁湖南

恩施湖南

遵义四川

毕节四川

泸州贵州

迪庆四川

丽江四川

昆明四川

昭通四川

曲靖四川

楚雄四川

宜宾云南

攀枝花云南

凉山云南

昌都四川

甘孜西藏

安康四川

０. ６００

０. ２２１

０. ３２０

０. ６８３

０. ３９４

０. ２６０

０. ４７０

０. ４８６

１. ３１９

０. ０３３

０. １４２

０. ４６２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２

０. ５９５

０. ３８３

０. ３４８

０. ４３０

０. ４９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６５

０. ３６１

０. １９２

０. ２３８

０. ３８５

１. ２２８

０. １９５

０. ４５６

０. ３３９

０.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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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相邻省市 测算关系 指数

渝湘

湘贵

贵湘

滇贵

滇藏

藏滇

青藏

蒙陕

陕蒙

蒙甘

甘蒙

湘西重庆

铜仁湖南

黔东南湘

湘西贵州

怀化贵州

曲靖贵州

昭通贵州

毕节云南

六盘水滇

林芝云南

昌都云南

迪庆西藏

怒江西藏

海西西藏

玉树西藏

那曲青海

昌都青海

榆林内蒙

鄂尔多斯陕

嘉峪关蒙

张掖内蒙

金昌内蒙

武威内蒙

白银内蒙

阿拉善盟甘

０. ６０９

０. ５８１

０. ６９６

０. ０９１

０. １３６

０. ４２６

０. ４１４

０. ２００

０. ２４５

０. ９００

０. ２１７

０. １７７

０. ２７５

２. １８９

０. ４８５

１. ２７７

０. ５５８

０. ２６７

２. ０６０

０. ７０７

０. ５７０

０. ６８３

０. ５０４

０. ３５９

４. ０００

藏疆

疆藏

陕甘

甘陕

甘青

青甘

皖赣

和田西藏

巴音郭楞西藏

那曲新疆

阿里新疆

陇南陕西

天水陕西

平凉陕西

庆阳陕西

汉中甘肃

宝鸡甘肃

咸阳甘肃

延安甘肃

榆林甘肃

海西甘肃

海北甘肃

海东甘肃

黄南甘肃

果洛甘肃

兰州青海

甘南青海

临夏青海

武威青海

张掖青海

嘉峪关青海

景德镇安徽

０. ６８８

１. ２７０

１. １７６

１. １８２

１. ０４０

０. ６５４

０. ３０３

０. ３８８

０. １８４

０. ５４５

０. ３３５

１. ０７９

１. ３８３

２. ２７８

０. ２１０

０. ３３７

０. ０７０

０. ２２０

０. ６８４

１. ５５５

１. １５８

０. ４０８

０. ４３０

１. ５４８

０. ３０８

川陕

陕川

川甘

甘川

川青

青川

甘宁

宁甘

甘疆

疆甘

青疆

疆青

宁陕

陕宁

汉中四川

广元陕西

巴中陕西

达州陕西

甘南四川

陇南四川

绵阳甘肃

阿坝甘肃

果洛四川

玉树四川

阿坝青海

甘孜青海

中卫甘肃

固原甘肃

庆阳宁夏

白银宁夏

平凉宁夏

巴音郭楞甘

哈密甘肃

酒泉新疆

巴音郭楞青

玉树新疆

海西新疆

榆林宁夏

吴忠陕西

０. ３６４

０. ４７４

０. ６４８

０. ３４５

１. ３６１

０. ９７３

０. １７４

０. ０８７

０. ３６５

０. ４４７

０. ３５８

０. ６２２

０. １５２

１. ２３３

０. ４４８

０. ３１３

０. ３９９

１. ２７１

０. ５００

１. ４９７

０. ７４７

０. ４９４

１. ３９４

０. ７５３

０. ２３３

表 ６　 ＣＳＲ１ 标准区域的确定

ＣＳＲ１ 编号 包含区域 ＣＳＲ 编号 包含区域 ＣＳＲ１ 编号 包含区域

１ 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

９ 湖北、湖南、
重庆、陕西

１７ 云南

２ 河北、山西、河南 １０ 福建、广东 １８ 四川、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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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北京 １１ 贵州 １９ 海南

４ 天津 １２ 甘肃 ２０ 香港

５ 江苏、浙江、山东 １３ 宁夏 ２１ 澳门

６ 上海 １４ 新疆 ２２ 台湾

７ 安徽、江西 １５ 西藏

８ 河南 １６ 广西

(三)中国标准区域体系的构建

根据标准区域的选择标准ꎬ本文将中国标准区域体系划分为 ＣＳＲ１ 和

ＣＳＲ２ꎬ其中 ＣＳＲ１ 级的标准区域由省级行政区组成ꎬ而 ＣＳＲ２ 级行政区则由地级

行政区组成ꎬ具体如上表 ６ 与下表 ７ 所示ꎮ
表 ７　 ＣＳＲ２ 标准区域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１ 邢 台、 阳 泉、 石
家庄

３５ 南 京、 无 锡、
苏州、马鞍山

６９ 恩 施、 荆 州、 岳
阳、湘西、常德

１０３ 迪庆、 怒 江、 昌
都、林芝

２ 廊坊 ３６
金 华、 台 州、
温 州、 绍 兴、
丽水

７０ 十 堰、 安 康、 商
洛

１０４ 楚雄、 大 理、 临
沧、丽江、普洱

３ 张家口、保定 ３７ 杭州、衢州 ７１ 襄 阳、 随 州、 荆
门、孝感

１０５ 德宏

４
承 德、 秦 皇 岛、
唐 山、 朝 阳、 葫
芦岛

３８ 宁波、舟山 ７２ 黄石、咸宁 １０６ 保山

５
衡 水、 邯 郸、 沧
州、德州、聊城、
长治

３９ 嘉兴、湖州 ７３ 黄冈、鄂州 １０７ 昭通

６ 晋 中、 吕 梁、 临
汾、晋城

４０ 九江、安庆 ７４ 宜昌 １０８ 文山

７ 朔州、乌兰察布 ４１ 蚌 埠、 滁 州、
淮南

７５ 武汉 １０９ 西双版纳

８ 大同、忻州 ４２ 池州、宣城 ７６ 邵 阳、 桂 林、 柳
州

１１０ 昆明、玉溪

９ 太原 ４３ 六 安、 阜 阳、
亳州

７７ 衡阳、郴州 １１１ 山南

１０ 运城 ４４ 宿州 ７８ 岳 阳、 益 阳、 怀
化

１１２ 那 曲、 日 喀 则、
阿里

１１ 赤峰、通辽 ４５ 黄山 ７９ 娄 底、 湘 潭、 株
洲

１１３ 拉萨

１２ 巴音淖尔 ４６ 合肥、芜湖 ８０ 长沙 １１４ 咸阳、 宝 鸡、 渭
南、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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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１３ 呼伦贝尔、锡林
郭勒

４７ 铜陵 ８１ 张家界 １１５ 汉中、西安

１４ 包头 ４８ 厦门 ８２ 永州 １１６ 延安

１５ 乌海 ４９

龙 岩、 三 明、
漳 州、 泉 州、
南 平、 福 州、
莆田、宁德

８３ 东莞、惠州 １１７ 榆林

１６ 呼和浩特、鄂尔
多斯

５０
抚 州、 上 饶、
景 德 镇、 萍
乡、吉安

８４ 阳江、江门 １１８ 兰州、 黄 南、 海
东、果洛

１７ 兴安盟 ５１ 宜春、南昌 ８５ 肇庆 １１９ 武威、 白 银、 张
掖、平凉、庆阳

１８ 阿拉善盟 ５２ 赣州 ８６ 湛江 １２０ 天水

１９
营 口、 锦 州、 抚
顺、丹东、本溪、
辽阳、鞍山

５３ 鹰潭 ８７

茂 名、 云 浮、 佛
山、珠海、中山、
清 远、 梅 州、 潮
州、韶关、河源、
汕 尾、 汕 头、 揭
阳

１２１ 陇南、 定 西、 临
夏

２０ 铁岭、沈阳 ５４

日 照、 临 沂、
泰 安、 济 宁、
莱 芜、 潍 坊、
枣庄

８８ 深圳 １２２ 酒泉

２１ 阜新 ５５ 滨州 ８９ 广州 １２３ 甘南

２２ 大连 ５６ 烟 台、 青 岛、
威海

９０ 百色、曲靖 １２４ 嘉峪关

２３ 盘锦 ５７ 菏泽 ９１ 崇左 １２５ 金昌

２４ 白城、大庆 ５８ 淄博 ９２

钦 州、 玉 林、 贵
港、来宾、梧州、
河 池、 贺 州、 北
海

１２６ 海北、 海 南、 西
宁

２５ 哈尔滨、延边 ５９ 济南 ９３ 防城港、南宁 １２７ 玉树

２６
通 化、 辽 源、 四
平、松原、白山、
吉林、长春

６０ 东营 ９４

绵 阳、 凉 山、 乐
山、眉山、宜宾、
自 贡、 泸 州、 雅
安、资阳、遂宁、
南 充、 广 安、 达
州、阿坝

１２８ 海西

２７ 鸡 西、 双 鸭 山、
牡丹江

６１ 商丘、淮北 ９５ 巴 中、 广 元、 汉
中

１２９ 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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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编号 包含地级市

２８ 鹤岗、伊春 ６２ 新 乡、 安 阳、
濮阳

９６ 内江 １３０ 吴忠、 银 川、 石
嘴山

２９ 齐齐哈尔、绥化 ６３ 南 阳、 洛 阳、
平顶山

９７ 甘孜、昌都 １３１ 固原

３０ 佳木斯、七台河 ６４ 周口 ９８ 成都 １３２ 塔城阿勒泰、昌
吉、哈密

３１ 大兴安岭 ６５
漯 河、 许 昌、
开 封、 信 阳、
驻马店

９９ 攀枝花 １３３ 阿克苏、伊犁

３２ 大庆 ６６ 鹤壁 １００

黔 西 南、 安 顺、
黔 南、 黔 东 南、
毕 节、 遵 义、 铜
仁

１３４ 吐鲁番

３３

扬 州、 泰 州、 常
州、镇江、盐城、
南 通、 淮 安、 连
云港、徐州

６７ 三门峡 １０１ 六盘水 １３５ 巴音郭楞、乌鲁
木齐

３４ 宿迁 ６８ 郑州 １０２ 贵阳 １３６
和田、 喀 什、 克
孜勒 苏 柯 尔 克
孜

１３７ 克拉玛依 １３８ 博尔塔拉

五、未来标准区域划分的方向

本文通过构建区域相似指数ꎬ对我国省级地区和地级市地区的相似指数进

行了测算ꎬ并首次提出了划分我国标准区域的方法和具体结果ꎬ这套由 ２２ 个

ＣＳＲ１ 省级层次的标准区域和 １３８ 个 ＣＳＲ２ 市级标准区域组成的中国标准区域

划分体系虽然已经初具雏形ꎬ但是一方面受限于目前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ꎬ另一

方面通过将这套体系与美国 ＢＥＡ 经济地区划分、欧盟的 ＮＵＴＳ 划分实例进行对

比ꎬ本文提出的标准区域划分方法未来还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ꎬ划分出县级的 ＣＳＲ３ 标准区域和乡镇级的 ＣＳＲ４ 级标准区域ꎮ 将目前

由 ２２ 个 ＣＳＲ１ 标准区域和 １３８ 个 ＣＳＲ２ 标准区域组成的中国标准区域划分体系

扩充至包含 ＣＳＲ１、ＣＳＲ２、ＣＳＲ３ 以及 ＣＳＲ４ 的四项标准区域体系是未来中国标准

区域划分的方向ꎮ 虽然本文提出的标准区域划分体系已经包含了 ２２ 个 ＣＳＲ１
级标准区域和 １３８ 个 ＣＳＲ２ 级标准区域ꎬ但是根据标准区域划分的要求和特点

以及欧盟和美国的标准区域划分经验ꎬ包含两级标准区域的标准区域划分体系

对于区域政策的实施过程仍然不够ꎬ将中国标准区域体系 ＣＳＲＳ 扩展至包含

ＣＳＲ１、ＣＳＲ２、ＣＳＲ３ 甚至 ＣＳＲ４ 多级标准区域体系ꎮ 对于提高区域政策在空间上

与中国实际经济活动契合度从而提高区域政策实施效率是有积极作用的ꎬ因此

未来应该对 ＣＳＲ３ 级县级标准区域和 ＣＳＲ４ 级乡镇级标准区域进行研究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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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ꎮ 目前限制本文进行 ＣＳＲ３ 和 ＣＳＲ４ 级标准区域划分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

面:一方面在于目前我国很多县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县并没有建立起有效、长
期、准确的统计数据收集体系ꎬ数据的缺失使得这些县的相似指数很难计算出来

从而影响标准区域的划分ꎬ而乡镇的统计数据更是极为缺乏ꎻ另一方面ꎬ在于区

与县的区别ꎬ这两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区域在标准区域的评判标准并不一致ꎬ这
也是影响未来划定 ＣＳＲ３ 县级标准区域的重要因素ꎮ

第二ꎬ对标准区域的评价和选择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ꎮ 本文提出

的区域相似指数和地理上临近是标准区域选择和评价的标准ꎮ 区域相似指数包

含了区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人口和社会结构信息ꎬ而地理临近则考虑了区

域政策作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ꎮ 这种选择和评价标准至少在如下两方面是可以

进行改善的:首先ꎬ区域相似指数还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包含更多的指标数

据ꎬ使得区域相似指数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和可靠ꎻ其次ꎬ可以考虑采用非线性或

混沌经济学的方法对区域间的相似性进行判断ꎬ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处理一些重

要而又无法用数据表示的如文化、语言等变量ꎬ使得选择和评价标准更为真实ꎮ
第三ꎬ为区域政策的实践过程提供一套基于标准区域的运行机制ꎮ 现有区

域政策的形成机制并没有统一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解决问题的范式即在区域发

展过程中ꎬ某个区域出现问题后再制定相关区域政策进行治理ꎬ这种做法不仅会

使得发生区域发展问题的区域受到区域发展问题的拖累ꎬ还会在解决这些问题

的过程中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ꎮ 如果能够构建一套基于标准区域的区域

政策运行机制ꎬ对区域发展的过程实现动态、实时监控从而能够在区域发展过程

中出现新问题之前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关注和处理ꎬ从而达到降低区域发展过

程中不确定性风险的目的ꎮ

注释:
〔１〕蔡之兵、张可云:«区域政策叠罗汉现象的成因、后果及建议»ꎬ«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１ 期ꎮ
〔２〕〔９〕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４、１６６ 页ꎮ
〔３〕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２８ 页ꎮ
〔４〕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５〕Ｆａｗｃｅｔｔ Ｃ 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１９６０ꎬｐ. １１２.
〔６〕佩鲁弗朗索瓦:«增长极概念»ꎬ«经济学译丛»１９８８ 年第 ９ 期ꎻＢｏｕｄｅｖｉｌｌｅ Ｊ 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８ꎬｐ. ２０１ꎮ
〔７〕Ｓｍｉｔｈ Ｂ 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ꎬ １９０５ － ６５. １９６５ꎬ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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