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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部

分城市和城市部分功能区由于“郊区化、去工

业化、全球化、局部金融危机等内外部因素的

交织叠加”[1]，出现了人口流失、经济衰退、住

房空置等城市收缩现象[2-4]，并且伴随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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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成长型都市圈外围中小城市的“相对收缩”问题，基于城市生命体理论提出“成长力”是一个包含空间容纳

力、生产保障力、创新服务力的综合概念，据此构建了“三维共轭角力”评估模型和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的NK模型及

MATLAB仿真对武汉都市圈外围中小城市进行成长力水平评估、提升路径模拟与城市类型识别。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圈

外围城市可分为资源整合型、提质增量型、创新联动型3类，其收缩现象受到自身发展本底条件和区域功能格局的双重

影响。资源整合型城市应以效用型增长为目的进行规模与功能重构；提质增量型城市应融入区域产业分工提升集聚势

能；创新联动型城市应以节点功能链接嵌入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lative shrinking" issu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periphery of growth-oriented 
metropolitan areas.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the urban organism, this paper posits that urban shrinkage is a normal metabolic 
phenomenon within the life cycle of cities. "Growth potential" i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that includes spatial capacity, 
production security, and innov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is concept, a "three-dimensional conjugate force" 
assessment model and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system are constructed. An improved NK model and MATLAB simulation are 
employed to evaluate growth potential levels and optimize path simulations, serving as the basis for categorizing shrinkage 
types in citi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shrinkage 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Region is conducted accordingly. The growth 
potential levels 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Region exhibit peripheral, low-level dispersion. Peripheral shrinking cities 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Reg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resource integration-oriented type, quality enhancement-
oriented type, and innovation-driven type. Resource integration-oriented cities should drive spatial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toward utility-oriented growth. Quality enhancement-oriented cities should integrate into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s to 
enhance spatial aggregation potential. Innovation-driven cities should buil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shrinkage 
phenomenon is influenced by both development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functional patterns. It is suggest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s a whole through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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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呈现更加普遍性、结构性的趋势，由此

“收缩”也被正视为城市发展的一种形式[5]。

西方学者对城市收缩的定义与判别[6-9]、形成

机制[10-14]、应对策略[15-20]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既有文献揭示了不同收缩地区“因地而

异”的表现形式[21]，收缩城市形成的动因是多

维度的，并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强异质性的复杂

组合方式[22]。总而言之，“城市收缩”虽然是一

个全球化的概念，但其同时具有明显的地域差

异性，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本土化城市收

缩研究的进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40余年“超

高速”的城镇化进程，当前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逐步扩

大，表现为加速向经济发达区域的大城市、都

市圈、城市群集聚，进入“群圈”引领发展的

时代。在此背景下，一些中小城市和东北、西

北等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人口缩减现象。中国

城市收缩的特殊性在于：一是中国的城镇化

进程尚未完成，经济总体上仍具有较高的增

长潜力，大部分人口收缩地区同时呈现出持

续的空间扩张[23]。二是不同于经济衰退、资源

枯竭型城市的“绝对收缩”，大部分城市是在

区域整体经济增长与空间增量开发形势下的

“局部收缩”与“相对收缩”[24]。特别是处在

大城市周边、都市圈外围地区的中小城市，由

于自身发展动能不足，加上区域网络化、一体

化进程加速了要素流动，人口等资源要素必然

会在城市之间进行区位选择和再分布[25]，从而

导致“增长—收缩”共存的不均衡发展现象。

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空间重构过程对整个国家

或区域而言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经济行为，

可以实现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集约利用和

效率最大化，但就中小城市自身而言，是发展

机会被“空间剥夺”的地理事实[26]。中小城市

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本应承担起

承接大城市辐射、引领带动乡村振兴的关键

支撑职责，但现实问题是“大城市过度膨胀，

中小城市发育不良，小城镇基础薄弱”[27-28]，

并且在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高龄少子化、人口

流动活跃等趋势的影响下，中小城市收缩的

深度和广度将有所拓展，有必要未雨绸缪，及

早探寻应对办法。

本文聚焦于成长型都市圈外围的中小城

市。一方面成长型都市圈处在快速发展的阶

段，仍有经济和空间增长的潜力及需求，同

时核心城市的资源集聚和虹吸效应较强，外

围中小城市“局部收缩”和“相对收缩”特

征十分显著，在我国都市圈发展中是普遍现

象[29-30]，已成为限制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瓶

颈问题。针对此类问题研究，张学良[31]提出要

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应关注人

口减少过程中所伴随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反

映城市收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研究判

别收缩城市类型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而解

析城市收缩的机理，最后提出引导城市跨越

收缩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当前已有不少

学者用多维指标来判别不同类型的城市收缩

特征，但多数仍是经济、人口统计指标数据，

且在指标的选择上多为人口数量、经济产值、

建筑空置率等表征城市收缩结果的指标[32-33]，

无法解释收缩现象出现的原因和未来是否会

发生收缩。同时如何处理核心城市、都市圈整

体发展与外围中小城市收缩之间的关系有待

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城市生命体理

论，探讨性提出城市收缩的理论分析框架，

认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自身的生长需

求——“成长力”。“成长力”的强弱取决于

其构成要素是否能满足人的发展需求，当两

者不匹配时势必会引发以人口为代表的主要

生产资源外流。基于人的发展需求建构城市

“成长力”多维评估指标体系，进而识别影响

成长力水平的关键要素，并以此为依据划分

城市类型。本文以武汉都市圈为例，探讨了成

长型都市圈外围中小城市所呈现的相对收缩

特征、原因及差异化动力机制，以期为其他类

似地区认知收缩城市制定响应路径和落实政

策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理论框架

1.1  基于城市生命体理论的城市收缩

城市生命体理论来源于生物科学中对生

命现象的研究[34]，该理论认为城市具有一般

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包括新陈代谢、自适应、

生长发育、遗传进化、生命周期等[35]，生命体

生长发育的主要内因就是由本身的成长需求

所促进而推动生命系统运转，成长力实际是

对生命系统运转状态的表征。美国学者Luis 

Suazervill[36]提出城市就像所有的生命体一

样，在其漫长的成长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

历“萌芽—产生—发展—成熟—衰退—灭亡/

重振”的生命周期，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等收

缩现象是城市在衰退阶段出现的正常生命特

征，其本质是成长力弱化导致无法满足持续生

长需求，从而引起以人口为核心的各类发展要

素在区位和城市空间重构的响应过程。在城市

生命体理论视角下，都市圈相当于由多个生命

体构成的生命群落，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若干城市的收缩是其在城市群落内“比较成

长力”较低而导致自身要素集聚能力下降的

结果，对整个城市体系而言可能是达到整体协

调优化状态过程中正常的新陈代谢现象，关键

是如何根据具体情况与问题做出调整，避免城

市走向衰亡[37]。

1.2  “成长力”概念内涵解析

认知城市收缩的本质后可以发现，引导

城市跨越收缩的关键在于提升“成长力”，这

是城市成长的核心能力与根本动力。进一步

解析其内涵可知：①它反映了城市存在和运

转的状态，这种状态为其维持功能和形态演

进等成长过程提供基本的保障条件；②它是

城市主动适应能力的体现，通过自我完善、调

节因需求变化而引起的不平衡，使其获得可

持续的成长动力；③它同时是城市成长潜力

的体现，决定了其是否能维持或突破当前的

成长阶段。

1.3  “成长力”的结构模型与构成要素

部分学者根据成长力的概念提出改进的

城市成长力模型。季斌等[38]基于成长力建立了

对都市圈的评价体系；罗世俊等[39]认为成长力

的组成部分包括成长潜力、成长实力、成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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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成长力三维共轭角力模型
Fig.1  Three-dimensional conjugate angle model of 
urban growth for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武汉都市圈各地市2010与2020年常住人口数

量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resident population in 2010 and 
2020 in various cities in Wuhan Metropolitan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武汉都市圈以区县为单位的常住人口数量变化

情况
Fig.3  Change of resident population in Wuhan Metro-
politan Region by district and coun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武汉都市圈以区县为单位的GDP变化情况
Fig.4  GDP change in Wuhan Metropolitan Region by 
district and coun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础。其后，一些学者尝试通过城市成长力模型

对城市发展态势进行评估分析[40]。本文认为城

市生命体生长需求的根源是人的发展需求，城

市成长力越强，就越能满足人的需求，越能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城市空间的使用和营造活

动中，反之则会导致人口的流出和城市衰落。

基于马克思对人的需求解析和马斯洛的五层

次需求理论，本文将这些需求与城市相对应，

归纳为容纳型需求、保障型需求和提升型需求

3类。城市通过自我调节完善形成与之相匹配

的能力，即空间容纳力、生产保障力和创新服

务力，三力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城市成长力

三维共轭角力模型（见图1）。

空间容纳力是城市空间有充足、稳定、安

全的环境条件来承载一定数量的人进行发展

活动，构成要素包括：①空间资源承载能力反

映了资源禀赋条件和可开发利用规模对人类

活动的承载限度[41]；②空间结构支撑能力决定

了各类要素是否能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分布和

组织；③空间环境维护能力越强，说明越能有

效利用资源，越能消解外部事件对空间环境的

负面影响。

生产保障力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

面，其中：①经济在空间中运行的效果即生产

运行能力，在良性的互动关系下，经济要素在

消耗同等空间资源条件下能有更高的产出效

益；②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城市的本质是通

过空间途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设施供

给能力越强意味着公共服务设施的充裕度和

便利度越高；③流通合作的完善程度、运行效

率、服务水平、承载水平等方面决定了城市是

否能形成协同的城市体系[42]。

创新服务力是推动城市向更高阶段成长

的动力，也是另外两项能力向更高水平提升的

条件。其中：①科技创新是成长阶段演进的关

键能力，新技术的应用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对

包括收缩在内的各类危机的应对策略和解决

方案；②新的生活需求催生城市形成与之相匹

配的空间场景与服务能力；③新技术、新生活

方式的引入往往会引发社会环境的重建，促进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都市圈是我国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

成长型都市圈之一①。对比2010年和2020年两

次人口普查数据（见图2），武汉都市圈常住人

口快速增长，10年增长162.34万人，增幅为

5.36%（同期全省减少151.74万人），但各市

差异较大，仅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和咸宁市

人口保持增长态势。图3中区县空间单元的人

口数量变化反映了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异特征，

大部分人口流失的区县是位于都市圈外围的

中小城市（县）。进一步考察武汉都市圈在这

10年间的经济、空间发展状况，GDP总量持

续增长，但圈内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呈现强核

弱圈的特征（见图4）。空间发展上属于“扩张

型”都市圈，除武汉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率

（年均2.12%）与人口增长（年均2.34%）相

匹配外，其他城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率均高

于人口增长。因此武汉都市圈人口收缩现象具

有“区域增长—局部收缩”的典型性和“空

间/经济增长—人口收缩”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本文以武汉都市圈内除武汉市外的所有外围

区县单元为样本展开分析，虽然部分区县单元

的人口目前并未减少，但考虑到收缩现象持续

扩展的潜在趋势及行政区划和数据统计的完

整性，将其一并纳入对于厘清整个区域的城市

收缩问题更具素材意义②。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2.1    成长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前文构建的理论框架，梳理相关城

①  《中国都市圈报告（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② 研究区域概况部分的人口、经济、空间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及各市统计年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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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K=0时成长力水平提升路径
Fig.6  Path to improve the growth force level when K=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生物体与城市成长力系统的对应关系

Tab.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sms and urban growth force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市评估实践与研究中采用的高频指标，形成基

础指标库，根据可操作性原则剔除无法观测的

指标，采用专家判断法剔除显著性低的指标，

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负载大的指

标，最终筛选出27个代表性指标，其中包括存

量用地供给量、增量用地供给量、商业中心数

量、初创企业活力度、房价波动幅度比率、规划

项目完成度和土地供应计划执行率等具有一

定独创性的指标。指标的数据来源包括统计数

据（各市2022年统计年鉴）、各类网站采集数

据（截取于2022年10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成果数据、POI信息数据、规划资料、发改

委项目库等（见图5）。在具体指标数据的测算

上，利用多类软件和多种数理模型进行数据爬

取和处理。

2.2.2    改进的NK模型评估方法

NK模型是一种来源于生物学的进化仿真

方法，其重要的参数包括：物种内基因数量N；

基因之间的关联作用数量K（K的取值范围为

0≤K≤N-1），K值越大，系统越复杂；主体可

能的状态A；系统的整体适应度函数W。目前

NK模型主要应用于进化生物学、免疫学、复杂

系统工程、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领域[43-44]，

城市规划领域应用NK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成

果是对小城镇的研究[45-46]。城市生命体的成长

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成长力与生物体适应

度有共通性，因此NK模型可以适用于城市成

长力系统的研究（见表1）。

NK模型的具体计算步骤包括：

①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指数、因子3个

层级的权重。

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方法确定各指标的

相关系数，结合权重进一步计算指数值，公

式为：

式中：Yiq为第 i个评价对象的指数值，q=1，

2……9。因子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Pil为第 i个评价对象的因子值，l=1，

2，3， yq为指数的权重。最后，成长力水平值

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Wi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成长力水平

值，pl为因子的权重。

③计算出各空间单元成长力水平值后，

将因子值与整体的因子平均值进行比较，若其

大于平均值，则取值其因子状态为1，若小于

平均值，则取值其因子状态为0。本文所构建

的NK模型中，N=3，A=2（0，1），因此理论

上一共有2³=8种因子状态组合。

2.2.3   城市类型识别方法

NK模型除了反映城市成长力水平及因

子状态组合之外，还标示了不同因子状态

组合向全局最优的位置攀爬的路径。在K=0

的情况下，即假设成长力水平变化仅取决

于单一因子状态的改变，此时从水平最低

值的因子状态组合（000）提升至最高值

因子状态组合（111）只需从6条可选路径

中选出最优路径（见图6），这是一种最简

单的极限状态。本文通过计算得出3大因子

的K值均为2，即成长力水平的变化与3个因

子状态改变均有关，利用MATLAB2018版

图5 城市成长力评估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Fig.5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and data source of urban growth for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参数
名称 生物体 城市成长力系统

N 物种内基因组成
数量

空间容纳力、生产保障
力、创新服务力3大因子

K 基因之间关联作
用数量 3个因子之间的作用数量

A 1 个 基 因 的 等 位
基因数量 1个因子的状态数量

W 生物体的适应度 成长力水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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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编码仿真，模拟系统因子状态的变化

过程，如000变为100时，P1值从原始数据

矩阵P1状态为1的数值中随机选一个，P2、

P3则是被随机赋予一个新的数值（状态为

1或0皆可），再计算此时的水平值。当水平

值大于状态变化前的值时，此次因子状态的

变化有效，反之则无效。如此循环往复，直到

所有因子状态均变为1，达到全局最大水平

值（见图7）。

2.2.4   关键限制要素识别方法

本文采用王士君等[47]分析区域土地利用

效益限制要素的方法，将小于圈域均值水平的

因子判定为成长力短板。在此基础上，运用障

碍度模型厘清滞后因子内部的限制指标，通过

计算“指标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

度”进行诊断。其中指标贡献度代表单项要素

对总体的影响程度，即权重wj；指标偏离度为

各空间单元单项要素的指标数值与圈域总体

水平的差距，设为指标标准化数值x'
ij与100%

之差；障碍度则是各单项要素对因子水平的影

响值，该指标则为判断限制要素的依据。计算

公式如下：

式中：Mij代表 i 空间单元 j 指标的障碍度，

其值越大，意味着该指标对提升相应因子水平

的阻碍越大。

3  结果与分析

3.1   武汉都市圈外围城市成长力水平及空

间分布特征

根据公式（1）、（2）、（3）计算得到武

汉都市圈外围各空间单元成长力水平，利用

SPSS19.0软件的中位数聚类法进行系统聚

类，结果按照水平由高到低分为4级，分级显

示后如图8所示：邻近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如鄂

城区、黄石市区、大冶市属于成长力水平高值

区和人口增长区，其他市的中心城区整体成

长力水平较高，人口流失情况也相对较好。随

着都市圈圈层向外扩散，成长力水平逐渐降

低，大部分处于都市圈边缘区的县级空间单

元呈低水平均质分布特征，也是人口收缩的

主要区域。

3.2   武汉都市圈外围收缩城市类型识别及

其空间分布特征

按照NK模型评估方法的第3个计算步骤，

将32个空间单元划分出不同成长力因子状态

组合（表2第1、2列）。本文共进行了100 000

次仿真，绘制出成长力最优提升路径图（见图

9），即a（000）—b（100）—c（110）—d（111），

由此得出不同成长力因子状态组合的最优提

升路径，如表2第3列所示。

进一步根据模拟仿真结果对武汉都市

圈外围空间单元进行分类，并分析各类型城

市的关键限制要素。第一类是资源整合型，

包括（000）、（010）和（001）3种因子状

态组合。空间容纳力因子对其成长力水平值

提升的影响程度最大，表现为资源承载能力

指数不高，与空间生产运行效率、社会治理

能力共同形成了成长力结构的低值凹陷，关

键限制指标包括增量用地供给量、紧凑度指

数、建设用地消耗强度、规划项目完成度。第

二类是提质增量型，包括（100）和（101）

两种因子状态组合。这类城市的短板因子是

生产保障力。关键限制指标表现为建设用地

消耗强度偏高，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设施供给

水平指标均较低。第三类是创新联动型。其

中，（110）因子状态组合的问题是创新服务

力薄弱，初创企业活力度、高新技术产值占

比和文教娱消费占比是其成长需要突破的

关键限制指标；（111）因子状态组合虽然成

图7 模拟仿真的搜寻思路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search thinking in simul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武汉都市圈城市成长力水平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owth level in Wuhan Metro-
politan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城市成长力系统提升路径图
Fig.9  Path diagram for improving the urban growth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武汉都市圈空间单元类型划分图
Fig.10  Spatial unit type division map of Wuhan Metro-
politan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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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成长力因子状态组合所对应的最优提升路径

Tab.2  Optimal promotion path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growth force factor status combin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长力水平为区域最高值，但是三力都有继续提

升的空间，特别是创新服务力。3种类型所包

含的具体空间单元及空间分布如图10所示，

资源整合型城市在武汉都市圈内数量最多，

包含了黄冈、咸宁、孝感市域范围内的大部分

区县，也是人口流失情况比较严重的区域。

3.3   不同类型城市收缩的形成机理及跨越

收缩的动力机制

3.3.1    资源整合型：政策导向与资源本底双重

限制，以效用型增长为目的重构功能

资源整合型城市的短板因子是空间容纳

力，外部政策与自身资源条件共同限定了城

市对人口的集聚与承载能力。黄冈、孝感、咸

宁市域范围内的大部分区县，地处湖北省重

要的生态战略安全区，如大别山生态屏障区、

幕府山生态屏障区，山水阻隔的自然地理格

局制约了城市成长的上限，同时在国土空间

主体功能导向上主要承担水源涵养、洪水调

蓄、农产品生产等功能，属于限制开发区域。

另外，关键限制要素分析反映出此类城市对

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治理能力较低，无法为市

民提供稳定有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进一步

导致了人口流失。

此类城市虽然受限于地理区位条件，但

也因此拥有生态与文化优势，关键是整合利

用自身资源，在无法突破资源容量上限的现

实前提下提高资源转化的经济价值或社会服

务价值。赵燕菁[48]提出基于“消费人”偏好

的“效用型增长”理论模式可提供借鉴，效

用型增长模式区别于规模增长模式，通过提

供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创造高

价值的效用，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以效用

型增长为目的的城市一般是“小而精”的，

即空间规模、形态上的紧凑集约，空间功能

上的精简极致。武汉都市圈内的资源整合型

城市未来不会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

主要区域，甚至要适度控制人口和空间扩张

的规模来引导城市精明收缩。这些城市的定

位是为都市圈提供生态、文化、旅游服务，适

宜发展“农业+”“旅游+”等消费型城市功

能，并形成与其规模、功能相适应的空间组

织模式。

3.3.2    提质增量型：资源依赖且要素集聚势能

不足，形成专门化分工横向功能联合

提质增量型城市的成长能力结构优势

和短板都极为突出，表现为城市整体的资源

基础好，但是生产保障能力偏弱。这些城市

的水、林地、耕地资源占比较高，能够提供

充足的生产物质资料，具有较大的环境容量

（见图11），但是关键限制指标表明此类城市

的资源转化效率偏低，城市成长动力不足。

以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大冶市为例，快速城

镇化进程中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与国家工业

化政策倾斜推动了大冶市经济快速发展，但

是单一的产业结构随着矿产资源储量和市

场需求量的变化面临巨大挑战，大冶市经历

了矿加工产业占比过高—产业效益降低—

财政收入不足—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不足—

人口持续流失这一恶性循环。从区域层面来

看，提质增量型城市均毗邻都市圈核心或节

点城市等成长力高值区，但其流通合作能力

指数并不高且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低。这说

明：一方面，自身生产保障力弱，对于人口的

集聚势能不强；另一方面，未能在区域城市

网络体系中与其他空间单元构建紧密联系，

加剧了成长力高值区的“虹吸效应”而导

致人口外流。

此类城市应以提升生产运行能力为核

心，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要以保护生态环

境为底线，谨防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同时应充

分利用区位优势，通过深度融入区域产业分

工来提升自身在城市体系中的职能地位，强

化与核心、节点城市的协作关系来吸引部分

生产要素回流转移。要避免追求产业发展的

“大而全”导致生产要素过于分散，应结合自

身优势基础和邻近经济体的主导产业，聚焦

根植性产业和特色职能，通过横向联动形成

专门化分工的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提升集聚

势能。

3.3.3    创新联动型：辐射作用较弱，新动能支

撑不足，以节点功能嵌入区域创新网络

创新联动型城市仅从人口变化数据看并

不属于收缩型城市，分析此类城市的意义在

于：在区域层面，目前围绕这些城市出现了成

长力低值区域，说明对周边城市并没有起到引

领带动作用；这类城市仍处在创新驱动的转换

阶段，人力资本的积聚和提升是决定性因素。

创新联动型城市成长力提升不仅能够加强自

身对于人口特别是高知高技能人才的吸引集

因子状态组合 空间单元 成长力的最优提升路径

000 罗田县、武穴市、赤壁市、潜江市、孝昌县、黄梅县、浠水县、
汉川市、通城县、黄冈市区、应城市、团风县、崇阳县、红安县 000—100—110—111

001 安陆市、大悟县、咸宁市区、孝感市区、云梦县 001—101—111
010 通山县、英山县 010—110—111
100 华容区、仙桃市、梁子湖区、蕲春县、嘉鱼县 100—110—111
101 大冶市 101—111
110 麻城市、天门市 110—111
111 黄石市区、鄂城区、阳新县 —

图11 部分提质增量型城市各类用地面积占比图
Fig.11  Proportion of various land use areas in citie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improve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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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同时能够通过创新要素的空间溢出效

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人口

流失状况。

作为武汉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区域，《武鄂

黄黄规划建设纲要大纲》 《武汉新城规划》 《光

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发展战略规划》等一系列

规划及政策明确了创新联动型城市的战略重

点地位，因此这类城市应积极落实区域政策引

导，强化对核心城市武汉的支撑作用和对周边

城市的链接辐射作用，以服务节点功能嵌入区

域创新网络体系，依托科创大走廊串联重点园

区和重要创新平台，促进与周边城市的合作，

通过价值链升级、技术传播、人才流动、产业转

移和梯度发展等多种路径引导创新要素向周

边地区扩散。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武汉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成

长型都市圈外围城市的相对收缩特征、机理

及差异化动力机制，主要观点与结论包括以

下方面。

（1）“收缩”是城市生命体成长周期中的

正常生命现象，其本质是城市“成长力”相对

弱化导致无法满足人的需求，从而导致人口外

流。对城市个体来说，“相对收缩”可能只是城

市面临阶段转化的适应与调整，关键是提升成

长力以适应阶段转化；对城市体系整体来说，

局部的收缩是城市“比较成长力”相对或绝

对下降而导致的区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结

果，可能是达到整体协调稳定状态过程中的正

常现象。

（2）武汉都市圈外围中小城市收缩现象

受到自身发展本底条件和区域功能格局的双

重影响。其中资源整合型城市受到外部政策与

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不应成为人口和经济发

展的主要承载区；提质增量型城市由于自身对

人口的集聚势能不强，加上受到毗邻成长力高

值城市“虹吸”作用的影响，导致人口收缩，

应明确自身在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差异化

职能，提升生产运行能力，引导生产要素回流；

创新联动型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且对

周边城市引领带动作用不强，应通过嵌入区域

创新网络体系提升自身对创新人才的吸引能

力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影响力。

4.2  对策建议

都市圈作为承载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

空间形态，特别是发展潜力与需求最为旺盛的

成长型都市圈，未来将持续吸引包括人口在内

的大量生产要素，为此仍要强化核心城市的集

聚能力，同时也要引导外围城市差异化发展形

成强大的腹地支撑能力。基于对武汉都市圈外

围中小城市的评估分析，本文从区域整体、城

市个体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1）武汉都市圈部分成长力水平高值

城市的空间资源供给余量已经不足，反之有

些成长力低值城市的空间容量较为充足，但

是空间开发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不高、集

聚人口能力有限。这些均是资源配置与实际

成长需求不匹配的结果，依靠城市自身很难

得到根本性的调节，应从区域宏观层面对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笔者建议将武汉都市圈根

据成长力水平划定为要素重点集聚区、要素

适度集聚区和要素控制优化区。其中，要素重

点集聚区为优先发展区域，空间和人口规模

可以在规划目标设定范围内增长；要素适度

集聚区基于比较优势与重点集聚区形成功能

分工与协作关系，空间和人口规模适度增长，

保持人口流入流出总体均衡；要素控制优化

区的主要功能为落实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要

求，局部人口可以略有流出。

（2）面向不同的城市类型，可针对性地

采取多种提升措施。资源整合型城市大多位于

都市圈外围的重要生态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

区，可通过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和自然生

态资源指标交易等方式提高自然资源转化效

益；提质增量型城市可立足区域比较优势集聚

优质资源，如仙桃以现代农业、嘉鱼以生态旅

游、鄂州和大冶以临空和先进制造产业、蕲春

以健康产业与核心城市武汉形成协同对接关

系；创新联动型城市可构建由企业、大学和科

研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等主

体构成的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科技园区、国家

实验室等创新空间载体，鼓励通过建设“飞地

区”“跨界合作区”深化与核心城市武汉的跨

区域创新协作。

4.3  讨论

本文借鉴城市生命体理论提出“城市成

长力”这一核心概念，未来仍需对成长力与城

市增长/收缩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辨析，形成更

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本文提出城市收缩是区

域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当关系

到国家领土安全、社会公平和生态安全、粮食

安全时，不能简单地以资源最优配置来看待

与应对收缩城市。本文所构建的成长力评估

体系可以延伸至城市群及更大的区域尺度或

更小的乡镇尺度。评估对象尺度不同，对应的

评估指标体系的结构、维度和指标构成会产生

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的方

面。同时，本文对于收缩城市类型的划分仅是

基于对武汉都市圈的评估结果，如果将城市成

长置于一个较长时段、更大的区域比较范围

中，则能够更清晰地认知成长力的动态变化及

其引发的收缩/增长变化，能够增加不同自然

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历史文化下的横向

比较案例，归纳出城市多样化类型谱系，从而

更精准、全面地解析不同类型城市的特征问题

并提出相适应的引导策略，这些都有待未来研

究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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