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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潜能模型的城市同城化透视
*

———以厦门漳州两市为例

曾月娥,伍世代,李永实,陈志强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州350007)

摘要:同城化是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新概念,是深化城市发展的城市相互作用模式。文章选取厦门、漳州两市

2003及2009年的3次产业产值为基本数据,采用改进潜能模型从3次产业场强占比以及3次产业紧密-竞争腹地的

角度分析厦漳同城化,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场强占比表现为漳州市强于厦门市,第二、第三产业场强占比则为厦门市

强于漳州市,表明了厦漳产业互补,并在空间上展示了较好的耦合比例,为厦漳同城化产业耦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漳州市第一产业紧密腹地在厦漳城市中占据较大的优势,厦门市第二、第三产业紧密腹地则是厦漳城市第二、第三

产业的核心;厦漳城市产业互补,为厦漳同城化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诠释了厦漳同城化的可能性及必然性,并为厦

漳同城化后的产业布局、功能分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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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城市之间的

相互作用日益强化,促使产业关联、功能互补、人文

历史相似的相邻城市合作机会提高,呈现出“同城

化”趋势。同城化是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

个新概念,是城市一体化理论在我国的一种深化形

式[1]。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学术界对同城化的

理解有所差异。部分学者认为同城化是一种策略,
例如,高秀艳等认为同城化旨在打破城市间行政分

割及保护主义限制,实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提高

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是一种发展战略[2];秦尊文则

认为同城化是一种发展理念[3]。部分学者认为同城

化是一种实践,例如,邢铭认为同城化是一种现象,
并表现相邻城市间通过经济要素的共同配置,形成

高度协调和统一的机制,共享城市化的发展成果[4];
桑秋等认为同城化是指相邻城市空间一体化、经济

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的地域过程和现象,是城市相

互作用的一种新模式[5]。胡兆量则认为同城化既是

观念,又是实践,并且是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6]。纵观前人研究成果,不论学术界认

为同城化是一种发展策略亦或是实践,他们都承认

同城化具有一定的距离门槛、较强的经济联系且存

在一定的经济差异性、产业结构具明显互补性以及

人文历史相似的特点。结合“同城化”产生的背景,
即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现实需求及行政区划调整限制

下的治理创新[7],本文认为同城化是指具有较强经

济联系、功能互补的相邻城市,在城市发展的指导

下,以政府引导为手段,通过共同配置经济要素,形
成高度协调、统一的政策机制,旨在促进产业优化升

级,提升城市影响力,深化城市发展的城市相互作用

模式,它不仅强调地域、政策的融合,更强调产业互

补、互动发展的经济融合。目前,对于同城化的研

究,学术界基本从定性角度对沈抚、广佛等少数地区

进行个案分析,如赵英魁等从城市规划角度探索沈

抚同城化规划[8],孙章伟利用“双核心”架构珠中同

城化[9],相关定量方法鲜见报道。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福建东南沿海部分发达

城市,即厦门市、漳州市为研究区域,以GIS技术为

平台,利用潜能模型构建实现同城化的潜能比例及

竞争腹地、紧密腹地,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揭示

厦漳同城化的可能性,以期为厦漳同城化的相关决

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及借鉴。

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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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厦门市行政区划在2003年做过较大的

变动,本文选取2003至今的资料作为基础研究数

据,资料来源于2004、2010年的福建、厦门及漳州统

计年鉴。根据同城化的定义,本文首先选取厦门市

域、漳州市辖区为基本研究区,鉴于漳州龙海市的地

理位置,即连接着漳州市辖区与厦门市域,以及漳州

市的发展战略,因此人为地将龙海市并入到漳州市

辖区中,作为研究区域。本文漳州的数据均指包括

漳州市辖区以及龙海市的数据。
1.2研究方法

空间相互作用常用于区域联系方面的研究,如
宋小冬采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上海松江区域城镇

发展潜力进行分析,常用模型包括一般引力模型和

一般潜能模型[10]。一般潜能模型又称为场模型,它
借用物理学概念,将中心城镇的吸引范围称为城镇

影响力的“力场”,影响力的大小称为“场强”[11]。场

模型常用于空间范围的界定,如李璐等进行了都市

圈空间界定[12],吴扬等划分了城市腹地[13];同时,学
者常用场模型研究城市影响范围的发展趋势,例如

张莉等研究了城市影响范围的发展趋势[14],王丽则

借用改进场模型分析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影响范围的

动态演变[15]。
本文拟采用的同城化潜能模型选取3次产业产

值作为同城化的主要指标,拟划分出厦漳3次产业

的直接腹地及近域交叉腹地,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Sik=Ti/d2ik  (i=1,2)
其中,Sik为i城市作用于k 点的场强,Ti为i城市3
次产业的产值,dik为i城市到k点的距离。

为消除量纲影响,本文拟采用的潜能模型对一

般潜能模型加以改进,计算的是比例结果,即场强占

比,并表示为

Pik=Sik ∑
n

i=1
Sik

其中Pik为i城市作用于k 点的场强占比;n为城市

数,本文取2;Sik量纲同上。
同时,借助GIS空间分析手段,利用Arcgis9.3

软件进行空间建模和分析计算,将划分对象潜能数

值的矢量分布转变为栅格分布,计算其潜能比例,并
依比例组合划分紧密腹地和竞争腹地。本文将紧密

腹地设定为场强占比Pik大于0.75,非紧密腹地即

为竞争腹地。

2结果分析

2.1场强及其占比分析

通过ArcGIS9.3平台,将厦门、漳州两城市的3
次产业产值作为Ti值,分别计算得出厦门、漳州3
次产业的场强Sik值以及场强占比Pik值,如图1。从

图中可知,在第一产业的场强占比中,漳州市场强较

大(图中区域越明亮则表示场强Sik值越大,Pik值越

大则区域亮度越高,下同),且其占比值较大,涉及较

大范围,同时,图中显示厦门区域范围为灰色,表明

对厦门市有一定的影响;而厦门市的场强则相对较

弱,它的影响范围仅局限在厦门市内,且占比强度亦

较小;第一产业的场强及其占比表明漳州市在第一

产业对于厦漳城市的影响及贡献率较大。相比于第

一产业较大的场强占比而言,漳州市在第二产业的

场强占比则较小,其影响范围及影响的程度均呈现

一定的弱化;相反,图中厦门市的占比亮度大大提高,

图1 厦漳3次产业Sik、Pik示意图

表明厦门市的第二产业场强优势明显突出。同时,
第三产业的场强占比呈现了与第二产业较为相似的

现象,即厦门市的场强占比占据绝对优势,漳州市在

第三产业占比与第一产业相比,显示出一定的弱势。
厦漳两市3次产业的场强及其占比为厦漳同城化实

现的必要条件提供产业基础:首先,厦漳两城产业互

87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29卷



补,并在空间上得以较好的耦合;其次,为厦漳城市

产业布局及协调发展可依据厦漳3次产业各自场强

占比的强弱而制定相应措施;第三,借鉴3次产业场

强占比,厦漳城市应合理安排城市功能区,促使城市

功能区发挥最大效益,深化城市发展。

2.2紧密-竞争腹地分析

2009年,厦漳3次产业紧密腹地如图2所示,
它是厦漳同城化产业空间耦合的有力写照。从厦漳

第一产业紧密腹地上看,漳州市腹地范围(紧密腹地

面积为1559km2)包含了整个漳州城市,而厦门市

的紧密腹地(面积为1050km2)仅局限于厦门的东

南一隅,腹地面积明显小于漳州市;对于它的非紧密

腹地,即为厦门和漳州市竞争腹地,主要分布在厦门

市,即厦门市仍有大部分地区第一产业依靠市域外

围支持;同时,漳州市第一产业紧密腹地占厦漳面积

的比例高达49.6%,而厦门市仅占33.4%,漳州市

的第一产业在厦漳城市中优势及影响程度较为突

出。因此厦漳同城化中第一产业可主要依靠漳州市

供给及拉动,以满足城市的内部需求。
对于第二产业而言,厦门市和漳州市的紧密腹地主

要为围绕市域中心形成,但腹地范围亦有所差异。厦门

市紧密腹地面积为1448km2,占厦漳面积的46%,漳州

市紧密腹地面积840km2,所占比例26.7%,它的

影响范围较厦门市有限;同时,厦漳第二产业竞争腹

地大多落在漳州界内,竞争腹地相对广阔,促使厦漳

第二产业竞争联系较为紧密,活动空间转移等较为

灵活,对于厦漳同城化具较强的推动作用。
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厦漳城市第三产业的紧

密-竞争腹地更呈现出其同城化的必要及趋势。厦

门市以1525km2,所占比例高达48.5%的第三产

业紧密腹地范围占据绝对优势,比漳州市的607
km2 高出17.2%;竞争腹地范围更为明显,对于两

市同城化的第三产业活动与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

图2 厦漳3次产业紧密腹地

表1 厦漳两市3次产业紧密腹地面积及比例

第一产业紧密腹地 第二产业紧密腹地 第三产业紧密腹地

面积/km2 紧密腹地比例/% 面积/km2 紧密腹地比例/% 面积/km2 紧密腹地比例/%

厦门市 1050 33.4 1448 46.0 1525 48.5

漳州市 1559 49.6 840 26.7 607 19.3

  厦漳3次产业紧密-竞争腹地在空间上的坐落,
表明它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相对有序,而同城化更

能促使厦漳充分利用空间,漳州市发挥第一产业的

优势,厦门则应为厦漳城市第三产业的提高做出相

应的功能调整及贡献,第二产业则更需两城间的联

动。总之,协调城市间产业结构及布局,真正做到同

城。

2.3紧密-竞争腹地演变分析

为了较好地对比研究的时间尺度内厦漳同城化

发展的趋势,本文选取基期年(2003年)及现状年

(2009年)做出相应的紧密-竞争腹地变化图(图3)。
厦漳3次产业紧密-竞争腹地在时间上的演变更为

清晰,产业间的联动较好地展示了厦漳同城化的基

础及趋势。
图3中,漳州第一产业紧密腹地范围呈现扩

张趋势,同时厦门的紧密腹地为萎缩状态:2003
年,漳州第一产业紧密腹地面积为1426km2,厦门为

1203km2,而2009年面积分别为1559km2,1050km2

(表2),漳州市紧密腹地增加了133km2,而厦门市减少

了153km2,呈现出此进彼退状态;同时,竞争腹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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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集中于厦漳交界处转变到2009年的集中于

环厦门市,而漳州市显示出竞争的优势。紧密-竞争腹

地空间上的变化,说明厦门市在第一产业中较大程度

地依赖漳州市,第一产业形成了厦漳同城化的基础,厦
漳同城化也为第一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空间。2003—

2009年,漳州市第二产业紧密腹地持续扩大,期间

共增加了面积186km2(表2),增加的腹地范围在原

有腹地基础上外延(图3);而厦门市的紧密腹地则

出现紧缩,但收缩面积相对较小,为55km2,出现该

种现象的原因是漳州市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上有所倾

斜,厦门市则相应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向同城化迈

进,同时说明了厦漳同城化中,第二产业将由两市共

同推进。从图3、表2中,不难发现,漳州市第三产

业紧密腹地范围缩小,面积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期
间共减少168km2;厦门紧密腹地范围变化则较为

不明显,面积增加64km2。

图3 2003、2009年厦漳两市3次产业紧密-腹地对比图

表2 2003、2009年厦漳两市三次产业紧密腹地面积对比表 km2 

第一产业紧密腹地 第二产业紧密腹地 第三产业紧密腹地

2003年 2009年 2003年 2009年 2003年 2009年

厦门市 1203 1050 1503 1448 1461 1525

漳州市 1426 1559 654 840 775 607

  综上,2003—2009年间,厦漳三次产业紧密腹

地在时空上的演变大致为第一、第二产业“漳进厦

退”,第三产业为“厦进漳退”。厦漳同城化中,产业

格局愈加鲜明,即第一产业应布局在漳州市,而第三

产业应主要依靠厦门,厦漳城市的第二产业可规划

为区域整体、全面发展。

3小结

1)同城化作为新的研究趋势,学术界对它的界

定各有特色,本文结合前人研究,认为同城化是不仅

强调地域、政策的融合,更强调产业互补、互动发展

的经济融合,旨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城市影响

力,深化城市发展的城市相互作用模式。

2)厦漳三次产业的场强及占比,即第一产业表

现为漳州市强于厦门市,第二、第三产业表现为厦门

市强于漳州市,表明了厦漳产业互补,并在空间上展

示了较好的耦合比例,加快了厦漳同城化进程,同时

为厦漳同城化产业耦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厦漳同城化具有良好的产业时空耦合基础,
表现在:漳州市第一产业紧密腹地在厦漳城市中占

据较大的优势,且2003年以来,紧密腹地范围呈扩

张趋势;厦门市的第一产业紧密腹地则有相应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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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厦门市在第二、第三产业紧密腹地上占据较大

比例,虽然2003年以来,漳州市第二产业紧密腹地

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张,但厦漳城市的第二产业仍为

厦门市主导;漳州市自2003年以来第三产业紧密腹

地范围缩小,厦门市亦相应扩张。因此,从时空上

看,厦漳城市有较强的产业互补能力,已形成产业梯

度,它同城化后可依紧密-竞争腹地,利用区域内优

势产业,合理规划产业功能区,促使城市产业、经济

融合,深化同城发展。

4)本文基于紧密-竞争腹地的视角,采用潜能

模型从3次产业方面分析了厦漳同城化,诠释厦漳

同城化的可能及必然,但本文仅选用3次产业产值

作为潜能依据,尽管可模拟厦漳同城化,仍不够全

面,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采用可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等

指标的综合值以更全面地诠释厦漳同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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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ographicalPenetrationintoUrbanCohesion
BasedonPotentialModel:aCaseStudyofXiamenandZhangzhou

ZENGYue-e,WUShi-dai,LIYong-shi,CHENZhi-qiang
(CollegeofGeographicalSciences,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007,China)

Abstract:Theissueofurbancohesionhasbecomeoneofthehottopicsintheacademicstudy.Thispaperdiscussedtheissueby
takingXiamenandZhangzhoucitiesasaresearchobject,whichisacoreregionoftheeconomiczoneonthewestcoastofTai-
wanstraits.First,this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ofcaseandtheextentofacademicdomain.Thenitmakesacritical
reviewonresearchintourbancohesion.SupportedbysoftwareofArcGIS,theauthorsselectXiamenandZhangzhoucityasre-
searchunits,andusethedatafromstatisticalyearbooksofXiamenandZhangzhoucitiescoveringtheyearsof2003、2009.
Basedonstudiesonurbancohesion,thispaperdrawssomeconclusionsasfollows:(1)Thecloserhinterlandsofprimaryin-
dustrywhichbelongtoZhangzhoucity,holdingagreatadvantageinXiamenandZhangzhoucities,whichthecentreofsecond-
aryindustryisXiamencity’scloserhinterlandsofsecondaryindustry,andsoistertiaryindustry.(2)Basedoncomplementar-
itiesoftheindustriesinXiamenandZhangzhoucity,theurbancohesionofXiamenandZhangzhoucitieshadafavorableindus-
trialfoundation,aswellasitspossibilityandinevitability.(3)Thestudyprovidedareferenceforindustrialdistributionand
functiondivisionofXiamenandZhangzhoucity.
Keywords:urbancohesion;potentialmodel;thecloser-competitivehint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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