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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范围综合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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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国内外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研究,从经济联系、生态联系、空间联系、文化联系等4个方面引入模型与指标,综
合界定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范围。结果表明,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范围包括合肥、芜湖、蚌埠、淮南、巢湖、马鞍

山、铜陵、滁州、六安等9个城市;其中,蚌埠、淮南、合肥、芜湖、巢湖、马鞍山和铜陵形成“L”形核心带,滁州、六安形成东西

线形扩展带。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范围与“江淮城市群”范围相比较,主体部分一致;“L”形核心带与《安徽省城镇体系规

划(2004—2020)》提出的近期核心发展地带相吻合,界定结果具有合理性,综合界定方法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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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是城市群培育与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区域内城市功能整合与协调发展的保障。国外对

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研究开展较早[1-3];国内相关研究最初雏形是城市经济区划分方法研究[4-6],而后逐步延伸

至都市圈范围判断与城市群的空间界定[7-16]。就界定视角与方法而言,早期基于城市群定性认知,从城市质量以

及运输通勤方面辅以指标量化界定[1-7];后期结合时空距离从经济联系视角引入引力模型、场强模型、距离修正

系数等进行模型量化界定[8-12],同时定性与定量结合、多视角综合界定趋向明显[13-16]。但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视

角中较少涉及城市文化,也缺乏生态观视角,未将城市作为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城市所

拥有的发展条件与潜力。不同界定视角有不同的界定方法,甚至同一界定视角也会出现不同的方法。全面而准

确地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需要多种界定视角与方法、定性与定量综合界定。
安徽城市群培育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众多概念,如“一点两线”合肥都市圈、合肥-芜湖-安庆城市带、“9+1”城

市圈、沿江城市群、沿淮城市群、省会经济圈、江淮城市群、合淮同城化、合肥经济圈、皖江城市带等[17],表明安徽

城市群空间结构尚不稳定。目前安徽城市群的发展已形成合肥经济圈、皖江城市带和沿淮城市群“三足鼎立”的
局面[18](图1)。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联贯南北、融合

安徽三大城市群联动发展。落实到地理空间上,皖江城市带、沿淮城市群分别位于安徽中部地区自然地理分界

线上,合肥经济圈则位于安徽中部,而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已经成为安徽省的经济中心。是否可以培育以合肥

为中心,融合皖江城市带、合肥经济圈与沿淮城市群的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从而达到优势互补、提升综合竞争

力,并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合理的空间范围如何界定? 上述问题成为了本研

究的重点。

1研究区域概况

安徽省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面积13.94万km2。2010年GDP达12359.33亿元,人均GDP为20887.8
元,城镇化率43.2%。从自然分界线上看,长江、淮河横贯东西,由此安徽中部地区主要包括合肥、巢湖、滁州、六
安、安庆、淮南南部以及蚌埠南部等区域。从目前城市群发展上看,安徽中部地区存在城市群,但安徽中部地区

城市群尚未有统一的定义;目前该地城市群范围存在争议,且随着合(肥)淮(南)同城化发展以及巢湖行政区划

调整,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范围仍有变动趋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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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徽省域三大城市群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从经济联系、生态联系、空间联系、文化联系等4个方面展开,引入模型与指

标,进行经济联系度分析、城市可持续发展度分析、支撑体系可达度分析、文化基质类同度分析;然后运用叠加原

理,将上述4个界定视角分析结果进行叠加,叠合度高的城市处于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核心,叠合度低的城市处

于城市群边缘。文中将以编码形式,体现叠加结果。
本次研究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具体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安徽省电子地图,部分数据通过推

算获得。

2.1经济联系度分析

通过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与经济区位度模型计算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和城市区位度,并绘制安徽省内经济联

系图。

1)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公式为

Rij=(Pi×Gi× Pj×Gj)/Dij
2 (1)

式中,Rij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Pi、Pj为两城市市区非农人口数(单位:万人);Gi、Gj为两城市市区GDP(单位:
万元);Dij为两城市公路营运里程(单位:km)。从数据相关性而言,安徽省地级市城市非农人口与市区非农人口

相关性为0.852,城市GDP与市区GDP相关性为0.924,表明数据相关性高;文中选用市区数据计算城市经济联

系强度,体现中心城市特性。

2)经济区位度模型公式为

Pi=∑
n

j=1
Rij/∑

n

j=1,i=1
Rij (2)

式中,Pi 为城市i的经济区位度;Rij为i、j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2.2城市可持续发展度分析

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度指标体系[19],对所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计算城市可持续

发展度,并进行区间划分,具体公式为

S=Sp=(S1,…,S17)=W×C (3)
式中,Sp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度;W 是指标权重;C 是对应指标标准化值。指标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求得,再采用

信息商[20]进行修正。

2.3支撑体系可达度分析

通过交通成本加权平均值模型计算城市可达度,并进行区间划分,计算公式为

Ai=∑
n

j=1

(Tij ×Mj)/∑
n

j=1
Mj (4)

式中,Ai 为城市i的可达性;Tij是城市i通过交通网络中通行时间最短的路线到达城市j所花费的时间,研究采

用最短公路运营时间(单位:小时)作为时间指标;Mj是终点城市的质量,研究采用市区人口(单位:万人)作为质

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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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化基质类同度分析

界定方法中多数采用量化方式,但城市间内在联系也存在着难以量化的定性方面。文化基质类同度分析通

过查阅各地级市志,定性分析城市历史文化背景,寻求文化基质类同度,并进行地域文化类型区划分。

3结果分析

3.1经济联系度分析

依据(1)式计算安徽城市经济联系强度,(2)式计算安徽城市经济区位度,得到合肥经济区位度最高,为

0.21;其次为芜湖0.14;第三为淮南0.10;其他城市经济区位度相对偏低。因此以合肥、芜湖、淮南为中心,选取

经济联系强度大于4000的数据绘制安徽省内经济联系图(图2),经济联系强度低于4000的数据表示两城市间

经济联系很弱,绘制安徽省内经济联系图时不予表示。图2中显示合肥是安徽省经济联系中心;以合肥为中心,
向外呈辐射状同心圆圈层构造。第一圈层以合肥为中心,包括淮南、蚌埠、六安、滁州、巢湖、芜湖、马鞍山、铜陵

等9个城市,它们构成核心圈层,且城市间具有较强的经济联系,形成网状。第二圈层为第一圈层向南北扩展,
经济联系强度一般,包括淮北、宿州、阜阳、安庆、池州、宣城等6个城市。亳州、黄山与合肥的经济联系强度低于

4000,不划入第二圈层。

3.2城市可持续发展度分析

依据(3)式计算安徽城市可持续发展度,并划分为3个区间(图3)。Ⅰ区间(0.6~1)表示城市可持续发展度

良好,仅有合肥;Ⅱ区间(0.35~0.6)表示城市可持续发展度一般,包括黄山、铜陵、芜湖、马鞍山、淮南、蚌埠、淮
北、亳州;Ⅲ区间(0~0.35)表示城市可持续发展度较差,包括宿州、阜阳、滁州、六安、巢湖、宣城、池州、安庆。

3.3支撑体系可达度分析

依据(4)式计算安徽城市可达性度,并划分为4个区间(图4)。Ⅰ区间(2~2.5)表示城市可达度良好,包括合肥、
蚌埠、淮南、巢湖;Ⅱ区间(2.5~3)表示城市可达度一般,包括宿州、阜阳、滁州、六安、芜湖、铜陵;Ⅲ区间(3~4)表示城

市可达度较差,包括淮北、亳州、马鞍山、宣城、池州、安庆;Ⅳ区间(4~5)表示城市可达度差,仅有黄山。

   图2 安徽省内经济联系         图3 安徽城市可持续发展度       图4 安徽城市可达度

3.4文化基质类同度分析

安徽省地域文化类型大致划分为1)江淮文化区:滁州、蚌埠、淮南、合肥、巢湖;2)长江文化带:马鞍山、芜湖、
铜陵、池州、安庆;3)中原文化带:亳州、淮北、宿州、阜阳、六安;4)徽文化区:黄山、宣城(图5)。

3.5综合分析

对经济联系度分析结果进行编码,属于第一圈层的城市编码为1,第二圈层的城市编码为2,其余城市编码

为3。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度分析结果进行编码,属于Ⅰ区间的城市编码为1,Ⅱ区间的城市编码为2,Ⅲ区间的城

市编码为3。对支撑体系可达度分析结果进行编码,属于Ⅰ区间的城市编码为1,Ⅱ区间的城市编码为2,Ⅲ区间

的城市编码为3,Ⅳ区间的城市编码为4。城市文化基质分区属于类型分区,与前面3种分析结果的级别分区不

同,不存在强弱问题。但文化基质趋同与地域邻近有利于促进城市间交流与合作,从这一角度考虑,文化基质分

区存在强弱等级。因此基于文化基质趋同性与地域邻近性[21-23],对文化基质类同度分析结果进行编码,由于本

研究试图架构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故将属于江淮文化区的城市编码为1,长江文化带的城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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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为2,中原文化带的城市编码为3,徽文化区的城市编码为4。

表1 分析结果编码

城市
经济联系

度分析

城市可持续发

展水平分析

支撑体系可

达性分析

文化基质类

同度分析
叠加

合肥 1 1 1 1 1111
淮北 2 2 3 3 2233
亳州 3 2 3 3 3233
宿州 2 3 2 3 2323
蚌埠 1 2 1 1 1211
阜阳 2 3 2 3 2323
淮南 1 2 1 1 1211
滁州 1 3 2 1 1321
六安 1 3 2 3 1323

马鞍山 1 2 3 2 1232
巢湖 1 3 1 1 1311
芜湖 1 2 2 2 1222
宣城 2 3 3 4 2334
铜陵 1 2 2 2 1222
池州 2 3 3 2 2332
安庆 2 3 3 2 2332
黄山 3 2 4 4 3244

表1显示叠加编码仅有合肥为1111,叠合度最

高,在各项分析结果中均处于首位,省内优势显著。
与合肥编码中有3位编码顺序相同的城市有3个,即
蚌埠(1211)、淮南(1211)、巢湖(1311),叠合度次之。
此外,表1中有3位编码顺序相同的城市还有马鞍山

(1232)、芜湖(1222)、铜陵(1222);而淮北(2233)、宿
州(3233)以及宣城(2334)、池州(2332)、安庆(2332)
也存在上述情况。由图6可知,斑块1、斑块2、斑块3
虽然编码叠合度较高,但从编码等级上看除了马鞍

山、芜湖、铜陵构成的斑块2外,其他斑块均较低。
基于对城市间经济联系度、城市可持续发展度、

支撑体系可达度、文化基质类同度分析结果的叠加发

现,安徽中部区域以合肥为中心已形成包括蚌埠、淮
南、巢湖在内的城市带;同时安徽省内也出现了相应

的斑块区域即马鞍山、芜湖、铜陵沿江城市带和淮北、
宿州,宣城、池州、安庆斑块。从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

出发,合肥、淮南、蚌埠之间以及合肥、巢湖、芜湖,马
鞍山、芜湖、铜陵之间联系都非常紧密;考虑地理位置

上的关系,蚌埠、淮南、合肥、巢湖城市带与马鞍山、芜
湖、铜陵沿江城市带已紧密对接。芜湖作为蚌埠、淮
南、合肥、巢湖城市带与马鞍山、芜湖、铜陵沿江城市

带对接的枢纽城市,起到承接南北、连贯东西的作用。就经济区位度而言,芜湖仅次于合肥;经济联系强度上芜

湖除了与合肥经济联系强度较大之外,与巢湖、马鞍山、铜陵的经济联系强度都较大,已成为马鞍山、芜湖、铜陵

沿江城市带的核心。加之芜湖与蚌埠、淮南、合肥、巢湖城市带地域位置邻近,文化基质趋同,已然成为承接南

北、连贯东西城市带的次中心城市。
因此,安徽中部已经形成以合肥为主中心,以芜湖为次中心,包括蚌埠、淮南、巢湖、马鞍山、铜陵在内的“L”

形核心城市带。同时滁州(1321)、六安(1323)的编码分别与合肥(1111)、芜湖(1222)的编码有两位顺序相同,滁
州、六安可作为“L”形核心城市带东西方向的扩展地带(图7)。

4结论与展望

基于国内外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研究,从经济联系、生态联系、空间联系、文化联系等4个方面引入模型与

指标,综合界定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范围。结果表明,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范围包括合肥、芜湖、蚌埠、
淮南、巢湖、马鞍山、铜陵、滁州、六安等9个城市;其中,蚌埠、淮南、合肥、芜湖、巢湖、马鞍山和铜陵形成“L”形核

心带,滁州、六安形成东西线形扩展带。
本研究与安徽省现有研究成果如“江淮城市群”[23]范围相比较,主体部分一致,但边界尚未细化至县、区;与

合肥经济圈范围相比较,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在南北方向上有所拓展,与北部沿淮城市群、南部皖江城市带均有

衔接,融合态势显著,符合目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说明安徽省相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另外,
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L”形核心城市带与《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04—2020)》提出马芜铜和合巢芜“T”字型省

域核心发展地带相比较,具有吻合之处,“L”形核心城市带包括了“T”型省域核心发展地带,并向北延伸。2011
年7月《国务院关于同意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中,巢湖市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
鞍山等3市管辖,合肥与芜湖对接更为紧密,对构建“大合肥”,加快合肥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的融合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范围界定结果具有合理性,也进一步论证了安徽中部地区城

市群综合界定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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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安徽城市文化基质分区        图6 城市斑块区       图7 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

  虽然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从4个视角展开,但在分析模型与方法上仍值得优化与扩展;其次,
研究单元细化至县、区利于城市群空间范围边界细化与延展探讨,目前仅从经济联系度视角将研究单元细化至

县、区来看,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范围沿江扩展与北向扩展趋势明显,与《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提
出围绕合肥为中心,依托合宁、合巢、合淮、合六、合安等城镇发展轴形成“中心放射”状空间结构,以“两带”为全

省城镇化拓展的重要空间相吻合。因此下一步将继续完善统计数据细化,探讨安徽中部地区城市群边界细化与

延展,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1]GottmanJ.Megalopolis,ortheurbanizationoftheNorth-
easternSeaboard[J].EconomicGeography,1957,33(7):

31-40.
[2]GottmanJ.Megalopolis:theurbanizationoftheNortheast-
ernSeaboardoftheUnitedStates[M].Cambridge:TheM.
I.T.Press,1961.

[3]陈建军,王国正.都市圈内涵与界定维度研究[J].江西社会

科学,2009(6):74-79.
ChenJJ,WangGZ.Studyontheconnotationanddefini-
tionofdimensionofmetropoliscircle[J].JiangxiSocial
Sciences,2009(6):74-79.

[4]陈田.我国城市经济区影响区域系统的初步分析[J].地理

学报,1987,42(4):308-318.
ChenT.Apreliminaryanalysisonthesystemofinfluence
regionsofChina’surbaneconomy[J].ActaGeographica
Sinica,1987,42(4):308-318.

[5]顾朝林.城市经济区理论与应用[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

出版社,1991.
GuCL.Theoryandapplicationofurbaneconomicregion
[M].Changchun:JilinSciencePress,1991.

[6]孙胤社.大都市区的形成机制及其定界—以北京为例[J].
地理学报,1992,47(6):552-560.
SunYS.Formingmechanismanddelimitatonofmetropoli-
tanareainChina—acasestudyofBeijing.[J].ActaGeog-
raphySinica,1992,47(6):552-560.

[7]姚士谋.中国城市群[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2.

YaoSM.TheurbanagglomerationsofChina[M].Hefei:

UniversityofScienceand TechnologyofChinaPress,

1992.
[8]王德,刘铠,耿慧志.沪宁杭地区城市一日交通圈的划分与

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1(5):38-44.
WangD,LiuK,GengHZ.Thestudyofdailycommunica-
tionareain Hu-Ning-Hangregion[J].Urban Planning
Form,2001,(5):38-44.

[9]张召堂.中国首都圈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ZhangST.StudyonthedevelopmentofChinesemetropoli-
tanarea[M].Be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2005.

[10]李彦军.都市圈的空间界定方法研究—以武汉都市圈为

例[J].理论与改革,2008(4):150-153.
LiYJ.ResearchfordefiningthescopeoftheMetropolitan
area—Wuhanmetropolitanareaasacase[J].Theoryand
Reform,2008(4):150-153.

[11]黄建毅,张平宇.辽中城市群范围界定与规模结构分形研

究[J].地理科学,2009,29(2):181-187.
HangJY,ZhangPY.Delimitationandfractalresearchon
structureofcentralLiaoningurbanagglomeration[J].Sci-
entiaGeographicaSinica,2009,29(2):181-187.

[12]余瑞林,刘承良.皖江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界定[J].华东经

济管理,2010,24(4):28-32.
YuRL,LiuCL.ThespatialscopedefinitionofWan-jiang
urbanagglomeration[J].EastChinaEconomicManage-
ment.2010,24(4):28-32.

071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1卷



[13]孙娟.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J].
城市规划汇刊,2003(4):73-77.
SunJ.Researchfordefiningthescopeofthemetropolitan
area:acasestudyofNanjingMetropolitanarea[J].Urban
PlanningForum,2003(4):73-77.

[14]陈群元,宋玉祥.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综合界定方法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地理科学,2010,30(5):660-666.
ChenQY,SongYX.Methodsofdividingtheboundaryof
UrbanAgglomerations—Chang-Zhu-Tanurbanagglomer-
ationasacase[J].ScientiaGeographicaSinica,2010,30
(5):660-666.

[15]张晓云,谭许伟,张年国.区域边界界定的三元集成理论模

型—以辽中城市群为例[J].规划师,2010,26(11):75-82.
ZhangXY,TanXW,ZhangNG.Trinaltheorymodelfor
regionalboundarydefinition:Liaozhongurbanagglomera-
tionexample[J].Planners,2010,26(11):75-82.

[16]贾卓,陈兴鹏,杨璟恒,等.兰白西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和

空间发展战略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49(3):10-114.
JiaZ,ChenXP,YangJH,etal.Discussiononranged
spaceandspatialdevelopmentstrategyofLan-Bai-Xiur-
banagglomeration[J].JournalofNorthwestNormalUni-
versity:NaturalScience,2013,49(3):110-114.

[17]郭万清.城市发展报告:安徽(2010)[M].合肥:安徽人民

出版社,2010.
GuoW Q.Citydevelopmentreport:Anhui(2010)[M].
Hefei:AnhuiPeople’sPublishingHouse,2010.

[18]杨义武,方大春.安徽省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J].安徽工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3-5.

YangYW,FangDC.Researchonthecoordinateddevel-
opmentofcitygroupsinAnhui[J].JournalofAnhuiUni-
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s,2012,29(1):3-5.

[19]侍非,储金龙,顾康康.安徽省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特征

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3):

286-291.
ShiF,ChuJL,GuKK.Consturctionofthecentralcity
groupinAnhuiprovincebasedonspatial-interactiontheo-
reticalperspective[J].JournalofShenyangJianzhuUni-
versity:SocialScience,2012,14(3):286-291.

[20]乔家君.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在河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中

的应用[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3(2):58-62.
QiaoJJ.ApplicationofimprovedAHPmethodinhenan’s
sustainabledevelopmentcapacityevaluation[J].Journalof
HenanUniversity:NaturalScience,2003,33(2):58-62.

[21]倪虹.安徽省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NiH.Researchonspat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its
implementingroutesofcitygroupsinAnhui[M].Hefei:

AnhuiPeople’sPublishingHouse,2009.
[22]徐吉军.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J].浙江学刊,1994(6):

102-108.
XuJJ.DiscussiononthedivisionoftheYangtzeRivercul-
turearea[J].ZhejiangAcademicJournal,1994(6):102-
108.

[23]张崇旺.略论“江淮文化”[J].文化学刊,2008(6):112-
118.
ZhangCW.Discussionon“JianghuaiCulture”[J].Culture
Journal,2008(6):112-118.

IntegratedDefinitionoftheBoundaryofUrbanAgglomerationintheCentralAreaofAnhuiProvince

SHIFei1,GUKangkang2,CHUJinlong2

(1.FiveDepartment,SuqianCollege,SuqianJiangsu223800;

2.SchoolofArchitectureandUrbanPlanning,AnhuiJianzhu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searchesondefiningtheboundaryofurbanagglomerationatabroadandhome,andbymeansof
introducingthecorrespondingmodelsandtheindexesfromfouraspectsincludingeconomicconnection,ecologicalconnection,space-
timeconnectionandculturalconnection,thispapercomprehensivelydefinestheboundaryofurbanagglomerationinthecentralarea
ofAnhuiProvince.TheresultsshowthatthereareninecitiesincludingHefei,Wuhu,Bengbu,Huainan,Chaohu,Ma'anshan,

Tongling.,ChuzhouandLu'anthatbelongtothespatialboundaryofurbanagglomeration,amongwhichthecitiesBengbu,Huain-
an,Hefei,Wuhu,Chaohu,Ma'anshan,andTonglingform"L"shapedcorecitybeltwhilethecitiesChuzhouandLu'anformeast-
to-westlinearexpansionbelt.Incomparisonwiththescopeof"Jianghuaicitygroup",themainbodiesareconsistentwitheachoth-
er.Andthescopeof"L"shapedcorecitybeltagreeswiththescopeofthecoraldevelopmentzoneproposedby"AnhuiProvincial
UrbanSystemPlanning(2004-2020)".Therefore,thereisareasonabilityofthedefinitionresults,andafeasibilityofthedefini-
tionapproaches.
Keywords:urbanagglomeration;definitionoftheboundary;perspectivesandmethodsofdividingtheboundary;thecentralareaof
Anhu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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