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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建设已

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和战略支撑点。厦漳泉大都市区的同城化脚

步自上世纪 80年代就已迈出，现如今，厦漳泉同城化的意义已经绝不仅仅局限

于三市自身发展，更是关乎能否做强福建省、引领海峡西岸经济区、对接台湾

地区乃至完善全国经济空间格局。城际交通作为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和支撑保障早已成为普遍共识，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可以为大都市区内资源的

高效整合、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厦漳泉大都市区的相关

规划均有涉及交通一体化建设问题，并作为先决条件予以重视。  

本论文将对所有涉及厦漳泉大都市区的上位规划、总体规划以及交通专项

规划进行归纳梳理，并拟以厦漳泉大都市区的城际交通现状情景与规划目标情

景分别作为分析研究对象，采用 arcGIS的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模块、现状与规

划目标情景对比模拟分析、SPSS相关分析模块等方法和手段，对大都市区的平

均交通时距、县市间时距、区内外可达性、综合可达性等时空压缩效应进行描

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厦漳泉大都市区规划目标情景经济发展水平状况、联

系格局演变带来的城镇规模等级变化和中心体系演化、未来发展新兴增长极和

发展热点空间等经济社会空间演变进行预测，就城际交通演变过程与规划方案

对于厦漳泉大都市区经济社会空间格局的演变态势进行前瞻性、多维度综合分

析，期以能够为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际交通规划方案以及大都市区经济社会整体

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厦漳泉大都市区 城际交通 经济社会空间格局 交通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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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sistent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growth point and strategic 

point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e pace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had been taken since the 1980s, and nowaday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has no longer been restricted to 

the three cities' own development. It's also a pivotal strategic highland related to the 

reinforcement of Fujian Province, to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Western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 to the connection of Taiwan and even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pace pattern. It has been a wide consensus for a long term 

that intercity trans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tactics as an 

essential impetus and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ystem 

provides strong supports for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i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t's also involved in certain 

relevant planning for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which takes it seriously as 

a prerequisit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all host planning, master planning and 

special planning concerning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intends to 

utilize status quo scenario and scenario in the end of planning of intercity transport 

of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as analysis objects. It will use arcGIS network 

analyst and spatial analysis module, scenario simulation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atus and plans for the term, SPSS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ules and other 

methods and mean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average transport time-distance, 

internal accessibility, external accessibility, comprehensive accessibility and other 

time-space compression effects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On the basis of this, this 

paper will predic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end of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the changes of cities scales level structure and central systems 

brought by the evolutions of space connection pattern, the evolutions of spatial 

pattern like new growth pole and hot space of development. It will conduct proact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tre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pace pattern of the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ity transport evolution and planning, and hopes to make som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lanning of intercity transport of 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all the metropolitan 

areas. 

 

Keywords：Xia-Zhang-Quan Metropolitan Area; Intercity Transport;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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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两大背景下，大都市区与城市群

的快速扩张已势不可挡，以其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重新分工、

竞争、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强强联合的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于2009年颁布，海峡西岸经济

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为海西城市群整合与整体提升注入了强大动力。其中，

海西核心区域厦门、漳州、泉州“金三角”协同一体化发展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

问题。《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福建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福建省城镇体系规划》等都明确提出

厦漳泉协同发展的战略方向。201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厦漳

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推动厦漳泉从目前一般性区域

合作、城市联盟向紧密型、实质性、一体化融合的大都市区发展”的工作目标。

2012年发布的《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则明确

提出“厦漳泉三市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共同协作建设一个核心区面积达7772

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区”。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决策，都期望通过“加快厦漳泉城市

联盟进程和同城化步伐，构建厦漳泉大都市区，提升其参与国际竞争和两岸合作

的能力，充分发挥其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乃至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辐射带动作用，形

成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大都市区之

一。因此，厦漳泉大都市区协同发展是福建、海西、中国沿海经济带区域发展的

重大问题。 

1.1.2 研究意义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区与城市群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

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的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并正在逐步影响

着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的新格局。而我国的大都市区与城市群是未来经济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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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

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

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正由于此，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用国际化视

野针对我国大都市区、城市群的城际交通问题进行深刻分析与优化建议，对促进

我国大都市区、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又称“都市圈”）的概念内涵是“一个或若

干中心城市与周边存在密切相互联系、具有高度一体化倾向的城镇和区域组合

形成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地域综合体”。相较于一般城市化地域，圈域内城镇之

间密切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是大都市区的最基本特征，而以物资和人员往来

为主要形态的经济社会联系离不开圈域交通、尤其是城际交通系统的支撑保障

早已成为普遍共识。众多学者认为城际交通对于大都市区发展作用影响是多方

面的，主要集中于产业聚集与扩散、人口流动与就业吸引、区域内通达性的提

升、空间格局与组织优化等。当然城际交通对于大都市区发展也存在负面影响，

主要体现在“马太效应”的出现、通勤人流的增加、增强职住分离的意愿、城

市人口郊区化、城市空间蔓延、组织松散、结构碎化等。综上可见，城际交通

对于大都市区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大都市区融合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影

响效应也包括多个方面，因而必须进行综合、全面、从正负两方面平衡兼顾的

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因此，本文基于现状情景与规划目标情景下的厦漳泉大都

市区城际交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空间格局效应的研究对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际交

通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有鉴于上述研究意义中的几方面缘由，本论文将对所有涉及厦漳泉大都市

区的上位规划、总体规划以及交通专项规划进行归纳梳理，并拟以厦漳泉大都

市区的城际交通现状情景与规划目标情景分别作为分析研究对象，采用 arcGIS

的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模块、情景模拟分析、现状与规划目标情景对比研究、

SPSS 相关分析模块等方法和手段，对大都市区的平均交通时距、区内外可达性、

综合可达性、交通优势度等时空压缩效应进行描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厦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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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大都市区规划目标情景经济发展水平状况、联系格局演变带来的城镇规模等

级变化、未来发展新兴增长极和发展热点空间等经济社会空间演变进行预测，

就城际交通演变过程与规划方案对于厦漳泉大都市区经济社会空间格局的演变

态势进行前瞻性、多维度综合分析，期以能够为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际交通规划

方案以及大都市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1.2.2 研究方法 

本次论文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将采用以下方法： 

（1）文献研究法：近些年，大都市区城际交通方面研究成为热点，因此收

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献、书籍、图片等资料，并加以甄别、整理与学习，

以发现潜在创新点成为本次研究的首要任务。另外，由于本文针对厦漳泉大都

市区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对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际交通相关现状与规划的文本、

图件以及有关资料的查找与收集亦是论文开展的重要步骤。 

（2）情景分析法：对于城际交通规划方案的情景模拟，如果没有现状情况

的描述与分析作为对比，我们将无从发现和研究未来城际交通方案到底存在何

种影响，因此只有通过现状与规划年限的两个时间节点的比较研究，才能找出

问题核心所在，从而帮助笔者对规划方案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带来更深层次的理

解。 

（3）空间分析法：通过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研究与处理方法和

ArcGIS 的网络分析、空间叠合分析、空间统计运算等技术运用，对城市经济联

系、交通时距、路网中心性、交通可达性、节点服务范围、城市影响等时圈等

一系列参数指标进行量化计算和空间表达，增强了文章的科学性与可读性。 

（4）综合评价法：大都市区是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组成的区域性复

杂巨系统，城际交通作为大都市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其的研究必将抓住

综合性的特点，综合各方规律与特征，利用综合评价方法进行多目标的判读与

研究。 

1.3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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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研究框架（来源：作者自绘） 

交通影响效应（二） 

经济发展 

水平格局 

 

城市等级 

规模结构 

 

中心体系结构 

与发展热点 

 

空
间
分
析
与
网
络
分
析
方
法 

现
状
与
规
划
目
标
情
景
对
比
的
情
景
分
析
法 

交通影响效应（一）：时空压缩效应 

空间时距 内部可达性 对外可达性 综合可达性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梳理 

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际交通规划方案梳理：四个层面 

国家层面 

《国家公路网规划》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国家高速公路网发展规划》 

…… 

海西与福建省层面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 

《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规划》 

《福建省城镇体系规划》 

…… 

厦漳泉大都市区层面 

《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总体规划》 

《厦漳泉大都市区综合交通一体化规划》 

《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际轨道交通规划》 

…… 

厦漳泉三市地方层面 

《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漳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 

厦漳泉大都市区社会经济现状发展格局检视 

结论与厦漳泉大都市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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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2.1 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基础 

区域，作为不同等级城市通过相互作用结合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一个

整体，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等特点。交通作为区域间的直接联系手段之一，亦

是为区域空间优化布局做出贡献。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空间发展，必须研究分

析区域产生的根源、作用的方式以及空间发展的形态。 

自现代地理学建立伊始，就有许多国内外学者针对区域空间发展的根源、

方式、形态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多

种相关理论，如中心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

论，点轴发展理论等。本文选取部分区域空间发展经典理论进行阐释，并从中

挖掘与交通发展的联系，以更好地为后文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铺垫。 

2.1.1 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Christaller，Walt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osch）分别 1933 年和 1940

年提出的，被认为是城市地理学的开端。这一理论主要探索城市的空间分布规

律。克里斯塔勒认为，不同等级的城市有着不同大小的服务范围，即城市腹地，

这些城市及其腹地的空间分布遵循一个有规则的均匀等级分布关系。 

在均质平原、人口均匀分布、同质人口、行为理智、交通等费的理想假设

条件下，克里斯塔勒分别按照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推导了不同等级

的聚落分布模式，形成了 k=3、k=4和 k=7 的六边形中心地网络[1]。特别是在交

通原则下 k=4 的聚落分布，由于此情况下次一级中心地的分布位于连接两个高

一级中心地的道路干线上的中点位置，这种方式被认为具有效率最高的交通网，

这样的聚落分布模式也被认为是最有机会在现实社会中出现的[2]。而廖什则从

企业区位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区位经济景观，也即

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完全相同的六边形聚落分布模式。 

由于在中心地产生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聚落体系主要是农村市场服务中

心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其前提假设过于脱离现实[3]，因此中心地理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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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生产、交通、生活、信息等多元化的经济结

构，但这一理论开启了城市地理学对聚居点分布、城市空间分布乃至区域空间

发展的研究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1.2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区域的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为了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总是

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也就是空间相互作用[2]。区域

的空间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空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的建立经历了许多年的发展，许多学者从空间相互

作用的方式、条件以及程度等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来丰富这

一体系。 

海格特（P.Haggett）1972 年借鉴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将空间相

互作用的方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美国学者厄尔曼（E.L.Ullman）认为相

互作用产生的条件有三个——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 

而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最杰出的成果则是在于学者们借鉴物理学物体相互

作用的公式而建立的一系列城市结节相互作用规律。赖利（W.J.Reilly）于 1931

年根据牛顿万有引力理论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康佛斯（P.D.Converse）发

展了赖利的理论提出了断裂点公式，根据此公式可以得到两个城市的分界点[2]。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相互作用模式，即：引力模式、

潜力模式。 

引力模式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推导而成，认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这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而潜力模型则是建

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将一个城市与区域内所有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力求

和则得到该城市在区域内的潜力大小[4]。 

无论在上述的哪一个模型之中，城市之间的距离都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被

考虑，因而研究空间相互作用对于区域交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3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尽管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普劳克斯（F.Perroiix）提出并最早

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工具，但近几十年来，其作为区域发展分析的理论基

础之一在城市规划界的应用逐渐广泛，受到区域规划师及决策者的普遍重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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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不同强度的经济发展以点状分布在地理空间上，这些点以

各种不同途径传播它们的影响，也就是具有成长和空间聚集意义的增长极。 

增长极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组“推动型产业”，它们集聚在空间上某一

地区，该地区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增长极[5]。具体来说就是首先人才、

资金、技术和物质向该集聚地区集中，使该地区与周边差距拉大形成两极分化。

继而增长极通过各类要素带动周边经济加快发展，提高周边区域的消费水平，

引起周边区域的生产创新和生产率提高。实际上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往往是同

时发生的，它们叠加后就形成了溢出效应，这三大效应的空间变化规律都符合

距离衰减率，即随着地区距增长极距离的增大，这三种效应都会相应减弱[6]。

可见城市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乃至区域之间的距离在增长极理论中也占有重

要地位，因而增长极理论对于本文从交通角度出发研究区域空间发展的规律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 

2.1.4 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 理论也称为“中心—外围”( center -periphery theory) 

理论, 这是一种由多位学者发展起来的区域发展和区域开发理论[7]。该理论以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最初来源于美国学者波尔洛夫(H .Perloff ) 

对 19 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空间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从早期的古典“核心边缘”

理论发展到“新区域主义”，近几十年来，核心边缘理论无论是在区域经济学还

是城市规划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广泛的应用。 

在核心边缘理论中，最著名的成果即为“核心—边缘模式”。在这个结构中，

核心和边缘是最基本的要素
[2]
。核心区通常是指一个区域中经济较发达的、主

导控制性的地区，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革新，边缘区则是经济较落后的、从属

依赖于核心区的区域，主要包括向上过渡区、向下过渡区和资源边疆区。核心

区与边缘区相互依存，并通过革新、决策、移民和投资四大途径进行相互作用。

根据弗里德曼（J.R,Friedmann）的理论，核心区域边缘区的相互作用可分为四

个阶段：工业化前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空间相对均衡阶

段，无论是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乃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遵

循核心边缘理论的发展模式。伴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核心边缘理论逐渐向

国际区域视角发展，并逐步与“增长极”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梯度推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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