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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江苏沿海地区城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沿海地区城镇空间布局现状特征的分析,指出城镇空间布局的不合理是制

约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对以往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沿海地区未来城镇空间布局应充分考虑

港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采取扇状组合式的布局方案,以便更好地带动沿海地区城镇地域系统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优化该

模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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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th is article, through ana ly zing the character istics o f urban spatia l distribution o f Jiangsu coastal reg ion, it is

po inted out that the inconsequence o f urban spatial distr ibution is the m ain reason for restr icting economy deve loping o f

coasta l reg ion. F irstly, form er deve lopm en t stra teg ies are stud ied in deta ils. And then, it is put forward that harbors

should be tied up c lo se w ith strateg ies fo r u rban spatia l distribution and econom y deve loping of coastal reg ion. A t the

sam e tim e, fanlike com bined d istr ibu tion is adopted in order to drive coastal urban reg iona l system to develop w e l.l In

add ition, som e adv ices are presented for th is m ode l to be optim 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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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空间布局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 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城镇空间布

局形态直接影响到区域内各城镇的总体布局及发展,影响区域内交通组织状况、城镇的合理分布以及区域

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对城镇空间布局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 -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包括南

通、连云港、盐城 3市,内辖 11个县、6个县级市和 7个城区.海岸线长 954 km,资源优势比较突出. 2005年

底,全区土地面积 3 04万 km
2
, 年末总人口 2 041 71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2 932 95亿元, 分别占全省的

29 6%、28 15%和 16 08%
[ 1]
.由于历史和发展战略上的原因, 目前沿海地带仍属于经济发展较落后地

区,但该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能,本文旨在通过对沿海地区城镇空间布局的探讨,引导该地区

合理开发,使之逐步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

1 江苏沿海地区城镇空间布局的现状特征

1 1 城镇等级低,且凝固化

从动态看,江苏改革开放的 20多年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 20年, 但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 江苏

表现出令人惊奇的空间结构的凝固化,即 20多年中城镇空间结构基本没有变化, 尤其是沿海 3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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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还赶不上全省的平均发展速度. 从城镇等级看, 沿海地区三市市区城镇人口仅刚达到中等城市门槛

( 50~ 100万 ) .在江苏所有的省级轴线 (沿江、沿沪、沿线、沿海、沿河 )中,这是一条城镇等级最低的轴线.

不仅如此,从未来规划看, 江苏沿海地区的城镇等级也普遍较低.全省三大都市圈规划中,惟沿海地区

的等级最低,且仅连云港城市等级略有上升,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南通仅作为与宿迁一样的普通地级市看

待
[ 2]
.江苏对沿海地区城镇等级的定位,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城镇的合理布局,致使城镇群体发展缓慢,经

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1 2 城镇内部联系较弱,南北发展差异较大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尤其是南北向交通干道的缺乏,使得沿海地区没能形成统一的发展方

向,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战, 各城镇之间产业结构趋同,横向联系松散,各自优势难以发挥, 职能分工互补不

明显. 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少于行政联系,交通可达性很低.

随着与上海距离的增加,沿海地区城镇的发展水平呈衰减之势,南北差异较大.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

通市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该区三市之首 (见表 1) . 2005年, 南通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68 66亿元、288元.而盐城和连云港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

的 71 6%和 32 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1 515元、2 090元.
表 1 江苏沿海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m ain econom ica l ind ices about coa stal reg ion in Jiangsu

地区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财政收入 /亿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 (元 /人 ) 农民纯收入 / (元 /人 )

南通

盐城

连云港

1 472 08

1 004 90

455 97

19 060

12 585

9691

15 32

1 62

2 75

71 99

37 89

24 59

12 384

10 580

10 006

5 501

4 893

3 869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 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1 3 港口空间扩展缓慢,未能与腹地形成良性互动

江苏省海岸线长 954 km,资源优势比较突出. 其中不乏像洋口、吕泗这样的天然良港, 但这样的优势

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港口产业关联性不强,与腹地城镇之间的联系也比较松散.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港口等级低的现实;同时,港口产业体系的不健全在一

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以往宏观布局南北向联系的影响, 东西向联系没有得

到充分重视,因而港口与城镇之间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 虽然南通和连云港的发展更多地是东西向的联

系,但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港口与城镇的功能互补和区域合作.

2 江苏沿海地区以往城镇空间布局方案的缺陷

2 1 海上苏东 战略

1995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 海上苏东 的战略决策.即通过 10至 15年

的开发,使江苏东部沿海的海洋经济达到陆地经济的水平, 实现全省经济发展战略从陆地向海洋延伸,到

2010年基本形成沿海港口群体和临海工业基地,海洋产业的产值达到 1 500亿元,使江苏的沿海地带成为

我国海岸带中比较发达的地区.随后,江苏还出台了其它与海洋经济有关的政策,以加强全省海洋经济的

发展.

从省委、省政府作出的建设 海上苏东 的战略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开发沿海地区的决心,但

这一口号的提出尚需付出艰巨的努力.如想真正开发沿海地区,在干部配置、资金筹措、建设项目等各方面

都要加大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力度.另外,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现状,对沿海地区的投资,短期内成

效不大.对比起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来讲,很显然, 将有限的投资放在苏南地区更为有利.所以,沿海地区

实际上仍然处在苏南地区快速发展的阴影中, 并没有因为 海上苏东 战略的实施而改变现状.

综上可以看出,江苏省对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可谓不重视,但终究还是没有改变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现

状.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战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江苏沿海地区在全省的边缘化或非重点发展地位.

2 2 三圈五轴 发展战略

2000年 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 提出了 三圈五轴 城镇空间布局方案.即在规划期内, 要在全省构建

3个都市圈和 5条城镇聚合轴,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城镇聚合轴为骨架、都市圈为网络的城镇空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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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 3个都市圈分别是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 5条城镇聚合轴由 三横二纵 构成,

分别是徐连城镇聚合轴、宁通城镇聚合轴、沪宁城镇聚合轴、新宜城镇聚合轴和连通城镇聚合轴.

三圈五轴 发展战略中,三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无一例外都与沿海无关.虽然规划了连通城镇聚合

轴,但城镇产业关联度仍然很低,至今尚未形成明显的产业轴,更没有突出沿海的优势,沿海未来的发展方

向不明确.沿海三市在经济带共同研究和联合开发上进展缓慢,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战,效果并不明显.

事实证明,传统的以南北向联系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城镇布局模式已经很难改变沿海地区的发展现状,

沿海地区的崛起必须要激发出内生的动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否则很难达到区域均衡发展的构想. 基于

以上几个方面,有必要对沿海地区的城镇空间布局方案进行调整, 制定更加适合沿海地区发展要求的城镇

空间组织体系.

3 江苏沿海地区城镇空间布局新构想

江苏沿海地区依托新长铁路、同三高速公路、通榆

运河及沿海港口群等构成了集束状交通基础设施, 并

以此为基础实施沿海开发战略, 城镇空间布局也由此

逐步展开.进入现代, 港口在城镇空间布局中的重要性

益加突出,故依据其城镇等级、腹地范围、港口规模及

相应发展前景,笔者认为, 该地区应构建扇状组合式城

镇空间布局模式,如图 1.

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模式是三个扇状结构的

组合, 城镇与港口之间通过东西横向的交通轴线相连

接,其内部等级规模各不相同. 每一个港口 (洋口港、大

丰港、连云港港 )都对应一个相应的地级市 (南通市、

盐城市、连云港市 ). 这种区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

组合实质上是陆玉麒教授提出的双核结构模式. 与单

纯的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不同的是, 在这里县级以下的

城镇也主要依托三个大型港口发展.

其中,洋口港既靠长江,又临黄海,地处我国沿海沿江 T 型经济带交汇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据专

家论证,洋口港拥有一条纯天然的大型深水航道,建港条件十分优越.洋口港的开发, 其意义将不仅仅局限

于沿海地区,对于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体系的形成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其定位是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有力侧翼,可建 10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大丰港目前正在建设, 由于其腹地主要是以盐城为中心的

淮海经济区,因此其定位是区域性枢纽港,主要发展万吨级及以上泊位;连云港的腹地主要依靠的是东陇

海铁路线,因此其定位是综合性大港和国际枢纽港,可建 5~ 10万吨级深水泊位.

3 1 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模式的优点

首先,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属于空间布局中的据点式开发,尤其适合于港口建设的地段开发,适

应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对比以往的城镇空间布局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模式的实质是区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组合, 通过港口城市与区域

中心城市的互动发展,实现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与港口城市的边缘性的有机组合,有利于区内与区外

的交往
[ 3]
.

再次,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模式可以分出不同的等级,能使沿海地区形成合理的城镇等级体系.

洋口港、大丰港和连云港港对应的城市分别为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就建港条件而言, 洋口港的建港条件最

为优越,可建 10~ 20万吨级深水大港; 而大丰港和连云港港则可建设 5~ 10万吨级泊位,这样就形成以洋

口港为龙头,以大丰港和连云港港为中坚,以其他中小港口为依托的合理的港口体系. 而港口发展所依托

的腹地也必然形成相应的大中小城镇相结合的城镇体系.

进入现代,全国各地加快了由 内河经济时代 向 沿海经济时代 的转化, 港口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扇状组合模式抓住了新时期的这一变化,找到了沿海地区城镇布局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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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打破了以往城镇布局以南北向为主,试图通过南通的发展进而带动盐城和连云港的发展的城镇布局思

路.扇状组合模式以港口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东西向联系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城镇之间的南北向联系为

次要发展方向,通过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互动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跨越.

3 2 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模式提出的依据

3 2 1 理论依据

双核结构理论是南京师范大学陆玉麒教授提出的一种空间结构理论模式. 该模式的原生形态是指区

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组合,在此基础上拓展至区域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组合. 该模式无论是在我国

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扇状组合式城镇空间布局模式的实质是区域中心城市与港

口城市的组合,属于双核结构模式的原生形态.

3 2 2 现实依据

从沿海三市的实际发展情况看, 经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第三产业不够发达,经济

外向度不高,整体实力较差.虽然港口资源比较丰富,但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在沿海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通

过港口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既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据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的突破点应该在港口.

目前,在江苏港口下放各市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然而这一举措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分散了港口资源,

造成城镇之间的各自为政,无序竞争,港口的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资金
[ 4]
. 而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设以

及宁波北仑港的快速发展也给江苏的港口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面对当前港口发展的激烈竞争以及江

苏港口的发展现状,应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对江苏的港口资源进行整合, 迅速把江苏港口经济做大

做强. 港口的发展需要腹地强有力的支撑,此时,对沿海城镇空间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以引导港口城市和

城镇之间的良性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3 2 3 优化模式的建议与对策

港口城市的规模依赖于腹地的范围及经济发展水平.连云港港的腹地主要是连云港, 更扩大一点来说

是东陇海线腹地.大丰港的腹地主要是盐城,扩大点可以说是所谓的淮河流域, 其经济发展属于沿海地区

的低谷,实力明显低于连云港港所在的东陇海线腹地. 洋口港由于水深条件的优势,建成后其腹地将不仅

局限于南通,甚至包括苏南、苏中及长江中上游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江苏甚至全国都走在前列,洋

口港未来的发展将有十分有力的腹地支撑.今后应加强港口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及腹地的相互联系,尽量

拓展腹地的范围,提升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便给港口城市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港口的发展交通是关键.港口经济发展好的地区,交通运输都很通畅,基本形成了水路、陆路、航空等

完善的集疏运系统.江苏沿海 3市的 7个海港中,各个港口都有疏港公路,但是没有一个港口的集疏运交

通是内河、公路、铁路三种运输方式俱全的.近些年来沿海地区的公路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从整体上

看,高等级公路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路网通达程度不高, 尤其是东西横向公路的建设. 航空建设以及南北走

向铁路建设虽取得进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需加快进程. 目前来看,沿海地区的集疏运系统还不完善,腹

地范围的拓展也有赖于交通线的纵深开拓,因此交通网络的完善将给港口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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