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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关系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对

周边区域的发展会产生积极、消极两种不同的效应。由于消极效应的存在，进而导致了大都市阴影区的产

生。大都市阴影区的现象的范例在我国并不在少数。目前，我国正处于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时期，深

入研究大都市阴影区的现象将对我国的区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基于大都市阴影区的特殊

现象提出了三个假设，在对大都市阴影区相关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评述的基础上，阐述了前人关于

大都市阴影区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正，进而总结了中国大都市阴影区的发育类型与典型案

例。其次，利用断裂点公式、聚类分析、建立完善综合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耦合度模

型构建区域均衡发展指数等多种数理模型界定了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空间范围，并分析了上海大都市阴影

区的时空变化态势。第三，解析了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机制，并结合前文的诸多案例总结了中国大都

市阴影区的形成机制，反思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大都市阴影区的发展，并提出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消减对策。

最后，结合大都市阴影区的相关研究成果解读了时下热点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①中心城市周边区域的发展受到五种力的共同作用，即中心城市的吸引力(Fc)、中心城市的扩散力(Ft)、

积极或消极的政策刺激(Fp)、周边区域自身发展的凝聚力(Fd)以及应考虑的未知因素的作用力(Fo)，并对每

种作用力赋予贡献率，对中心城市周边区域起到促进作用的为正值，起抑制作用的为负值，给出了概念公

式为 Fm=aFt+bFc+cFd+dFp+eFo，如 Fm的结果为正值则说明中心城市周边区域为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若

Fm的结果为负值则说明中心城市周边区域为经济发展的低谷地带，即大都市阴影区。 

②本文将中国大都市阴影区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在发育型大都市阴影区、核心极化型大都市阴影区、

逐步消减型大都市阴影区。 

正在发育型大都市阴影区主要是指中心城市(核心区)自身还在发展之中，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没有

真正的形成区域增长极，首位度较低，对周边区域要素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也都较弱，从而导致了周边

存在大都市阴影区，而这些阴影区的发展将随着中心城市(核心区)的发展而发育。此类大都市阴影区的发展

将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在市场、政策等因素的调控下，随着中心城市(核心区)的发展逐步消减，或随着

中心城市(核心区)的发展壮大、极化效应增强而变得更加落后。在我国，较多的中心城市还处于成长阶段，

所以此类型的案例较多，如武汉大都市阴影区、南京大都市阴影区等。 

核心极化型大都市阴影区主要是指由于中心城市(核心区)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对周边

区域的虹吸效应过于强大而导致周边产生了大量的阴影区存在，中心城市(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有明显的发展

落差。 

一般来说，在区域发展初期，由于中心城市(核心区)显著的极化效应，导致周边区域的发展要素向中心

聚集，从而形成了大都市阴影区。而由于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区域发展了较长的时期，中心城市(核

心区)越来越强大，但并没有对周边区域产生过多扩散效应，周边区域依然很落后。在我国，重庆大都市阴



影区、北京大都市阴影区等亦属于此类典型的案例。 

逐步消减型大都市阴影区主要指区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逐步由虹吸效

应转变扩散效应，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了较大的起色，大都市阴影区逐步消减，区域由非均衡发展进一步

走向区域均衡发展。在我国，广州周边阴影区的发展、上海周边阴影区区域的发展等亦属于此类典型的案

例。 

③利用多种数理模型(断裂点模型、耦合度模型、聚类分析等)提出了中心城市周边区域的空间范围界定

以及大都市阴影区的界定方法。 

④从时间变化上来看，1980-2010 经过 30 年的发展变化，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在相互演替的过程中逐步

消减。大都市阴影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经历了三种发展模式，

由带状式空间结构特征转变为碎片状空间结构模式发展，最后由于阴影区的逐步消减，大都市阴影区的空

间结构模式呈点状式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最终确定了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包括崇明、金山区和宝山区、嘉兴

市等区域。 

⑤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机制。认为可以看出：(1)崇明县作为大都市阴影区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地理

位置、交通区位，上海明显的虹吸作用以及抑制其发展的政策定位而造成的；(2)金山区和宝山区主要是由

于本身都是重工业为支柱产业，2.5 产业待升级的状态，环境污染严重等原因导致在上海市域范围内发展较

为落后；(3)嘉兴市主要由于“强区域，弱中心”、错失发展机遇、政策上的影响、发展要素阶段不同、人文

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成为上海周边经济发展的低谷地带。由此也得出一些更重要的结论：(1) 在中国，

“政策偏向”、政策的力量将不可忽视，成为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地位甚至高于自由的市

场竞争与合作。 (2) 无论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外围区域

自身发展的状况。 

⑥中国大都市阴影区普遍的形成机制。认为(1)行政区经济效应下以行政手段解决地区摩擦；(2)中心—

边缘城市体系体现的是权力等级的悬殊；(3)区域政策导致的关联反应；(3)经济不平衡更加剧了一系列的失

衡效应；(5)西方基于市场经济的古典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⑦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阴影区的发展。认为(1)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不是“区位邻近→联系和交通的增多→

高流动性和交往→区域空间融合”，如此简单。在聚集经济效应的理论假设前提下，地方和全球的经济流动

依赖邻近的区位效应，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涉及国际国内各项要素间的协调，构成了复杂的区域发展影响结

果。(2)地区发展多取决于行政资源支配而不是实际的区位。如嘉兴市在城市发展定位中明确表示无缝接轨

上海，甘愿做配角，但是浙江省却将嘉兴作为浙江与上海抗衡的前沿阵地，嘉兴市作为下级政府难以违抗

浙江省对其定位和发展的意愿。行政区经济效应下行政经济利益大于市场经济利益，发展依靠的是行政权

力的支配。(3)自身发育不足可能导致中心城市的强化。(4) 区域内部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中心和阴影区试图

共同通过一体化获得政策发展的利好，但实际上更多是由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获得，阴影区由于自身发育

不良，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好处。 

⑧认为实现区域内统筹协调发展，在政策导向下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增强自身发展的凝聚力、应减

少过分的“城市偏向”是消减大都市阴影区的根本途径。 

⑨利用对大都市阴影区研究成果进一步解读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解析了环京津大都市阴影区的



形成原因，认为环京津大都市阴影区主要是由于政策导向下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强大的虹吸效应，以及某

些区域的特殊区位造成的。其次，提出了环京津冀大都市阴影区的消减对策，认为实现区域内统筹协调发

展则显得尤为重要。解读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认为北京、天津要和周边区域尽可能的同步发展，不

要与周边区域的差距大太，使其变成大都市阴影区。在整个区域内，包括产业结构、产业高度、地价、房

价、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程度等都要协调一致，不能产业、公共服务等要素还没有均衡分布，结果地

价、房价等发展要素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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