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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汉江经济带城市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初探
*1

王冰玉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 以汉江生态经济带 10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汉江经济带城市质量进行综合评定,

并将结果代入引力模型,测定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研究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相互作用,以期对该区域内部

的空间整合和经济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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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研究,有助于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

局,有利于增强城市竞争力,也有助于区域建设和治理｡做为湖北省重要的经济纽带,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汉江流域综合

开发,但该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区域分割､各自为战的现象,上下游没有协同发展,其纽带作用并末充分发挥｡本文以湖北省汉江

经济带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引入引力模型,测定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以期对该区域内部的空间整合和经济合作提供决

策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汉江生态经济带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域涵盖湖北10 市(林区)的39 个县(市､区),流域面积6.3

万 km2,是连接鄂西北与江汉平原的重要轴线,连通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重要纽带 ｡2016 年 3 月 17 日,国家发布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纳入其中,标志着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已经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

1.2 研究方法

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为区域中的城市经济联系,故选用引力模式对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城市进行经济联

系的量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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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ij 代表绝对联系强度;P i､P j 分别代表 i､j 城市的常住人口数;V i､V j 分别代表 i､j 城市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D ij

代表 i､j 两城市间的交通距离｡考虑到两地之间的经济活动主要受到交通费用的影响,该指标主要选取两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

2 汉江经济带城市空间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2.1 项目区内各城市中心地职能的等级划分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认为中心地就是向居住在它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而中心职能就是中心地

对围绕它周围地区的相对意义的总和｡由于研究区内各城市经济实力与规模不同,其对围绕的周围地区的经济推力和潜在的可能

性也就不同,即其中心地职能有所不同｡所以有必要在进行经济联系测算之前,先对研究区域内的 10 个城市进行中心地职能的等

级划分｡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用Pi 代表各城市非农业的人口数,用Vi 代表GDP 计算各中心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指数

(KPi)和经济职能指数(KVi)来表示城市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发展水平｡

分别计算出非农业人口指数 KPi 和经济职能指数 KVi 后代入公式(4)进一步计算各城市的中心职能强度指数 :

根据《湖北省年鉴 2015》得出汉江经济带城市中心程度职能指标值,并将其代入公式 3､4 中得出湖北省汉江经济带城市中

心职能程度(见表 1)｡

根据表 1 汉江经济带城市中心职能程度的测算,区域内城市可以分成三个级别｡武汉市的中心职能指数 9.313,说明武汉作为

湖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疑是区域内最高级别的中心城市｡襄阳市是鄂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国家第二批副

省级城市,其中心职能程度为 3.247,虽低于武汉,但远高于同为二级城市的孝感､荆门､十堰(K 值 1 ～ 5 之间)｡随州､仙桃､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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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神龙架林区中心职能指数小于 1 为第三级城市｡其中神龙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其常住人口只有 3.6 万人,GDP 仅

20.24 亿元,其中心职能与区内其他城市差别很大,因此,在之后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中将不予分析｡

2.2 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分析

引力模型在应用时简单地采用人口和 GDP 两项指标,涉及因子数少,数据容易收集,但不能全面的对区域经济质量进行测试,

因此在运用时先建立区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用区域综合质量指数 K 来替代人口与 GDP 的乘积｡

2.2.1 区域质量综合指数(K)的计算｡第一,按照因子能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及可获取性原则遴选出 8 个因子,并

根据《湖北省年鉴 2015》得出汉江经济带城市质量综合评定指标值(见表 2)｡

第二,对表 2 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本文选择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将因子数据进行标准化后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aiser-Meyer-Olkin度量为0.564,Sig. ﹤ 0.05,说明标准化数据具有有效的结构效度,可进行

主成分分析｡本研究选择最大方差法计算出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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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7.093,方差贡献率为 88.661%,前三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98.887%,这表明前三个

主成分数值就可以较好地替代 8 个原始变量的变化(见表 4)｡

将三个主成分数值代入,求得汉江经济带城市质量综合评价值(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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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对距离进行无量纲化｡根据公路运营最短距离,利用公式 进行无量纲化(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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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汉江经济带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评价｡将以上计算获得相关数据代入公式 1,得出汉江经济带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评价(见

表 7)｡

3 汉江经济带城市经济联系结果分析

3.1 一级城市中心地程度突出,二级城市中心地职能指数差别较大



7

中心地职能强度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考察城市对其周边地区的吸引范围,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城市对周边地区

所发挥的经济辐射作用｡

按照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一个区域内的城镇体系中必然存在一个等级最高的城市也就是中心城市｡从本文的测算结果

来看,武汉市的中心职能指数为 9.313,远高于区域内的其它城市｡说明武汉作为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疑是区域内最高

等级的中心城市｡从全国范围来看,2015 年,武汉市 GDP10655.59 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苏州,己跨入全

国 9 座 GDP 数据超万亿的城市行列｡这说明武汉市足够对区域内的其他地区发挥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内二级城市的中心地职能指数差别较大｡只有襄阳达到 3.247,而同为二级城市的孝感､荆门､十堰分别为 1.902､1.563､

1.470｡说明区域内的二级中心城市除襄阳外,其余城市规模较小,尚不能真正承担起二级中心城市的职能,其经济辐射能力不强｡

3.2 经济发展呈现“一心两冀”的蝶形结构

从总体来看,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度超过 10 的只有:武汉-孝感;武汉-潜江;武汉-仙桃;潜江-天门;潜江-仙桃;天门-仙桃

｡经济发展呈现“一心两冀”的蝶形结构｡一心为武汉｡两冀一为孝感,一为潜､天､仙地区｡

孝感是汉江生态经济带中距武汉市最近的城市｡孝感距离武汉市中心 50km,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32km,与武汉城市资源共

享｡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时,推出发展“武汉——孝感”临空经济的重大战

略决策｡在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建设的7 条产业带中,孝感处于高技术产业带､冶金建材产业带､汽车零部件产业带､电子元器件产

业带､纺织服装产业带､化工产业带和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带的重叠交汇区域｡将逐步成为承接光电信息､汽车机械､盐磷化工､纺织

服装､金属制品和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转移的载体｡

天门､潜江､仙桃为湖北三个直管市,是汉江生态经济带中距离最近的城市,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 50km 左右｡随着汉宜铁路的

开通以及武仙城铁､武天城铁路纳入十三五建设规划,天潜仙地区与武汉的联系日益紧密,区位和交通优势更加明显｡正在形成与

武汉的“半小时经济圈”､“ 半小时生活圈”｡除传统的汽车产业､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纺织服装等领域外,该地区正向打造以“武

汉后花园”为指向的休闲旅游业强力推进｡

3.3 襄阳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2003 年 8 月,国务院对《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做出批复,将武汉定位为“省域中心城市”,将襄樊､宜昌两座城市定位为“省

域副中心城市” ｡建设“一主两副”中心城市,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

略决策｡省委､省政府要求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最终要形成“三个三分之一”的格局即武汉占湖北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襄阳和宜昌

加起来占三分之一,湖北省其他各市州合起来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襄阳要想担负起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总量占

全省的比重至少要达到 15% 以上｡2015 年,襄阳市 GDP 达到 3382.12 亿元,位列湖北省第三位,占湖北省经济总量的 11.54%,成

绩来之不易｡但从测算结果来看,即使对距离较近的十堰､随州,经济联系度值也只有 3.467 和 2.994,这说明襄阳对鄂西北地区经

济发展的“发动机”作用还体现不足,与省域副中心的地位和所需要肩负的责任比,差距不小｡

4 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虽然 2013 年就己正式上升为省级战略,但至今开放型经济走廊尚未形成｡区域

内虽呈现“一心两冀”的蝶形经济辐射结构,但都位于武汉“8+1”城市圈内｡针对目前汉江生态经济带城市发展现状及其空间经

济联系的强弱,在今后的发展中,一方面应以武西客专汉十段和汉丹铁路所形成的“铁线”为依托,以汉江为纽带,做大做强由十

堰国际商用车之都､襄阳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襄阳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随州国家重要专用汽车产业基地组成的“沿汉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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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走廊”｡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区域内现有资源､实现产业的互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推进沿江城市的城市

化进程,推进襄十随城市群建设,增强襄阳经济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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