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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笔者在讨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路径的概念与内涵基础上, 对国外发达国家老工业基

地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主要路径进行梳理,分析了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

过程与趋势, 提出了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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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路径的概念与内涵

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是指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空间开发与结构优化、城镇体系转变与功能强

化等城市化体系变化,对区域产业增长、产业整合、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与反馈效应。区域产业结构有

序演变与城市化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必然带来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

模式及城市化空间地域形态等城市化体系的变化,从而推动区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的完善,必将影响区域的供给、需求和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并以此作用于区域

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响应的路径是指基于区域产业复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目

标的实现城市化变化选择的主要方式。针对 20世纪 50年代末期欧美国家的过成熟地区所产生的经济

增长乏力, 产业结构老化的问题,而采取的新城开发、旧城改造、城市空间结构转变、城市功能转型、区域

城市整合、城乡一体化等城市化路径,已经证明城市化多元路径的选择对发达国家的过成熟地区的区域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产生了明显的消费拉动与支撑效应, 西方国家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

结构演变的实践对于我国大中城市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国外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主要路径

(一)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资源性工矿城市的兴起

英国大规模城市化始于 18世纪工业革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人口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劳动

力比重下降,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城市就业机会增加, 在一些村庄和工矿区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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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建立起来。鲁尔区 19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煤炭开采, 在工矿业发展带动

下,大量的劳动力向鲁尔区集中,形成了矿工居住区。美国 20世纪初对苏必利尔湖区的铁矿资源进行

大规模开发,并利用阿巴拉契亚山地的煤炭及五大湖的水运条件,形成了以匹兹堡为核心,包括底特律、

克利夫兰、布法罗、巴尔的摩、费城在内的钢铁工业基地。

(二)以交通运输革命为动力的城市空间扩展和功能分化

19世纪 50年代,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将英格兰的内陆和沿海城市连成一片, 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人

口的流动,并带动了相关商贸服务业的发展。19世纪末期,英国出现了城市郊区化趋势, 人口从城市中

心区外移,以伦敦商业中心区及毗邻地区表现最为明显, 在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的同时, 郊区人口不

断增加, 1861年伦敦外围市郊人口为 41. 4万人, 1891年增加为140. 5万人, 1901年达到204. 5万人[ 1]。

(三)资源性城市转型过程中的郊区化和再城市化

鲁尔工业区多特蒙德、塞尔多夫等大城市完成由资源开发向加工及多元化产业结构转变, 20万人

口以下城市实行传统产业退出与彻底转型, 2 � 3万人口的资源枯竭城市使其自然消亡。英国 1946年

在伦敦北部 40公里处建造了第一个新城斯戴藩, 到 70 年代中期, 先后建立 33个新城, 总人口为 180

万。1985年后美国东北部工业区城市制造业外迁,大都市区中心成功转变为管理咨询、商务、法律、贸

易、旅游等服务业中心。上述变化促进了城市化的积极响应,在经历了城市化水平较高和经济结构调整

背景下的�逆城市化�之后,又出现了�再城市化�的趋势。

(四)旧城区改造与城市更新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英国和德国都相继采取了旧城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措施, 并加强了城市

生态建设。20世纪 60年代英国政府筹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改造,通过生态整治以改善城区居住环境,

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商人、企业家重返老城区。20世纪 70年代,政府通过增加对城市的资金支持、建立

产业改善区等城市更新政策推动城市更新运动。德国鲁尔区 1971年制定了城市更新改造计划, 仅保留

代表性建筑或遗迹, 引导旧城区内的工业企业向外转移, 改善城市服务设施,大批工业用地转变为新的

居住区和服务区。

(五)区域双核型空间结构的形成

杜伊斯堡是世界第一大内河港,通往莱茵河下游和西欧工业区的门户,与荷兰鹿特丹起着整个莱茵

河流域的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成为全球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杜伊斯堡吸引了鲁尔区的众多人口、

企业,由原来单一内河港口城市转变为经济中心城市,在区域资源、要素与产业重组过程中发挥了增长

极作用。美国以海港城市纽约与区域中心城市芝加哥,以及分布其间的底特律、克利夫兰等构成的双核

型空间结构,构成美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轴线
[ 2]
。该轴线上有规律地分布着第一、二、三产业,形成产业

和资源的优势互补, 既可以方便地取得煤炭、铁矿,又接近发达的农业区、玉米带和大湖区水运。

(六)大都市区与大都市连绵带的建设

英国于 1944年开始大伦敦规划,将城市东部的制造业与造船工业向外迁移,转变为商业服务区,建

设新的地铁与轻轨, 增强市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 开辟环城绿地系统, 依托城市对外交通线, 构建以

东、北、南三条走廊为主的大伦敦都市区域。美国针对东北部工业区经济增长乏力、发展衰退问题,提出

充分发挥都市区空间组织在地方经济复兴中作用的策略,强调郊区化对老工业城市改造的作用, 使大城

市超越原有界线向周边扩展, 将周围地区纳入城市化轨道, 并与中心城市紧密相连, 都市区功能空间初

步完善。

(七)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以德国鲁尔区为代表。20 世纪 70 年代, 西德的联邦政府成立了区域 � 城市

开发联盟,采取了多种城乡共同发展的协调模式, 强调城市大工业的改造与乡村的发展要结合起来,城

市发展要以周围乡村为区域依托, 城市的一些职能向乡村扩散,乡村为城市人口提供良好的居住空间,

乡村围绕城市确定产业的选择,城市的工业污染不能转移到乡村。通过城乡一体发展使原来城乡分离、

城乡对立的局面得到很大的改善。近 20年来,德国鲁尔区的城乡一体化、城市建设生态化、地区发展协

调化的新居民点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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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

东北地区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较长的历史过程,但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则始于建国以后,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以帝国主义资源掠夺为特征的工矿城市的兴起( 1860 � 1948年)。1861 年营口开港后,外国势

力进入,帝国主义为加速掠夺东北资源而进行大规模开矿、建厂活动,促进了本溪、鞍山、阜新等工矿城

市的兴起。1907 � 1930年间,东北城镇数量由 37个上升到 75个,增长约 1 倍,其中尤以 1万人至 3万

人的小城镇发展最为迅速,从原来的 20个增加到 53个,城市分布也由南部的辽河流域向东北中北部发

展。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区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工业结构体系,形成以钢铁、机械、煤炭、石油、化学

等重工业为主体兼及部分轻工业为特点的东北城镇空间体系。

2� 计划经济条件下以国家投资拉动为特点的重工业基地城镇体系的形成( 1949 � 1978年)。从�一
五�至改革开放前,国家在东北地区扩建改造了鞍山、本溪、抚顺等一批老工业基地, 投资兴建了包括长

春、吉林、哈尔滨、沈阳、大庆、鸡西、伊春等新兴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成为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全国重要的

工业基地。在重化工业带动下,东北地区城市迅速发展,形成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沈阳、鞍山、长春、

大连、抚顺、哈尔滨发展成为特大城市;本溪、锦州、吉林、齐齐哈尔由小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 丹东、铁

岭、四平、牡丹江等由小城市跃升为中等城市。

3� 与老工业基地改造和现代产业结构演进相适应的现代城市化发展( 1979年至今)。近年来东北

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一、二产业比重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

升级促进了现代城市化的发展,东北地区基本形成了以辽中南、吉林中部、哈大齐 3个城市密集区,以哈

大经济隆起带为主轴的�丰�字型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城市的发展为区域经济总量扩张以及结构演进起

到了推动作用, 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扩散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核心空间支撑。

四、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趋势

(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老工业区的改造

由于历史原因, 职能单一、地段相对独立的城市工业组团,成为东北绝大多数城市的特殊景观,如沈

阳的铁西工业区、长春的铁北工业区、哈尔滨的动力区等。这些老工业区由于产业结构老化, 经济增长

乏力,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状况差, 失业人员集聚, 城市贫困严重,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 [ 3]。因此,走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低污染�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

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 促进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产品升级,发展一批新兴产业部门是老工业区改造

的中心任务。

(二)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

东北地区有许多以煤、铁、石油开采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如辽宁的抚顺、鞍山、本溪、阜新, 吉林的辽

源、敦化、珲春, 黑龙江的鸡西、鹤岗、大庆等。这些资源型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大规模开采, 普遍面临着资

源枯竭和紧迫的经济转型问题。由于产业结构单一, 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 城市基础设施落后, 生态环

境破坏严重,部分城市出现了人口数量减少的现象,严重制约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重新确定城市发

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完善城市功能, 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因地制宜选择接续产业,实施多元化产业发展

战略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三)产业集群化背景下的城市地域整合

产业集群是指地域临近,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相互关联的企业围绕产业价值链增值所形成的网络

系统。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 拥有一大批国家重要企业, 但这些企业产业链条短, 相互之间没

有在生产上形成紧密联系,缺少产业集群所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作为现代产业联系的主要地域空间表

现形式,产业集群应该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组织和调整的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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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东北地区有广阔的

农村地域,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而大中城市由于�门坎�高,对

劳动力素质要求高, 可供农民选择的就业岗位有限,在短期内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十分有限,而

小城市和建制镇小城镇的发展不足。加强东北地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必将对东北地区城镇空间结构

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大力促进县城级城市和一批具有发展优势的重点城镇的发展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乡

村城市化的战略重点。

(五) � 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
东北老工业基地多数城市属于石油、化工、冶金、煤炭、火电等物资消耗高、运输量大、污染重的资源

型原材料重工业城市, �自然资源 � 初级产品 � 废物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 �三废�
污染相当严重, 面临着相当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严重影响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化成本和城市吸引

力[ 4]。走集约城市发展道路,发展轻污染型、环保型绿色工业和生态循环经济产业, 增加环保和治污投

入,加强�三废�综合治理,中心城区实行�退二进三�,将污染大的第二产业迁移出中心城市,创建环境友

好型城市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化的途径之一。

五、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路径

(一)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特大城市为核心, 以哈大铁路、沿海为轴带,培育城

市群

目前, 东北地区辽中南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与黑龙江省哈大齐牡城市群具备较

好的发展条件。从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未来东北地区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调整,将构建辽

中(沈阳、鞍山、本溪、抚顺、阜新、辽阳、铁岭等)、吉中(长春、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东北北部城市群

(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鸡西等)以及沿海城市带(大连、丹东、营口、葫芦岛) �三群一带�

为主的空间骨架。以哈大交通轴带将四个城市群串连起来, 形成哈大巨型城市带[ 5] 。通过城市群建设

协调城市职能, 整合地域空间, 通过城市群内部产业与空间网络的完善,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 以主要

的交通廊道为依托, 以产业集群为支撑, 以产业链为要素流动载体,整合城市群内各城市资源、产业与基

础设施,提高区域城市的聚合力。

(二)大都市区空间体系构建与城市功能地域重组

目前,东北地区的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多在 50%左右,中心城区的用地结构高度密集化,交通拥堵

问题日趋突出, 环境不断恶化。未来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大都市区地域建设的格局将是构筑城市核

心区、边缘区和吸引区有机结合的产业与空间结构体系[ 6]。城市核心区发展的重点是以商贸、金融、保

险、信息等现代第三产业、行政管理、新兴产业为主;城市边缘区是近期内重点开发、建设的空间地域,以

现代制造业、居住、教育、科研为主要职能。在城市空间扩展成本和原有基础设施合理利用等因素的作

用下, 城市边缘区是核心区居住扩散的主要承接地域; 城市吸引区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传统工业、都市农

业、休憩旅游业为主要功能,其产业发展重点主要包括:建立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心城

市食品消费需求。建设环城林带, 大型山水林相结合的生态公园, 充分发挥区域生态功能, 并带动郊区

旅游业的发展。

(三)城市职能结构与空间地域的调整与优化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城市化推进的载体空间系统中, 大中城市仍然是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的

战略重点, 也是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主体空间地域。可以说,大中城市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

造的核心,促进大中城市的职能结构水平的调整与提升是拉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重要途径。东北

地区的城市主要是在资源开发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工业生产功能是城市与区域的主体功

能类型,随着城市工业地域的郊区调整,将促进城市其他功能与之产生紧密的关联效应,形成要素的有

序调整与合理转移, 如居住功能、商贸功能、行政功能、教育功能等将会随之进行相应的空间调整。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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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定时期内, 城市开发区建设主要以近域推进为主,充分依托老城区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对城市新区

开发的支撑。开发区向城市新区功能转化,增强居住、商贸、教育、旅游等综合性职能,发挥开发区对中

心市区人口与产业解密外输的主要承接地域的作用。

(四) � 典型地域�空间优化与聚合能力增强
从区域发展历史与功能特征分析, 东北地区的� 典型地域�主要包括资源型地域和边境地域。资源

型地域的调控应采取优化产业结构与转变城市职能相结合的发展路径。依托区域比较优势, 面向市场

需求, 发展新型产业及建立新的产业结构。辽源、阜新、伊春等城市资源枯竭,应将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资

源开发转向资源深度加工与综合利用,形成以采掘业为基础产业,加工业主导地位突出的发展格局。鞍

山、本溪、抚顺、鸡西、鹤岗等城市基础好,服务化与职能多元化是这些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边境地域

丹东、葫芦岛等沿海城市和绥芬河、延边自治州(珲春)、黑河等沿边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布局与

产业结构的地缘整合,建立互补整合的边境国际城市及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区、边境出口加工区、国际性

交通、信息和物流网络,培育具有国际性职能的边境口岸城市以及建立跨国经济合作区,同时与区域内

部经济联为一体,促进边境地带的迅速成长与边境腹地的发展形成互动一体化的良性发展态势
[ 7]
。

(五)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与生态空间体系构建

基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响应的目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与生态体系构建作为区域

发展的�平台�, 是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推进的支撑与保障系统。基础设施通道网络在区域产业发展、

城镇建设及城市化推进中发挥着日益关键的支撑、保障作用。快速通道不仅作为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作为城市、区域要素、产业与功能空间运动的载体,制约着要素、产业的区位选择和区位

的聚集与扩散, 作用于城市空间扩展与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完善。未来东北地区生态空间体系建设的

重点是形成以区域生态空间地域为中心, 以区域性廊道为骨架, 各类斑块有机组合的生态地域空间体

系。区域生态系统是以中心城市为主核,以大中城市为副核,各城镇生态单元有机组合的空间地域; 区

域性生态空间的廊道由区域性自然地带、河流、交通干道道路区域等单元构成; 斑块则是由农田地域、林

地、湖沼、自然保护区、工矿地域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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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rbanization Response Path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

Y A NG Zhang�x ian, ZH A NG Jing , L I Cheng�gu

( S 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 ental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 iversi ty, Ch 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cussio n of the co ncept and conno tatio n of the urbanization r esponse path to the industr ial

st ruct ur e ev olut ion, the paper summar izes the main paths of the ur banizatio n r esponse t o the indust rial st ructur e ev olu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the developed co untr ies. T hen, the pr ocess and the tr end of ur banizatio n response to industr ial

st ruct ur e ev olution of the old indust rial base in nor theast China has been analy zed, and the urbanization r esponse paths to

the indust rial structur e evolution of the o ld industrial base in N o rtheast China of t he future has been put for w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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