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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城镇化经历四个阶段 

B.C 2000 

 

A.C 1000 

A.C 1000 

 

 A.C 1800 

A.C 1800 

 

A.C 1950 

A.C 1950 

 

A.C 2010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前期 

工业革命后、
资本主义中期 

信息革命、虚拟经
济、后资本主义时
期 

行政中心、 
农贸手工业城
镇 

诸侯国中心、
工业、商业、
港口城市 

各类工业中心、
港口、铁路枢
纽城市 

以巨型工商城市为
中心的城市群成为
经济增长的引擎 

小城镇 
  （5-10万） 

中等城市 
（20-100万） 

大城市 
（100-500万） 

核心大城市 
（1000-3000万） 



上世纪大国城镇化的几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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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时巨大的通勤交通： 2010年东京首都圈通勤时间为
68.8min，通学时间为76.9min，通勤+通学出行时间为70.4min 

1995年, 通勤, 66.6  
1995年, 通学, 77.0  1995年, 通勤+通学, 

68.9  2000年, 通勤, 66.9  
2000年, 通学, 73.0  

2000年, 通勤+通

学, 68.2  2005年, 通勤, 66.9  
2005年, 通学, 72.1  

2005年, 通勤+通学, 

68.0  2010年, 通勤, 68.8  
2010年, 通学, 76.9  2010年, 通勤+通学, 

70.4  

平均所要時間（定期券利用者、首都圏全体）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东京大都市圈的困惑  

      城市运行成本巨大:2005年高峰时段东京区部主要道路平均车速为
18.8km/h，低于日本平均水平35.3km/h 

 

系列1, 东京区部, 18.8 系列1, 大阪市, 19 
系列1, 名古屋市, 21.7 系列1, 川崎市, 22 系列1, 横滨市, 22.3 

系列1, 千叶市, 25.6 

系列1, 日本全国平均, 

35.3 



美国东北部大西
洋沿岸大都市带 

美国五大湖沿
岸大都市带 

日本东海道太平
洋沿岸大都市带 

英格兰大都市
带 

欧洲西北部
大都市带 

中国长江三角洲
大都市带 

  Megalopolis最早出现在1915《演变的城市》
Patrick Geddes。但是在1957年让·戈特曼在美国
《经济地理》杂志上发表的《大都市连绵区：美国
东北海岸的城市化》后被广泛使用并讨论。 

 

 

都市带/城市群/都市连绵区 



城市群 中心城市 面积（万平方千米） 人口（万）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 纽约 13.8 5500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芝加哥 24.5 5400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 东京 10 7000 

英国城市群 伦敦 4.5 3650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巴黎 14.5 4600 

中国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 21 16000 

世界六大城市群区位图 



大都市区 主导产业与功能 

波士顿 高科技产业和教育 

纽约 金融、商业和生产服务业 

费城 清洁能源、制药、航空制造和交通
服务 

巴尔的摩 制造业和服务业 

华盛顿 政府、旅游和高技术服务业 

    趋向专业化分工的多中心
网络、城市群 

波士华五大都市区分行业产值构成 

波士华城镇群空间扩展过程 

60km 

120km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 

2010年世界银行GDP统计排序（美元） 

美国 
15万亿 

中国 
5.9万亿 

日本 
5.5万亿 

德国3.3
万亿 

法国 
2.6万亿 

美国东北城市群 
3万亿 



伦敦东南部多中心网络结构 

大伦敦规划和东南部区域战略互为支撑，强调廊道引导和节点开发  

– 强化分工，网络化发展： 

• 战略区域：机遇增长区、强化开发区、复兴地区 

• 塑造专业节点：政策扶持，引导高端产业外迁 

• 系统的谋划城市-郊区公共交通系统 

– 强化规划的延续性：自1944年大伦敦规划以来，一直延续绿隔理念 

1944年伦敦规划 

伦敦及东南部城市群 



PARP规划的交通框架 

大巴黎规划（2008）强化沿走廊的枢纽地区集中开发  

    走廊地区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将新的商贸、服务、办公整
合在一起，并规划都市区的交通副中心 

大巴黎城市群(2008) 



核心区高密度就业与长距离通勤格局是客观规律：10-30km是主要 

通勤区域，30km以外范围是发展职住平衡相对较好区域 

横滨川崎 厚木市 

八王子、立川、多摩 

青梅 

町田、相模原 

熊谷、深谷 

浦和、大宫 

土浦、筑波、牛久 

成田、千叶新市镇 

川越 春日部、越谷 

柏市 

千
叶 

木更津 

15km 

60km 

30km 

100 15 ３0 60 

通勤区域30 km近郊最佳，50km是极限 

东京和伦敦城市群人口与就业特征 

东京都市圈人口与就业圈层特征 大伦敦人口与就业圈层特征 



      对于工业、大学、重大项
目实施分区管理要求，并在税
收等政策上采取差异策略 

• 拥塞抑制区（首尔、仁川
等）：区内的所得税、登记
税提高3倍，财产税提高5倍 

• 增长管理区（京畿道）：只
允许建设一般的工厂和满足
基本需要的办公、科研、企
业、居住等设施 

• 自然保护区（汉江上游）：
禁止开发，保持其原生态环
境 

首尔第三次重组规划（2006-2020） 

增长管理区 

拥塞抑制区 

自然保护区 

导入转移功能 
扩大自足性 

保护汉江的水系 
解决居民的不便 

增长管理区 

控制人口密度 
解决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 



 
•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是外来人

口集聚的城市群； 
 

• 天津、北京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
城市。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关系分布 

中国东部三个城市群的人口快速集聚 

1990 -> 
2000年 

2000 -> 
2005年 

2005 -> 
2010年 

珠三角 6.08% 1.84% 1.29% 

长三角 0.61% 2.43% 1.67% 

京津冀 1.83% 1.44% 3.20% 

城镇群人口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