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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镇快速扩张和交通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城市和区域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在城市和区域

规划实践中，多中心也成为广泛应用的空间政策工具。论文回顾了国内外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研究进展，首先从

研究尺度和中心重要性的界定出发，辨析了城市内和城市间、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的内涵；而后分别从新中心的产生

和既有中心一体化的角度解析了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形成和演化机制；进而总结了实证研究中多中心的识别和测

量方法、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单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分异以及多中心绩效评估等领域的进展与不足。文章最后提

出了多中心研究的拓展方向：明晰多中心概念并进行合理测度、比较空间结构演化的分异并剖析内在机制、对多中

心的绩效进行多维度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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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单中心城市在

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开始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

等问题。一方面，人口和产业自发向郊区迁移，使

得西方国家自 20世纪以来经历了多次郊区化的浪

潮[1]。在20世纪中叶，美国郊区高速路交叉口等地

基于交通优势和集聚经济产生了企业集群，通过

“郊区成核”，大都市区原有的空间格局逐渐被多核

结构所取代[2]。另一方面，规划师从减轻大城市压

力和负担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在大城市郊区建设卫

星城 [3]，以分流大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并解决城市

病。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多城市政府的响应，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瑞典、苏联、芬兰、法国、美国

和日本等国家都规划建设了许多卫星城。在这之

后，鉴于卫星城对母城过度依赖所造成的功能不均

衡等问题，“新城”“城市副中心”等概念得以提出并

被广泛运用于实践中[4-5]。当前许多大城市的空间

结构呈现出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多中心城

市(Polycentric City, PC)日渐形成。

同时，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普遍

快速扩张，在 20世纪初，一些邻近城镇的空间和功

能联系加强，形成了连续的城市区域，例如英国西

约克郡和曼彻斯特地区形成的集合城市(Conurba-

tion)[6]。这些区域内的城市通常在历史上和政治上

相互独立，如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区域内城市规

模大致相当，大都拥有400 a以上的历史，因此在发

展中常呈现出多中心的态势，形成了多中心城市区

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PUR)。理论上，多中

心的集聚形式在符合集聚经济原则的同时避免了

单中心过于庞大带来的弊端[7]。因此决策者常采取

多中心的空间发展策略来应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

一些问题，如 1999年“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urope-

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SDP)提出要在

欧洲层面推进多中心结构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8]。

学术界对多中心的研究始于对城市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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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模式和现状特征的关注，19世纪末，霍华德[9]主

张建设多个城镇环绕一个中心城市的城市组群；

1915 年 Taylor 倡导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卫星城以解

决城市规模过大导致的一系列问题[3]；沙里宁[10]提

出按照有机体的功能和要求，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

岗位分散到中心以外的合适地区；Harris等[11]则构

建了多核心理论，揭示了城市多核心的空间组织模

式并总结了形成原因。这些理论或从避免城市空

间的蔓延式拓展出发提出优化策略，或从现状出发

描述总结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趋势。进一

步地，随着城市的扩张，邻近城市的空间和功能趋

近于联合，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是Fawcett[6]提出的英国的“集合城市”，Gott-

man[12]则关注到了一系列大都市融合而形成的“都

市连绵区”或“大都市带”(Megalopolis)，二者成为该

领域核心研究的基础。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多中

心的研究开始注重功能联系与区域竞争[13]，演化出

了形态多中心与功能多中心 2个分支。同时，早期

的描述性研究也逐渐转向了以数学模型解释多中

心格局的形成机制[14]，用定量方法测算多中心度并

进行时空对比[15-16]，以及对多中心结构的绩效进行

评估[17]。当前，多中心的内涵日益丰富，从形态到

功能并进一步产生了治理多中心；方法更加多样，

在传统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大数据分析；研究

范围则从单个城市、城市区域进一步拓展到跨城市

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

然而，多中心城市和区域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

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多中心”一词被广泛使

用，内涵的丰富性反而使其成为了一个容易令人迷

惑的概念，需要系统地厘清。另一方面，在实证研

究中，方法的差异性使得研究者之间难以直接对

话，研究成果的可比性不高，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

发展趋势以及多中心的绩效评估方面也因此难以

取得共识。有鉴于此，本文梳理城市和区域多中心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可以形成对多中心空间结

构的系统深入理解，避免研究的误区，并为相关的

城市研究和规划实践提供参考。

1 多中心的概念内涵与演化机制

多中心的概念内涵是相关理论研究的前提，已

有研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展开，对多中心的理解主

要集中在形态和功能 2个层面。在此基础上，一些

学者对多中心的形成和演化机制开展了理论探索。

1.1 城市内与城市间多中心

根据概念内涵和形成机理的差异，可以将多中

心划分为 2个尺度：① 城市内多中心，对应多中心

城市；② 城市间多中心，对应多中心城市区域。但

在现实中这2个尺度仍存在一些混淆。

城市内多中心是指在一个城市或大都市区内

部形成的多中心结构。早在 1945年，Harris等[11]就

提出了城市围绕着几个而不是单一经济活动中心

发展的多核心理论，该理论在之后得到不断发展并

被验证[18]。代明等[19]认为要素从原有中心扩散并在

副中心重新集聚就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吴一

洲等[13]则指出多中心城市不仅要在特定经济功能

区域内具有至少 2个要素集聚中心，各个中心之间

具有分工协作、等级均衡、联系密切等特征，还需具

有空间和经济一体化的态势。

城市间多中心是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合体层面

的概念。Gottman[12]发现美国早期发展迅速的众多

海洋贸易城镇普遍快速扩张，形成了从波士顿到华

盛顿的都市连绵区。Hall等[15]的研究中使用了“多

中心巨型城市区域”(Polycentric Mega- City Re-

gions, MCRs)的概念，认为其由形态上分离但功能

上相互联系的10~50个城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

的中心城市周围而形成。在欧洲空间规划的背景

下，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定义是“由历史和政治上独

立的多个城市组成的区域，其具有合理的邻近性和

高度的功能依赖性”[20]。

根据以上学者的定义，城市内多中心是指在一

个城市中演化出了多个分中心[18]，而城市间多中心

是多个具有独立性的城市之间通过较高强度的功

能和空间联系而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区域 [21]。前

者是由大城市内各要素分散化形成，而后者是由多

个城市一体化而形成，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面积

或人口规模，而在于多中心形成机制的差异[22]。但

当前在城市或者城市区域的范围划定以及中心之

间互动程度和依赖性的衡量上远未形成共识，因此

实证研究中的城市内和城市间多中心也并无统一

的划分标准。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城市内多中

心的研究案例均多为大都市地区或大城市，例如美

国的洛杉矶大都市区[23]、芝加哥大都市区[24]，中国的

北京[25]、上海[26]和广州[27]等大城市；而城市间多中心

的研究案例多为欧洲西北部城市区域和中国的城

市群等，例如 Hall 等 [15]主导的 POLYNET 项目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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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东南部、荷兰兰斯塔德等 8个区域的多中心度

进行了比较，Liu 等 [28]则测算了中国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22个城市群地区的多中心情况。但实

际上城市内多中心的研究可能比城市间多中心涉

及的地理范围更广、人口更多。随着研究范围的拓

展，有学者提出了区域间(Inter-regional)多中心的概

念，但其与城市间多中心并没有严格界限，只是强

调更大范围内的多中心结构。目前这一概念尚未

被理论化，主要是在欧洲范围内城市和区域规划实

践中有一些应用[20]。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中心尺度

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仍处于不断拓展

之中，其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仍将受到持续关注。

1.2 形态与功能多中心

在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研究中，各中心的重要

性(importance)有 2 种界定方法：一是绝对重要性，

即结节性(nodality)，指中心向所有居民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表现为中心的规模；二是相对重要性，即中

心性(centrality)，指中心向其以外居民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表现为中心的对外联系[29] 。各中心规模的

分布反映要素的空间格局，相应的多中心被称为形

态多中心；各中心对外联系的分布反映了联系的空

间格局，相应的多中心即为功能多中心。上述概念

之间的关系，零散而频繁地出现在城市或区域多中

心的定义中。其中典型的定义列于表1。

总结起来，形态多中心是基于城市形态学的方

法，关注各中心的规模大小和分布，并认为均衡的、

层级少的分布就是多中心分布；而功能多中心则强

调中心之间的关系，关注关系分布的均衡情况，一

个平衡的、多方向的关系集就是多中心的。需要注

意的是形态和功能的多中心不等同于“多核”，“多

核”强调多个中心的存在，是形态和功能多中心性

的前提，但多中心还进一步强调各中心重要性分布

的均衡程度[35]。

因此，作为考察城市或区域多中心性的 2个关

键视角，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都是在多核的基

础上强调中心之间的均衡分布。然而，中心规模分

布的均衡并不意味着联系强度分布的均衡，甚至不

同中心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功能联系。正如Hall等[15]

发现，比利时中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形态多中心性，

但并非典型的功能多中心地区。也有学者基于结

节性和中心性的关系将区域的形态多中心与功能

多中心联系起来，将一个中心的结节性(城市就业

总量)拆分为 3个部分：外部中心性(来自区域外的

就业量)、内部中心性(来自城市外区域内的就业量)

和局部重要性(来自城市内的就业量)，并以内部中

心性衡量功能多中心度，从而外部中心性和局部重

要性的存在就造成了形态多中心与功能多中心的

差异[35]。这2类多中心的异同及逻辑关系在未来将

成为讨论的热点。

1.3 多中心的形成和演化

城市的发展起源于单中心，因此多中心城市形

成演化的研究集中于新中心产生的过程与机制。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学者从城市最优规模以及

厂商和居民区位决策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开展

了日益深入的研究。Henderson[36]发现集聚经济和

集聚成本的共同作用使得城市人口规模与居民福

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当城市规模过大时，企

业和人口将外迁形成新城，以维持最优规模水平。

这一模型为发展多中心城市提供了理论依据。也

有学者从微观层面的厂商和居民区位决策出发，将

城市向心力如技术外部性、规模报酬递增和离心力

如通勤成本、运输成本、腹地的吸引力等纳入模型，

推导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状态。如Fujita等[14]指出

当离心力超过某个限度时，单中心的集聚形式将被

表1 多中心的定义

Tab.1 Definitions of polycentricity

文献

Kloosterman 等[30]

Parr[31]

Meijers[32]

ESPON[33]

Green[34]

主要观点

由许多历史上不同的城市组成，这些城市相互靠近(在通勤距离内)；没有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

和其他方面占明显主导地位的城市，而是由少数在规模或经济上没有太大差异的较大城市和较

多小城市组成；组成城市不仅在空间上分离，而且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相互分离但相邻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集群；城市中心之间存在距离上限和下限；给定中心间距，

PUR的城市中心要比基准区域的大；各中心规模的不平等水平低于基准区域；中心间经济互动

或联系水平高于基准区域内同规模城市；中心专业化指数高于基准区域内同规模城市

是一种城市网络，是位于彼此功能性腹地内的相邻城市系统

不仅在形态上存在1个以上的中心，还必须有城市网络和合作

区域须包含1个以上的节点，且这些节点须在功能上相互联系

内涵

形态多中心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

功能多中心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

功能多中心

1387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多中心所取代；后来，Fujita等[37]发现随着人口规模

增大，农产品运输成本上升，城市以外地区的市场

潜力增强，吸引部分企业和人口在此聚集，新的中

心得以产生。

然而，多中心的形成并非是必然趋势，尽管交

通通信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聚的效

益，有利于分散化和多中心发展，但不同产业对其

敏感程度不同。跨距离互动能力强的产业倾向于

远离传统中心以降低地租成本，而另一些产业则倾

向于向心集聚以实现面对面交流 [38]。因此产业结

构的差异会导致城市对单中心与多中心结构的不

同偏好和差异化的空间结构演化过程。此外，城市

原有发展基础也会对空间结构的演化产生影响，传

统核心在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将影响

部分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因此一些地区的空间发

展模式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39]。

在区域层面，多中心是既有的多个城市联系强

化的结果，因此对其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城

市间联系及其变化过程和动力的规律。根据

Champion[40]和Taylor等[41]的研究，多中心城市区域

的演化可以分为 2种模式：一种是一个较大的中心

在扩张的过程中与周围独立的较小中心整合为一

体，在此过程中这些小中心的吸引力不断提升甚至

可能挑战原有的较大中心；另一种是规模相似的几

个独立中心随着各自规模的增长和边界的扩张，借

助交通联系的改善而融合为一体。因此，多中心城

市区域的演化包含 3个阶段：① 各中心独立发展；

② 一个或多个中心开始扩张；③ 各中心空间接近、

联系紧密，融为一体。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多中心

城市区域形成的原因，如Hall等[15]指出多中心城市

区域形成的潜在机制是全球化和信息化；Lüthi等[42]

认为多中心城市区域是“集聚经济空间规模扩大和

全球网络经济空间集中的结果”，其驱动因素是交

通通信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经济企业的选址。这些

研究说明了多个城市由独立到一体化的过程和原

因，但在解释区域内均衡性的演变机制方面，仍有

很大的拓展空间，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

2 多中心的实证研究进展

2.1 多中心的识别和测量

多中心测度的基础是中心的识别，目前方法较

为多样。一些学者根据要素的集聚情况识别中心，

如采用网格数据计算人口密度 [28]、办公楼面积密

度 [43]等指标，将达到一定阈值的区域认定为中心，

或根据POI、夜间灯光、路网等的空间分布情况生成

局部等值线树，以其一级节点作为一个中心[44]；另

一些研究中，学者直接采用行政单元如区域内的城

市市辖区[45]、县级市[38]、城市内各市辖区[19]、各街道[27]

等作为中心；还有研究将两者相结合，如ESPON[33]

将法国的各中心(功能性城市区域)定义为达到一定

就业总量且满足一定就业联系的行政单元集合。

部分学者直接根据中心的数量判别城市或区域的

单中心或多中心结构[46-47]，但这一做法更多地是对

“单核”和“多核”的划分，不能体现各中心的均衡

性。更为常见的做法是在选定中心的基础上进一

步测算多中心度。由于形态与功能多中心对中心

重要性的界定不同，测量这 2类多中心度的方法也

存在差异。

(1) 形态多中心度的测量

形态多中心度的测量基于各要素如人口、土

地、企业等的规模和分布，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描述

性分析、位序—规模分析、标准差、首位度、基尼系

数等。如Dökmeci等[16]采取描述性分析方法，考察

了不同时期伊斯坦布尔各区工业就业人口比例、服

务业占居住人口比例、商业企业税收和邮件数量

等，发现了单中心结构的瓦解和多中心结构的出

现。吴一洲等[48]通过计算商务楼宇分布密度栅格，

发现杭州商务经济呈现多中心的宏观空间模式。

Burger等[35]以各中心结节性的位序规模回归线斜率

来衡量形态多中心度，回归线越平缓则该区域越多

中心。Liu等[28]则以标准差法计算城市内和城市间

多中心度。此外，还有 ESPON1.1.1 中运用的城市

首位度和城市服务规模、可达性的基尼系数[33]，以

及Adolphson[43]运用的怀特系数和相对弥散系数等

指标。

(2) 功能多中心度的测量

功能多中心的测量主要基于中心与中心之间

的联系，当前比较成熟的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首先根据人员、知识、信息等联系“流”来测算

网络中各节点的中心性，然后再采用标准差分析、

位序—规模分析、基尼系数等方法计算多中心度。

例如 Green[34]提出可以用区域内各中心间的通勤

量、往来邮件数量等计算出各中心的中心性。

Burger等[35]运用荷兰国家旅游调查的数据测算了各

个中心的内部中心性得分(来自区域内本中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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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和购物流)。以上研究均是以点中心度(节点自

身的联系能力)衡量中心性，另有学者采用中间中

心度(一个节点充当中介的次数)衡量中心性，测算

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控制能力 [49]。

但“流”数据往往较难获取，因此在许多研究中常采

用替代数据如以每日公路长途客运班次和高速铁

路经停班次等替代交通流[45]，以城市间合作发表论

文或发明专利数量替代知识流[50-51]，或者以企业网

络来衡量城市间的联系。

采用企业网络的方法主要有 2 种：一种是由

Taylor[52]提出的联锁网络模型，认为一家生产性服

务企业在2个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可以使这2个城市

产生联系，因此可以根据分支机构的数量和规模构

造城市间联锁矩阵，进一步可以分析联系的分布情

况并计算区域的多中心水平[53]；另一种是总部—分

支机构联系模型，认为城市间的联系来源于企业总

部-分支机构的所有权关系，并提出了城市外向、内

向和总中心度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区域

多中心度[54-55]。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模型与联锁网

络模型的区别在于强调总部—分支机构联系的方向

性和不均等性，且对没有隶属关系的分支机构间的

联系不作考虑。

尽管多中心度的测量方法日益丰富，但其前提

均是对中心的识别，由于多中心度对于中心数量的

选取是高度敏感的[56]，因此在测量前必须仔细甄别

哪些中心需要被纳入分析。

2.2 多中心的趋势和分异

通常认为，多中心化是大城市和城市区域空间

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但实证研究却发现，不同城

市和区域以及不同要素的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存在

明显的分异，多中心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律，单

中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之间也可能发生转换。

在城市层面，Lee[57]研究了美国 6个大都市区，

发现历史地理背景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得这些地

区呈现出就业分散(波特兰和费城)、就业多中心(洛

杉矶和旧金山)以及就业集中(纽约和波士顿)这3种

不同的发展趋势。Arribas-Bel等[46]测算了美国 359

个大都市统计区的就业中心数量，发现1990—2010

年间有 45个大都市统计区由单个中心变为多个中

心，但同时也有35个大都市区的变化趋势相反。国

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

特大城市，同样发现了分异特征。如秦贤宏等[58]揭

示了南京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多中心化趋势，饶传

坤等[59]发现杭州的商业空间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型

转变；孙铁山等[25]的研究则显示北京都市区在人口

多中心度上升的同时，就业多中心性却有所降低；

孙斌栋等[26]发现上海和北京就业空间演化的趋势

呈现分异，前者为多中心化，而后者为单中心化，

并指出产业结构差异是分异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区域层面，Burger等[60]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多

个城市地区的通勤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英格

兰东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城市地区呈现多中心化的

发展趋势，但英格兰北部一些城市地区却正在变得

更加单中心；Grunfelder 等 [61]对比了丹麦东日德兰

半岛和西兰岛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发现人口

方面二者均呈现多中心化趋势，就业方面前者趋向

单中心，而后者相反。孙斌栋等[62]对中国不同城市

群的比较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城市

群空间结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近年大多数城市群

呈现多中心化趋势，但在经济欠发达和经济转型地

区，个别城市群仍向单中心集聚。赵儒煜等[63]发现

由于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和新产业发展的资

源不足，辽中城市群呈现出由多中心转向单中心的

“逆发展”现象。

2.3 多中心的绩效

一般认为，多中心的集聚形式在获得集聚收益

的同时，避免了过于庞大的单一中心带来的弊端[7]；

多中心还可以通过整合多个独立的相邻城市或城市

组团的功能，形成“大于各部分之和”的综合体系[32]。

这是多中心形成的根源和逻辑，也是其被越来越多

地作为政策工具应用于城市规划中的原因。然而，

目前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多中心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已有研究涉及效率(如通勤时间、生产率、

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公平(如地区收入差

距)两方面的绩效，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甚至完全

相左，进而对多中心引导策略的合理性形成挑战。

城市层面的研究多强调空间结构对城市运行

效率的影响。对交通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多中心

带来的就业分散会延长通勤距离，且不利于建立高

效的公共交通系统，但也有学者认为多中心有利于

职住平衡，从而缩短通勤时间[64]。对生产率的研究

中，孙斌栋等[65]以中国31个特大城市为例发现多中

心的空间结构减少了集聚的负外部性，具有更高的

经济绩效；而Lee等[66]对美国大都市区的研究则发

现多中心结构的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城市区域层面

的研究既涉及效率，又涉及区域公平。在对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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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的研究中，陆铭等[67]发现省域人口和经济

活动的向心集聚有利于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李琬[68]对市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则显示单中心会带来

更多的工业排污。而在生产率和空间公平的研究

中，有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的多中心发展有利于提高

经济效率并缩小地区收入差距[69-70]；但Lambregts[71]

的研究则显示在荷兰兰斯塔德这一被广泛赞誉并被

视为多中心模板的地区，分散化的空间布局阻碍了

社会和经济一体化，使当地对国际资源的竞争力不

足；Vandermotten等[72]也发现城市之间存在排他性

竞争或不信任的问题使得多中心结构难以带来合作

效益，从而导致欧洲多中心并未带来高经济效率和

空间公平。

多中心的倡导者认为其能整合多个中心，促进

协同发展；多中心的质疑者则认为其阻碍了经济一

体化，难以带来合作效益。多中心的绩效实际上受

到各中心之间协作方式和水平的影响，只有不断强

化各中心的联系，多中心结构的积极效应才可能得

以充分发挥。此外，对于多中心绩效评估存在分歧

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尺度的不同。目前的研究既有大都市

区层面，又有城市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但多中心在

不同尺度上作用的效果存在差异。如刘修岩等[70]的

研究显示，在城市尺度上单中心结构更能提高经济

效率，而在省域尺度多中心结构更佳。

(2) 地方性的差异。对于产业结构、发展阶段、

政府间协作能力、交通通信条件等存在差异的地

区，单中心和多中心结构的适用程度可能不同。例

如，魏守华等[47]的研究显示，多中心集聚的积极效

应对于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城市更强，而对于

规模过大的城市却并不明显。

(3) 多中心内涵不同。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的作

用可能存在差异。如王婷 [73]和华杰媛 [74]对中国 13

个城市群的研究显示：在功能方面，单中心结构更

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形态方面，多中心

结构更为有利。以人口、就业等指标测量的多中心

水平也可能存在差异，如张纯等[75]发现北京市居住

呈现多中心化，但就业呈现单中心化，二者共同作

用导致通勤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这2个多中心度

的交通绩效是相反的。

(4) 关注的绩效维度不同，这导致得出的结论

很可能不一致，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环境保护常常

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多中心在不同维度的绩效存在

差异。有学者对意大利各区域的研究[76]显示，多中

心水平与地区公平负相关而与生产力水平正相关。

因此，明确空间尺度、地区背景、多中心内涵和

绩效维度是多中心空间结构绩效评估的基本前提，

在此基础上的评估结果才可能做到可信、可比。

3 评述与展望

空间组织对城市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存在重

要影响，对多中心形成演化机理和空间绩效评估的

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城市和区域空间发展战略的选

择和优化。首先，完善多中心测度识别和绩效评估

的方法体系，将有助于精准认知各城市、都市圈和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特征、演化趋势和区域效

应；其次，探索多中心空间组织模式的多重效应和

适用情景，将有助于合理制定面向特定发展目标的

城市和区域空间战略；最后，深入解析多中心空间

结构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将有助于探

寻城市和区域空间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本文回

顾和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关于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研

究的进展，发现现有研究已在多中心概念的界定、

理论的阐释和实证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但整体看

来，当前关于多中心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或值得

拓展的方向：

(1) 概念明晰、测度合理是城市和区域多中心

研究的基本前提。基本概念的正确性是城市研究

的第一科学问题[77]，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研究尤其如

此。在多中心概念界定方面，由于研究尺度、中心

重要性的界定方式多元，因此形成了多个内涵不一

的多中心表述，同时也存在与多中心相似的“多核”

概念，当前许多学术研究对多中心的概念界定仍存

在模糊性，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可比[22]。此外“中心

性”概念也存在高度的尺度依赖，在某一尺度上的

多中心可能是另一尺度上的单中心[78]，正如Taylor

等[41]在研究英国城市地区的多中心度时发现，随着

各城市中心性由区域联系界定转变为由全球联系

界定时，各城市区域多中心度减弱而主要城市的主

导地位增强。因此对概念进行明晰的界定是多中

心研究的首要问题，是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和实

践指导意义的前提。在多中心的测度方面，测量城

市间多中心度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城市内多中

心的测量受到微观数据可获取性和计算技术的限

制。在数据方面，国内研究中常采用的数据包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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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和街道级，有少量学者采用了更精确的平方公

里网格数据 [28]，但也仅限于人口数据，经济数据、

“流”数据难以获取。不过随着数据采集技术的改

善，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如李娟等[79]基于百度

热力图数据分析城市内的多中心，宋琼等[80]运用百

度搜索指数衡量城市间信息联系，周亮等[81]运用灯

光数据识别城市群的边界；此外，也可将人群移动

定位的大数据用于多中心城市的研究中[82]，如百度

通勤、手机信令、公交 IC卡和出租车等数据。在方

法技术方面，新的数据处理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地

应用于城市空间研究中，如采用 SOM神经网络模

型对城市群空间联系能力的空间分异状况进行分

析 [83]，将深度学习技术运用于高分遥感影像的处

理，进而识别城市结构类型等[84]。在人工智能技术

的支持下，计算机仿真模拟、机器学习等方法将得

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识别、演

化、评估、预警等工作有望逐步实现自动化、动态化

和智能化。然而不管采用何种数据和技术方法，都

必须对研究范围进行合理划分，并对中心进行仔细

甄别，以减少多中心测量的误差。

(2) 过程剖析、比较研究是理论发展和实证深

化的重要路径。在多中心形成演化方面，已有许多

理论模型解释了城市内多中心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但对城市间多中心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现有理

论虽说明了多个城市由独立到一体化的过程和原

因，但在解释各城市均衡性演变的机制，尤其是解

释不同区域单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分异方面还相

对欠缺。对一定时期特定城市区域空间结构演化

过程的深入剖析和对不同时期、国内外不同城市区

域的比较研究是解释现实、发展理论的重要路径。

在城市体系网络化发展渐成趋势的当下和未来，城

市和区域多中心演化规律的探索面临新的挑战，比

较视角下的过程剖析更加重要。城市功能和空间

关系的网络化将使中心的内涵和意义发生根本转

变，促使我们重新认知各级各类中心在城市和区域

功能结构演化及空间组织变迁中的作用，重新认知

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的深层次机理和多样化趋势，

重新认识空间结构模式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

效应。上述研究是城市体系网络化背景下多中心

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优化的

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2个视角尤其重要：一是

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

是经济社会主体的集聚—分散过程，企业和人口等

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决定了区域内各城市的分工、

竞争与合作网络，进而塑造了区域中各城市的规模

与空间关系。二是各种要素空间配置的综合作

用。空间结构是各种要素空间布局的叠加和综合

反映，只有深入认知各种要素自身的空间配置规律

性及要素之间的功能和空间关系网络，才可能更好

地解释区域空间演化的特征，建立发展相关理论。

(3) 系统性的绩效评估对城市空间发展策略的

制定至关重要。尽管多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区域

已经作为一种空间规划政策被广泛运用，但现实中

由于不同城市和区域在地理基础、经济水平、区域

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空间结构的演化中呈现出

异质性，而非统一遵循从单中心转向多中心的发展

趋势。盲目推动多中心，并非必然对区域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在使用多中心空间规划这一政策工具

时必须谨慎，需要特别关注如下方面。一是空间绩

效的多维度性。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空间利用效率

等不同视角下，单中心或多中心可能各有优势，不

可一概而论，更应关注任何一种空间引导策略同时

存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作出相应的政策应对。二

是多中心的多元模式。多中心并非一种特定的空

间模式，区域各中心之间的规模、功能和空间关系

是多样化的，不同模式下的多中心结构会有不同的

形成机理、演化规律，也会有不同的空间和发展绩

效，具体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是多中心策略制定和有

效实施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三是多中心的适用

环境和空间尺度。任何一种特定的多中心模式都

不会是通行的高绩效空间策略，只有在特定的地理

和经济社会环境下，并在特定的空间尺度上，才可

能选择最优或较优的多中心空间策略。这些都是

多中心空间策略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也

是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绩效评估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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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tial configu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t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regions. Follow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olycentricity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trend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many cities and regions.

Meanwhile, it has been adopted widely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However, the concept of "polycentricity", despite its wide usage in the literature, remains to be

confusing and needs to be clarified. Moreo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prevalence and advantages of the

polycentric form of city and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monocentric counterpar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polycentricity i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o get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on of this concept. First, it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intra- city and inter- city polycentricity,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esearch scale and importance of centers.

Second,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polycentric city and urban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eneration of new center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xisting centers. Third, it summarized the various tools of

identifying and measuring polycentricity,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performance of city and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posed: 1) Defining polycentricity clearly and measuring it

appropriately with some new data and tools to make the results more accurate and comparable. 2) Comparing the

variation of city and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s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ent's

decisions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economic factors. 3)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polycentricity comprehensively, which means tak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cities and region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explo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olycentricity in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words: polycentric city;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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