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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定位：文献研究综述。

王书明 周 艳

(中围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青岛266100)

摘要在文献统计的基础上，对海峡城市群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定位

研究表明，未来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的专题研究在诸多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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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城市群源于福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

化、中心城市建设之间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和紧密

的逻辑关系。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草案中

首次提出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要增强城市

群竞争力，有条件的区域形成若干新的城市群。海

峡西岸就属于这个“有条件的区域”范畴。2006

年《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中首次提出建设

海峡两岸城市群⋯。2009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支

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两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海峡西岸城市群与台湾隔海相对，既是开展对台合

作，促进和平统一的基地，又可在合作中加快发

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海峡

两岸经济紧密联系，互利共赢，推进祖国统一大

业。鉴于海峡西岸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家“十一

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

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海峡西岸城市

群是海峡经济区的核心地区，也是推动海峡西岸经

济区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的主力引擎。由于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城市群既是开展对台合

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基地，是实现祖国统一大

业的桥头堡。又可在合作中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建设速度，增强海峡两岸经济的紧密联系，实现互

利双赢。

l文献检索的结果

尽管国内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目前已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悼】，但因海峡西岸城市群概念的提出较

晚，具体到“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相关文献并不

多。但不能以此断定国内学者对海峡西岸城市群的

关注不够。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近20年来“海峡

西岸城市群”及城市群中各个城市的研究进展。

本研究的综述参考文献仅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收录的论文，没有搜集其他类型的文献。

检索文献来源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

索时间段为1980--2008年，以“海峡西岸城市

群”为检索词，检索项分别为篇名、主题、关键

词、摘要、参考文献和全文，精确匹配，检索结果

如表l。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08BSH034)资助、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计划研究项目。科学

的海洋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S07WAl 1)资助、国家海洋局“海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资助(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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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0----2008年海峡西岸城市群研究检索结果 表2 1980--2008年厦门研究检索结果

注：(2008—07—22检索)

检索文献来源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

索时间段为1980—2008年28年，分别以海峡西岸

城市群中的六大城市“厦门” “福州” “泉州”

“漳州”“莆田”“宁德”为检索词，检索项为篇

名，精确匹配。因以城市名为检索项会检索到一些

与城市群及城市建设无关的文献，因此查询范围不

包括理工A类、医药卫生和文史哲(这类文献中

绝大多数是与城市群建设无关的)，查询结果难免

有所疏漏，但能代表最新的研究趋势，检索结果见

表2。

注：(2008—07—22检索)

从检索数据来看，尽管1980--2008年以“海

峡西岸城市群”为篇名的学术文献只有8篇，以

城市群中6个中心城市为检索词，搜到的学术文献

仅关于厦门的就多达6 293篇。因2006年才正式

提出海峡西岸城市群概念，2006年才出现第一篇

关于海峡西岸城市群的文献。但国内学者80年代

初期就已开始了对城市群中各个城市的研究(表

3)，由此可见，学术界对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关注

由来已久，但国内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多是以各个

城市为单位来研究，把海西城市群当成一个整体来

研究的很少。因此，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对海峡

西岸城市群进行综合的研究，这对于推动整个区域

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表3 1980m2008年第一篇与城市或城市群建设相关的文献

注：(2008—07—22检索)

2海西城市群的范围界定

海西城市群建设起步阶段包括福建省沿海6个

区市，即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和宁德等

6个中心城市。海峡西岸城市群以福州、厦门和泉

州市为中心，外延到漳州、莆田和宁德，并向三

明、南平和龙岩辐射。包括福州、厦门、泉州、漳

州、莆田和宁德6个省辖市，福清、长乐、晋江、

南安、石狮、龙海和福安7个县级市和28个县。

土地面积515 km2，占全省面积的44％；人I：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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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71．42％。GDP占全省

的84％旧1。王庆华认为，这个范围定得还是偏大，

因为客观上福州、宁德和漳州的山区县还不箅城

市。相比之下，泉州的山区县已经达到了小城市的

规模，尽管还不是行政区划意义的建制市。从长远

来看，海西城市群当然有必要调整范围，向其他3

个设区市挺进，甚至沿着交通干线向浙赣粤三省邻

近地区伸展。

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各城市已经形

成紧密的传统经济联系不同，国内正在争取进入国

家发改委和建设部视野的城市群都面临着地理范围

难以确定的问题，例如辽宁省的辽中南半岛城市群

是以设区市为标准划分的，而山东半岛城市群最初

以设区市为主，兼顾县级市为标准，在规划定稿时

也采用了设区市标准。这一方面是为了引用统计数

据研究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挥区域中心城

市的积极性，所以海西城市群也以设区市标准为

宜。而海西城市群的对外联系从目前来看，重点是

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这是经济交通联系最紧

密的一条走廊，而未来发展却必须考虑对接西部腹

地和海峡两岸港口与城市互动。至于海西城市群的

内部结构，更是面临着核心不强，城市互相竞争激

烈的问题，城市分工并不容易达到整体利益最

大化。

海西城市群的范围界定、对外联系和内部结

构，决定了它在全国城市群竞争中的地位。根据国

家发改委的看法，国内应重点建设十大城市群，其

中包括海西城市群。倪鹏飞则认为全国有15个城

市群，海西城市群的竞争力排在第六位。从影响范

围来看，长三角是世界城市群；珠三角和京津冀

(环渤海)城市群是国家城市群；而海峡西岸城市

群是区域城市群。从国内建设城市群的步伐看，发

展最早且最成熟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包括1个直

辖市和16个设区市)，其次是珠三角城市群(包

括广东9个设区市，从经济联系看还包括2个特别

行政区)和京津冀城市群(包括2个直辖市和河北

8个设区市)，海西城市群在第三集团中位居前列。

三大全国性城市群都是跨省市的，且有直辖市或特

别行政区为骨干支撑，而海西城市群目前仅是省域

之内，故影响力不如前者；最能衡量城市群综合发

展水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海西城市群也明显低

于三大城市群，仅有珠三角城市群的一半。但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福建省的积极争取和国家的重视，

海西城市群成功地挤进了国内第二集团前列，成为

建设部参与规划的第四个城市群，仅次于第一集团

的三大国家级城市群。海峡两岸建设城市群的条件

是否具备呢?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们认为：福建城市化水平已

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福建省城镇化率一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已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中心城市建设初具规

模，城市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全国处于前列，厦门

市的竞争力在全国排在第16位(包括港澳台在

内)，交通条件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大有改

善，福州、厦门和泉州3个中心城市开始建设都市

罔，闽南4个中心城市(厦门、泉州、漳州和龙

岩)开始探索城市联盟，所以已经初步具备建设城

市群的条件。

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们认为：国内只有3个较为

成熟的地区具备建设城市群的条件，福建自然地理

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差，难以形成海西城市群，最多

只是海峡西岸沿海地区的城市群；福建工业化起步

晚，即使是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也不高；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而珠三角

城市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5％，长三角城市群要

高出135％，环渤海城市群要高出99％，所以海西

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明显够不上全国前列水平；

海西城市群的龙头福州、厦门和泉州都难以服众，

没有真正的核心。

所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福建省建设城市群

具备一定的条件，但难度较大，基础还不够扎实，

突出问题是中心城市建设起步晚，中心城市之间的

联系不够紧密。在全国城市群的竞争中，海西城市

群明显落后于第一集团，但在第二集团中并不弱，

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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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西城市群的内部结构

倪鹏飞等指出，从空间形态来看，长三角和珠

三角是多中心(多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

是双核城市群。衡量首位城市的主要指标是总人

口，根据2006年福建统计年鉴，莆田总人口

202．67万，非农人口只有39．63万，厦门2006年

人口146．77万，非农人口为91．04万，即莆田非

农人口还不如厦门多；泉州99．08万、漳州52．67

万、宁德42．11万、南安148．19万、晋江102．89

万。总人口依次为：福州2005年常住人口666万，

5个区人口172万，福州城镇人口为140．6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82．3％，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

34．3个百分点HJ。综合以上数据说明，福州和厦

门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泉州，特别是中心城区人口

明显多于泉州。再考虑到福州的省会政治中心地位

和厦门的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地位，这两个城

市一般被认为是海西城市群的核心。但人口总量这

个衡量城市首位度的关键指标还是反映出福州和厦

门这两个城市的核心作用不明显，难以充分发挥其

辐射带动作用。因此郑元凯指出，由于行政区划调

整难度大，直接制约了福州和厦门中心城区面积的

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所以只能在小幅度调整行政区

划的前提下，改善其城市功能，调整城市内部的人

口和产业分布，使这两个城市的空间真正高效利用

起来。三大中心城市的规划中，福州要制定“重

心南移和东移西扩”的发展战略，把周边接壤的

腹地，包括闽侯和闽清，长乐地相关区域纳入城区

体系当中，并提高其他县市的城市化水平。人口的

扩张应以农村人口的转移为主要方式，重视第三产

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发挥省会中心城

市的作用，将南平、宁德的产业和市场纳入区域分

工与协作范围，带动闽东、闽北发展，进而形成南

连泉州，北接长三角，西邻内陆省份的范围更大的

城市群。蔡德奇、隋军、王开明等认为厦门要实现

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的跨越，迅速扩大城市规

模，一方面向海沧和翔安两翼发展；另一方面通过

城市联盟，与漳州角美、港尾及泉州水头、安海、

围头联结，促进闽南厦漳泉经济一体化。既然选定

福州和厦门作为海西城市群的核心，那么其他城市

就应围绕其发展战略调整各自的定位，而不宜过于

强调竞争，否则就失去了规划的意义。综合各学者

的观点，①总部经济作为新一轮发展的热点，无

疑应优先考虑厦门和福州为落脚点，总部经济将带

动这两个城市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对应，

这两个城市不应集聚过多的制造业，应有序地向泉

州、莆田、宁德和漳州转移。②福州和厦门除了

重点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如房地产业、旅游业、教育

和卫生事业等来引导人口集聚，还应强化物流中

心、会展中心、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等生产性服务

业的地位，这有助于福建摆脱物流技术水平低、总

量小和物流成本高的落后面貌，也使福州厦门不至

于落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确保产业结构持续升

级。③在流域环保协作方面，要加强上下游之间

的环保和减灾预警机制联系，强化下游对上游地区

的生态补偿，使沿海城市群能可持续发展。

4海西城市群的对外联系

海西城市群的做大做强首先是面临着战略展开

的方向问题，北上南下或东承西接都是可供选择的

方案，这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扩容是一个道理，当

然城市群的对外联系还有海洋和空中这两个渠道，

不是简单的陆上交通联系。应大力推进海峡西岸经

济区“两纵四横”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建设。“两

纵”建设包括连接长三角至珠三角的沿海通道和

长三角至珠三角的内陆通道，“四横”建设包括闽

北至赣皖通道、台湾北部至闽赣鄂通道、台湾中部

至闽赣湘通道以及台湾南部至闽赣南部及西南地区

通道。推进北京至台北、福州至广州、厦门至成都

和泉州至南宁的高速公路建设。发挥港口优势，形

成以港口为核心的综合交通运输网体系。张千红和

何跃认为，福建要以港区为依托，连接公路和铁

路，真正形成东出西进、南联北接的综合交通网

络。首先，港口建设方面，突破行政区划，加快把

漳州港中与厦门港相近的港区纳入厦门港统一规

划，扩大厦门港范围；开发福州港的外海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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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湄洲湾南北两岸整合为一个完整港，从而在沿海

形成三个核心港口；其次，铁路建设方面，纵向

上，加快建设连接三个港口的福厦铁路，推进连接

两大三角洲的温福和厦深铁路；横向上，对接内陆

省份，以沿海主港区为起点向西推进，提升横南、

鹰厦、外福铁路建设[5】。叶飞文提出要将海峡西

岸港口群纳人全国港口布局规划，加快规划建设集

装箱航运、大型散货中转和为临港工业服务等港

口，推动厦门港成为国际航运枢纽港，福州港、湄

洲湾(南、北岸)港、温州港和汕头港成为国家

主要枢纽港口，争取国家支持重点建设福州港和厦

门港，大力发展国际中转业务，吸引国际班轮公司

在福州和厦门开辟更多的干线航线，推动福州和厦

门港早日建成国际航运干线港。加快厦门、福州和

湄洲湾集装箱港区及码头建设，发展湄洲湾大型专

业化油气码头Mj。城市群的对外联系不仅仅是交

通联系，还包括由此带来的人口、资源、资金和信

息流动，会展作为城市之间交往的重要平台要大力

开发，深化海西城市群在策展领域的合作，如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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