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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多中心城市区域”既是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城市联盟参与
国际竞争的基本空间组织形式，也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期空间演化的一般现象与普遍规律。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及参与国际竞争的桥头堡，在目前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不断发
展的态势背景下，正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张力之间寻求一条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

本课题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区域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与
城市化的持续发展，使长三角城镇密集区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指向，表现出与发达国家
和地区“殊途同归”的趋势；另一方面，受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长三角城市区域的发展体现出明显
的转轨体制痕迹，空间协调发展的阻力大、成本高。

课题以多中心城市区域发展的一般现象与普遍规律为导向，结合长三角实际，在对长三角16城市区域
和杭州大都市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通过理论逻辑推演，建立起一个立足于中国体制
转轨时期的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模型，总结了模型对理论研究的启示意义，提出了长三角构
建成熟发达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的政策制度及相关的策略建议。
(1)理论启示：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空间演化与发展研究必须考虑不同体制下的交易成本因素，长三角区
域发展策略设计应该注重“微观机理”与“
宏观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应该将“制度、结构与绩效”作为多中心城市区域内部一个相互关联的整
体系统进行研究，使交易效率成为区域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
(2)策略建议：加快建立自由完善的区域要素市场；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与指导能力；大力推进区域基础
设施网络的统一规划与协调建设；积极筹谋“大集中、小分散、多中心化”的城镇体系分布，引导优
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建立区域发展基金，确保实现主体功能区划的建设目标；完善相关政策配套，
促进多中心城市区域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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