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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大兴区 14 个乡镇的区位效应入手 ,分析小城镇体系 (重点为卫星城)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建

议。依据区位理论 ,运用系统模型方法 ,将区位因素定量化 ,建立了区位优势度模型 (包括经济吸引度模型和空间

聚集度模型)和区位适宜度模型 ,对大兴区小城镇体系的区位状况进行分析并划分区位优势度等级 ,分析其区位适

宜状况 ,判断其适宜度类型。研究结果证明该区位分析模型合理 ;黄村镇具有二级区位优势度 ,归于良好区位适宜

类型 ,属于全面发展的综合型卫星城 ;亦庄镇具备一级区位优势度 ,归于基本适宜类型 ,属于特色卫星城。从而得

出结论 :区位模型可以对小城镇体系的区位优势和适宜程度进行定量评价 ,对卫星城和小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发

展定位和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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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 ed on location theory and system modelling methods , the location factors were quantified through estab2
lishing the location advantage models (including economic attraction model and sp atial a ggregation model) and location

feasibility models . The location advantage grades and location feasibility typ es in Daxing dis trict were classified ac2
cording to the res ults of location models . The res ults indicated that Hangcun town had higher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best feasibility. Yizhuang town obtained the best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higher feasibility becaus e of their different

location conditions . The location model sys tems were appropriate , 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small town could

be well explained by the grading system of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location feasibility. The

system was s uitable to analysis the advantages and dis advantages of the small town , and could s upply with the criteri2
on and gis t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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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现代化是我国 21 世纪的

热点问题。北京是一个拥有中心城市 (市区)且包括

广大郊区农村的大都市地区。北京市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 总人口 ) 由 1981 年的

58100 %增长为 2001 年的 69149 % ,且前 10 年增幅

为 4143 % ,后 10 年为 7106 % ,城市化进程呈现加速

发展趋势[1 ] ;北京建成区面积由 1980 年的 340 km2

扩展到 2000 年的 490 km2 [2 ] ,20 年间增加 150 km2 。

但其城市化发展还很不平衡 ,郊区的城镇化水平只

有 40 %左右[3 ] ,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

应 ,与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不符。大中城市

的区位分析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分析内容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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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城镇体系的角度进行定量区位分析比较欠

缺[4 ] 。本文中将区位因素定量系统化 ,旨在建立卫

星城及小城镇的区位模型 ,确定适宜的发展方向 ,从

区位分析角度对小城镇规划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大兴区是北京市辖区 ,位于北纬 39°26′～39°50′、

东经 116°13′～116°43′,北连丰台、朝阳二区 ,西隔

永定河与房山区相望 ,东与通州区毗邻 ,南及西南与

河北省的廊坊市、固安县、涿州市接壤 ,辖区面积

1 030 km2 ①。大兴区素有“京南门户”之称 :京山铁

路斜贯东西 ,京九铁路贯穿南北 ;京津塘高速公路、

京开 (开封)高速公路纵贯南北 ,与京良、通黄、黄良

等公路在区内交汇 ;南苑机场紧临北区界 ,距卫星城

黄村仅 10 km ;另有县级公路纵横交错 ,各路公交车

直通北京市区 ,形成了以黄村卫星城为中心 ,连接区

内各乡镇及外省市的公路网。

2 　模型建立及应用

211 　理论依据及运用方法

1) 区位论。区位论的发展经历 3 个阶段 :古典

区位论主要研究第一、第二产业 ,着眼于成本和运费

最低 ,体现微观的静态平衡 ;近代区位论立足于一定

地区或城市 ,研究第二、三产业 ,体现宏观的静态平

衡特点 ;现代区位论着眼于整体国民经济 ,分析地域

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 ,体现宏观的动态平衡。3 个

阶段特点各异 ,但都在寻求不同产业空间格局的优

化规律及方法[5 ,6 ] 。

2)因子分析法。该方法的目的是数据简化 ,以

最少的信息丢失为代价将众多的数据变量浓缩为少

数几个因素 ,从而简化问题 ,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7 ] 。

212 　指标的选取及模型体系的确立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首先基于古典和近代区位理

论选取区位因子 (如距离、劳动力、服务范围、级差地

租、企业聚集等) ,同时重点吸纳现代区域空间结构

理论中的区位因素 (如区域因素、增长极产生的经济

聚集因素等) ;既考虑地理条件 ,又分析经济发展 (综

合基准地价等指标包含地理位置、地形地质、环境因

素、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条件、社会因素、行政因

素) [8 ] ;分析经济结构的同时注重与空间用地结构

的密切联系 ;既考虑区域特点 (京津塘地区、河北廊

坊经济开发区)又重视发展规划方向 (规划环线、轻

轨、重点项目选址等) 。选取的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区位优势度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es system of the location advantage

区位优势度 　　　指 标 体 系

1 人均 GDP 倍数
2 基准地价等级

经济吸引度
3 财政收入/ 万元
4 工业企业人均工资/ (百元·人 - 1)

5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 %

6 出口总额/ 万元
7 工业企业密度/ (个·km - 2)

8 商业企业密度/ (个·km - 2)

空间聚集度
9 距中心城的平均时间/ min

10 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比重/ %

11 城镇建设用地比重/ %

12 公路用地比重/ %

　　注 : ①人均 GDP 倍数 = 大兴区各镇人均 GDP/ 北京市各区县人

均 GDP 的平均值 ; ②基准地价等级为考虑位置、社会、经济等区域因

素与地形地质等个别条件的 2001 年的综合地价等级。

区位模型由区位优势度模型和区位适宜度模型

构成 ,二者分别由经济吸引度模型和空间聚集度模

型通过不同方法进行创建。通过经济指标体系和空

间指标体系分别建立经济吸引度模型和空间聚集度

模型。优势度模型通过经济吸引度模型和空间聚集

度模型的因子分析过程建立 ,同时在引入协调发展

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区位适宜度模型。在模型输出

基础上评价出小城镇的区位优势度等级体系和区位

适宜度类型 ,进而通过模型判断提出产业布局的建

议。所建模型体系见图 1[9 ,10 ] 。

区位优势模型和区位适宜模型分别由经济吸引度模型和

　空间聚集度模型通过不同的数学方法建立。

图 1 　小城镇发展区位分析体系

Fig. 1 　Analysis system of small town location

213 　模型推导及应用

21311 　区位优势度模型推导 　基于指标体系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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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建立 2 个 14 ×6 的因素矩阵 ,进行相关性检验 ,

分别输出 6 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得出经济吸引

度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并且得出 KMO 统

计量分别为 01645 和 01696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将特征值大于 1 ,方差累计贡献率分别大于 83 %和

95 %的 2 组因子确立为主因子 ,进行因子提取。通

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各因子仍然保持正交 ,而因

子间方差的差异达到最大 ,通过简化对因子的解释 ,

为因子寻找合适的实际意义。

通过经济吸引度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得出 : Z2 基

准地价等级、Z3 财政收入、Z5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比例、Z6 出口总额对主因子 X1 有较大载荷 ; Z1 人

均 GDP 倍数和 Z4 工业企业人均工资对主因子 X2

有较大载荷。因此可以确立主因子 X1 为区域辐射

度 (中观经济因子/ 面状辐射因子) ,主因子 X2 为区

内吸引度 (微观经济因子/ 点状吸引因子) 。通过空

间聚集度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得出 Z9 距中心城的平

均时间距离、Z10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比例、Z11城

镇建设用地比例、Z12公路用地比例对主因子 X3 有

较大载荷 ; Z7 工业企业密度、Z8 商业企业密度对主

因子 X4 有较大载荷。因而可以确立因子 X3 为空

间结构因子 ,因子 X4 为利用强度因子。

21312 　区位优势度模型创建　通过以上的推导 ,由

因子得分矩阵得出经济吸引度模型 :

经济吸引度 　M = 01607 06 X1 + 01225 98 X2

区域辐射度 　 X1 = 01278 Z2 + 01248 Z3 +

01293 Z5 + 01209 Z6

区内吸引度 　X2 = 01697 Z1 - 01372 Z4

空间聚集度模型 :

空间聚集度 　P = 01713 96 X3 + 01239 55 X4

空间结构因子 　X3 = 01113 Z9 + 01265 Z10 +

01449 Z11 + 01331 Z12

利用强度因子 　X4 = 01428 Z7 + 01437 Z8

区位优势度 Q 模型 :

Q = 01457 6 M + 01434 7 P

21313 　区位优势度模型的修正 　该模型建立在对

经济现状和空间格局分析基础之上 ,由于一些因素

不能直接量化 ,所以通过对模型修正进行完善。现

依据区域发展规划 (规划城铁、环线、大型项目等)和

周边地区发展状况 (京津塘产业带、河北廊坊经济开

发区等)对模型进行修正。

输出各镇区位优势度状况见表 2 ,亦庄的区位

优势度等级为 Ⅰ级 ;黄村镇等 3 个城镇为 Ⅱ级 ;青云

店镇等 7 个城镇为 Ⅲ级 ;礼贤镇等 3 个城镇为 Ⅳ级。

表 2 　各镇区位优势度表

Table 2 　Location advantage of the 14 small towns

乡镇名称
经济
吸引度

空间
聚集度

区位
优势度

区位优势
度等级

黄村镇 01414 7 01438 2 01390 3 Ⅱ级
西红门镇 01301 2 01521 4 01376 4 Ⅱ级
旧宫镇 01198 3 01467 9 01304 8 Ⅱ级
青云店镇 01048 8 01184 8 01106 9 Ⅲ级
采育镇 01057 1 01182 2 01159 5 Ⅲ级
安定镇 01031 8 01113 9 01116 7 Ⅲ级
礼贤镇 01042 3 01135 4 01081 3 Ⅳ级
榆垡镇 01140 0 01139 5 01127 9 Ⅲ级
庞各庄 01090 9 01145 4 01133 1 Ⅲ级
北臧村镇 01013 5 01117 4 01059 9 Ⅳ级
魏善庄镇 01072 9 01158 5 01105 9 Ⅲ级
长子营镇 01040 5 01148 7 01086 6 Ⅳ级
瀛海镇 01108 4 01264 2 01170 5 Ⅲ级
亦庄镇 01174 8 01797 9 01445 1 Ⅰ级

　　注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 2002 年统计年鉴 ,该数据已进行标

准化。

21314 　区位适宜度模型建立 　具备一定区位优势

的城镇发展 ,只有在经济吸引功能和空间聚集功能

相互适宜相互协调的情况下 ,才能充分发挥其资源

优势 ,调整产业结构 ,合理用地布局 ,进行可持续发

展。这里引入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 ,并做调整

和修改[11 ] 。

1)经济吸引功能和空间聚集功能的综合评价指

数 T 的公式 :

T =α×M ( z) +β×P( z) (1)

这 2 个功能是表征城镇发展不同角度的指标 ,

二者同等重要 ,因而选取α=β= 015 (不同特点的城

镇其功能侧重可能不同 ,但只有在同等重要基础上

进行分析才能判断哪些城镇功能差异较大 ,偏重哪

方面发展 ,从而判断适宜程度) 。

T = [ M ( z ) + P( z ) ]/ 2 (2)

2) 适宜度 C 是衡量经济吸引功能和空间聚集

功能适宜程度的指标。

C = ( M k ×Pk) / T2 k (3)

C = ( M 2 ×P2) / T4 　( k = 2) (4)

3) 将综合评价指标和适宜程度指标联合建立区

位适宜度模型。既反映经济吸引功能和空间聚集功

能的同步性 ,又可以标识其总体发展水平。

D = C ×T (5)

21315 　区位适宜度模型应用 　通过以上模型将各

镇区位适宜度数据输出 ,并依据区位适宜度得分进

行类型的划分。根据指标得分划分为 5 个适宜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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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根据经济吸引度和空间聚集度的对比关系分为 3 个适宜型。各镇区位适宜度类型见表 3。

表 3 　区位适宜度判断标准体系

Table 3 　Indexes estimation system of locational feasibility

指标得分
区位

适宜度类
经济吸引度与
空间聚集度关系

区位适宜度型 乡镇名称 　　

M ( z) > P( z) 优质适宜经济型
0180～1100 优质适宜类 M ( z) = P( z) 优质适宜综合型

M ( z) < P( z) 优质适宜空间型
M ( z) > P( z) 良好适宜经济型 黄村镇

0160～0179 良好适宜类 M ( z) = P( z) 良好适宜综合型
M ( z) < P( z) 良好适宜空间型
M ( z) > P( z) 基本适宜经济型

0140～0159 基本适宜类 M ( z) = P( z) 基本适宜综合型 西红门镇、旧宫镇
M ( z) < P( z) 基本适宜空间型 亦庄镇
M ( z) > P( z) 基本不适宜弱空间型 榆垡镇、庞各庄、礼贤镇、安定镇

0120～0139 基本不适宜类 M ( z) = P( z) 基本不适宜综合型 魏善庄镇
M ( z) < P( z) 基本不适宜弱经济型 瀛海镇、青云店镇、采育镇、长子营镇
M ( z) > P( z) 不适宜弱空间型

0～0119 不适宜类 M ( z) = P( z) 不适宜综合型
M ( z) < P( z) 不适宜弱经济型 北臧村镇

　　注 :表中的空格为大兴区 14 镇所不具备的区位适宜度类型。

214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的模型推导和结果输出 ,各镇在京郊

及大兴区的区位优势状况和适宜程度及其担负的职

能和城镇规模见表 4 和图 2。

表 4 　大兴区城镇体系区位优势度表

Table 4 　Ranks of locational system of the groups of small towns in Daxing Borough

区位
等级

镇 　名 区位适宜度类型 职 　能
人口规模/

人
行政区用地

规模/ km2

1 亦庄镇 基本适宜类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重点发展卫星城 24 475 3915

2

黄村镇
　

良好适宜类
　

镇政府所在地 ,大兴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北京市重点发展卫星城

153 253　
　

10710
　

西红门镇 基本适宜类 工贸镇 22 585 3112
旧宫镇 基本适宜类 工贸镇 22 337 1914
青云店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工镇 33 187 7010
采育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工镇 31 486 7116
榆垡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工镇 45 642 13610

3 庞各庄 基本不适宜类 农工镇 41 642 10913
魏善庄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业及旅游镇 29 893 8016
瀛海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工贸镇 18 851 3618
安定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业镇 28 731 7310
礼贤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业镇 33 296 8617

4 北臧村镇 不适宜类 农工镇 16 338 6012
长子营镇 基本不适宜类 农业镇 25 175 6211

　　注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 2002 年统计年鉴

　　1)黄村镇的区位优势度为 2 级 ,区位适宜度类

型属于良好适宜经济型。黄村镇是大兴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90 min 可到达天津新港 ;京津、京

山、京沪、京九铁路在黄村火车站交汇入京 ,是重要

的铁路枢纽 ;黄村卫星城东 10 km 处的中国联合航

空公司南苑机场 ,已有 28 条航线开通。黄村镇经济

吸引度在 14 乡镇中最高 ,而空间聚集度位次略低 ,

说明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 ,应注重优化景观格局

加强空间聚集能力 ,合理进行土地资源配置。

2)亦庄区位优势度为 1 级 ,区位适宜度属于基

本适宜类空间型。亦庄卫星城是京郊卫星城中唯一

不依托旧城新建的城镇 ,是在京津发展轴上建立的

新型现代化城镇 ———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

时也是首都发展轴线上距规划市区最近的卫星城 ,

距离中心城约 20 min 左右的时间 ,交通条件非常优

越 ,公路用地比例居大兴区首位 ,对周边地区具有一

定的吸引和辐射能力。亦庄已经具备良好的区位优

势和较高的空间聚集能力 ,城镇框架已经拉开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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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为区位优势度等级

图 2 　大兴区位优势度等级及区位适宜度类型分布
Fig. 2 　Distributing of location advantage and

location feasibility

增长的潜力较大 ,但为促进持续协调发展应注重调

整产业结构 ,不断招商引资和加强企业管理 ,以提高

其经济吸引能力。

3 　结 　论

综上所述 ,区位优势度模型主要从小城镇体系

的经济区位和用地结构两方面考虑。经济吸引度说

明卫星城或小城镇在经济活动中所具备的吸引聚集

能力 ,而空间聚集度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一

种反映 ,说明其产生空间集聚效能的区位条件。区

位优势度说明小城镇的发展现状 ,而区位适宜类表

明其现状和不足 ,区位适宜型表明主要存在问题的

方面。因而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应立足于区位优势现

状 ,着眼于区位适宜程度的发展空间。这套区位模

型体系源于对京郊大兴区的研究 ,但同样适合于具

备一定区位条件的小城镇体系 (差异较大地区可以

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 。

4 　建 　议

充分发挥大兴区在区位交通、农业资源、生态环

境和土地资源中的优势 ,积极与北京市的智力、技

术、信息和资金优势进行跨区域的资源配置 ,根据不

同区位条件重点发展相应产业 ,调整产业结构 ,创建

城市服务型、市区扩散型和地方特色型等相关产业 ;

依据不同适宜类型优化产业布局 ,进行土地开发整

理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411 　产业发展重点

在区位优势度较高城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带

动其他科技型企业进区发展 ;在区位等级居中的城

镇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带动开发、装饰、物业、交易

等房地产业的发展 ;在区位等级较低但农业生产条

件较好的城镇发展都市型郊区经济 ,调整农产品结

构 ,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412 　空间格局调整

经济吸引型城镇 ,应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 ,集中

布局工业用地 ,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 ,对

居民点进行整理 ,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和城镇化水

平 ;空间聚集型城镇可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区位优势

和空间聚集条件 ,加强招商引资 ,促进经济发展 ,同

时应注重耕地等农用地的保护 ,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

提高农地集约化水平和耕地质量。

卫星城及小城镇体系的发展及规划只有充分了

解自身的区位特点和发展的协调程度 ,才能更好地

利用和发挥其区位优势 ,从而使小城镇合理进行资

源配置和产业布局 ,走上各具特色和可持续发展的

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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