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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方向的研究 

崔和瑞 1，杨春河 2a，孟祥书 2b，孟繁鑫 2a  
（1.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系，河北保定 071003；2. 河北农业大学 a. 经济贸易学院；b. 研究生处，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与其它城市和区域的相互联系，研究城市的主要

经济联系方向有利于城市和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有利于明确城市实体的空间发展方向；有利于交通运输

的合理组织。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今区域经济重要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基于经济联系方向理论、方法

与实证相结合，对京津冀区域城市之间经济联系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为加强京津冀区域城市之间经济联

系程度，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联系方向；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策 

一、引  言 

城市往往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并且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个由经济、人口、社会相互作用，

信息、行政和组织等组成的复杂的网络。在这些联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联系是经济联系。一个经济区

域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往往决定着这个经济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回顾 20 多年改
革开放的历史，发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向现代化迈进的同时，位于环渤海经济带核心层的京津冀

地区却在不知不觉中落伍了。因此，研究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从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而言，研究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主要联系方向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京津冀地区城市和区域经济的空间配置。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事实上反映了该城市众
多企业与个人经济联系的主导方向。因此，研究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将有助于理解经济行为主体的空

间行为。据此，政府部门可以因势利导地对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经济进行合理的配置，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

群体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有利于明确京津冀地区城市实体的空间发展方向。作为经济联系主体
的企业与个人要求出行时间和交通运输成本的节省以提高效益。因此该研究有利于各城市从区域角度考虑

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和城市布局，树立城市发展的“大区域”观念。（3）有利于京津冀地区交通运输的合理
组织。经济联系是交通运输存在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经济联系的途径，而且交通运输的发展会进一步

强化区域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在研究城市相互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可以明确经济联系对交通发展的要求，为

交通规划提供依据。 

二、研究思路 

京津冀地区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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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保定市、沧州市、邢台市、衡水市、邯郸市 13个城市。 
京津冀地区图（见图 1）。 

 

 

 

 

 

 

 

 

 

 

 

 

 

 

图 1  京津冀地区图 
 

由于中心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基本上反映了整个区域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因此文章旨在通过研

究十三个中心城市之间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明确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并据此提出有利于

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若干战略意义。研究中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十三个城市的行政地域作

为城市概念。 
由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历史的演变性，据此在研究中采用时间序列的方法研究京津冀地区城市

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并提出若干建

议，通过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来促进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研究过程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通过经济联系量这个指标来进行考察。经济联系量，

或称作空间交互作用量，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强度大小的指标，它既能反映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

辐射能力，也能反映周围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根据其概念，该研究采用以下模型来测算

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 

( ) /ij i i j j ijR PG P G D= ×  

式中：Rij表示两个城市经济联系的强度；Pi和 Pj表示两个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Gi和 Gj表示两个

城市市区 GDP，D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在该研究中利用上述模型对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进行经济联系量的计算来反映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

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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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过程和结果 

（一）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对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趋势，数据的取得和计算的简便，仅选取 1996
年，2000 年和 2003 年的数据进行模型计算。非农人口数和 GDP 的具体数据来源于《1997 年河北统计年
鉴》、《2001 年河北统计年鉴》、《2004 年河北统计年鉴》、《2004 年天津统计年鉴》、《2001 年天津统计年
鉴》、《2004 年北京统计年鉴》、《2001 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公路里程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京津冀地区在上述三年中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城市之间公路里程数在三年的计算中没有改变，其具体数据

来源于《中国司机地图册》（地质出版社，2006年 1月） 
根据具体数据进行模型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表 1，表 2，表 3。 

 

表 1  1996年京津冀地区 13个城市经济联系量（108元·104人/km2）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承德 张家口 秦皇岛 唐山 廊坊 保定 沧州 衡水 邢台 邯郸

北京 —             
天津 42.820 —            
石家庄 4.602 2.201 —           
承德 1.872 0.484 0.109 —          
张家口 2.858 0.836 0.214 0.079 —         
秦皇岛 1.428 1.191 0.111 0.058 0.058 —        
唐山 10.465 15.975 0.567 0.466 0.267 1.846 —       
廊坊 31.441 12.696 0.523 0.114 0.185 0.116 0.513 —      
保定 12.692 6.206 4.695 0.148 0.251 0.148 0.537 1.501 —     
沧州 3.494 8.918 1.180 0.093 0.084 0.143 0.950 0.724 1.801 —    
衡水 1.461 1.333 2.133 0.035 0.056 0.051 0.349 0.226 1.136 1.076 —   
邢台 0.960 0.622 3.834 0.026 0.057 0.036 0.216 0.102 0.576 0.281 0.657 —  
邯郸 1.120 0.771 2.595 0.034 0.072 0.049 0.256 0.126 0.583 0.322 0.608 9.551 —

 

表 2  2000年京津冀地区 13个城市年经济联系量（108元·104人/km2） 

城市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承德 张家口 秦皇岛 唐山 廊坊 保定 沧州 衡水 邢台 邯郸

北京 —             
天津 45.498 —            
石家庄 9.079 1.991 —           
承德 3.462 0.410 0.172 —          
张家口 4.995 0.670 0.318 0.110 —         
秦皇岛 2.718 1.039 0.180 0.088 0.084 —        
唐山 20.243 14.169 0.933 0.719 0.390 2.934 —       
廊坊 63.100 11.683 0.893 0.182 0.279 0.190 1.698 —      
保定 24.968 5.597 7.862 0.233 0.373 0.240 1.560 2.558 —     
沧州 6.743 7.892 1.938 0.143 0.122 0.226 1.798 1.209 2.950 —    
衡水 2.744 1.147 3.409 0.053 0.079 0.079 0.461 0.367 1.810 1.683 —   
邢台 1.827 0.543 6.212 0.039 0.082 0.057 0.286 0.168 0.930 0.445 1.013 —  
邯郸 2.206 0.697 4.353 0.054 0.107 0.079 0.369 0.197 0.975 0.528 0.971 15.458 —



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方向的研究 

 10 

表 3  2003年京津冀地区 13个城市年经济联系量（108元·104人/km2） 

2003年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承德 张家口 秦皇岛 唐山 廊坊 保定 沧州 衡水 邢台 邯郸

北京 —              
天津 108.908 —             
石家庄 14.658 6.585 —           
承德 5.156 1.251 0.354 —           
张家口 7.123 1.956 0.627 0.199 —         
秦皇岛 4.445 3.482 0.407 0.184 0.167 —        
唐山 28.312 40.592 1.803 1.281 0.666 5.743 —        
廊坊 109.508 41.532 2.141 0.402 0.592 0.463 3.526 —       
保定 39.274 18.035 17.087 0.467 0.716 0.528 2.938 5.975 —      
沧州 10.423 24.987 4.140 0.283 0.230 0.490 3.326 2.776 6.139 —     
衡水 3.668 3.142 6.297 0.090 0.129 0.149 0.737 0.729 3.257 2.977 —    
邢台 3.056 1.859 14.353 0.083 0.167 0.133 0.551 0.417 2.094 0.984 1.938 —  
邯郸 3.050 1.973 8.317 0.095 0.181 0.152 0.611 0.440 1.816 0.966 1.535 30.584 —

 

（二）结  论 

通过对 1996年，2000年和 2003年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总体上来讲，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经济联
系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并把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北京——天津，北京 
——廊坊；第二层次是北京——唐山，北京——保定；北京——石家庄；天津——唐山；天津——廊坊；

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邢台——邯郸；第三层次是剩余的其他城市之间。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出，三个层次的经济联系在 1996至 2003年间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1. 第一层次城市之间 
第一层次的北京——天津，北京——廊坊之间的联系在整个京津冀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它们之间

的经济联系量增长迅速。北京——天津，北京——廊坊之间的联系量始终在整个京津冀地区遥遥领先，基

本上是第二层次的四倍左右，并且北京——天津从 1996年的 42.82增长到 2003年的 108.908；北京——廊
坊从 1996年的 31.441增长到 2003年的 109.508。 
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北京——廊坊之间的经济联系量有超越北京——天津的趋势。2000年和 2003 年

北京——廊坊经济联系量的数值都大于北京——天津之间，特别是 2000 年，北京——廊坊为 63.1，而北
京——天津为 45.498。 
北京——天津的经济联系之所以这样密切，主要原因在于京津两地之间交通便利，并且两地在资本、

人力、技术等资源上都有明显优势，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性，而且天津港也是北京企业首选的进出口

港，所以两地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并且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也进一步强化了两地的经济联系。 
北京——廊坊的经济联系之所以近年来增长迅速，主要在于廊坊凭借其区位优势吸引北京的高新技术

产业来廊坊落户，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北京市民来廊坊购房居住，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北京与廊坊之间的密

切联系。 
2. 第二层次城市之间 
第二层次城市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北京——唐山，北京——保定；北京——石家庄；天津——唐山；天

津——廊坊；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邢台——邯郸。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程度虽然相

对较高，但较第一层次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有较大差距，并且经济联系量增长缓慢。这一层次的城市之

间经济联系的显著特点是河北省靠近京津的传统工业城市与京津的联系和河北省临近省会的地级市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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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联系。 
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京津及石家庄的扩散作用造

成。这些城市需要京津石的资金、技术与人力资源的支持，并且京津石与这些城市之间也需要工业原材料

和农副产品等，且政府行为较多。这样就促使这些城市之间有较强的经济联系，但由于城市之间的这种经

济联系缺少微观经济主体的参与，也就决定了整体水平不会太高。 
3. 第三层次城市之间 
第三层次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就是剩余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具体来讲主要是河北省内城市之间的

经济联系，以及河北省内除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外其余城市与京津的经济联系。从 1996 年，2000
年和 2003 的年数据来看，第三层次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可以说微乎其微，而且没有多大变化。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作为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秦皇岛，无论与京津还是与其毗邻的唐山经济联系都不大。另

外就是石家庄，其与京津以北四市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几乎没有联系。如果长期这样发展下去，

将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通过分析发现，造成这种经济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是京津的集聚效应和虹吸效应。京

津两市在京津冀地区可以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凭借它们强大的资本，技术，人力，政策，信息优势吸

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进入两市进行投资，而处于两市外围的河北诸市只能“望金兴叹”，京津对河北产

生了巨大的集聚效应。并且京津两市凭借基础设施，科研条件，福利待遇等优势从河北吸引了大量的人才。

这种不对等的交换严重影响了河北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其次是区域内缺乏统一规划，各城市

产业趋同。由于区域内自然资源禀赋相差无几，并且在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官本位思想中的政绩观的影响

下，各城市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规划，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并且各市由于缺乏协作，产业

上各市都基本上走上了经济自我循环的道路，因此，严重影响了城市之间的联系。最后一点就是河北省现

有产业结构不合理，不能与京津相配套。河北经济的现有产业主要是钢铁，建材，化工和制药，且附加值

和技术含量不高，导致产业链条短。并且与京津的高新技术产业不能配套，所以导致城市之间的联系不密

切。 
通过上述三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第三层次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密切的原因，同时对整个京津冀地区

的经济联系分析也很有借鉴意义。 
总之，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三个层次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从整体上来讲

并不十分密切，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部虽有突破但总体进展缓慢。 

四、对  策 

鉴于京津冀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现状，为加强区内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程度，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

在今后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突破行政限制，城市合理分工 

京津冀地区要密切经济联系加速经济一体化，必须突破行政区限制，城市之间合理分工，形成完整的、

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公共设施体系，既与世界经济和全国市场有开放的联系，又有相当的区域特色。对

于突破行政限制，首先要反对地方封锁，全面清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让各类企业成为区域经

济活动的主体，实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其次，城市合理分工的核心是区内各城市要有合

理的定位。北京应强化商务、金融、信息、科技创新功能，疏解部分生产和服务功能。天津则要进一步发

挥港口和滨海新区作用，增强生产、制造、物流的功能。河北各城市应发挥比较优势，找出特色产业为京

津服务。 
（二）统筹决策，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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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要促进经济一体化，密切区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必须搞好协调统筹。在协调发展方

面应做好以下工作：（1）建立区域统筹管理机构，加强区域的统筹管理。譬如，成立京津冀地区十三个城
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就整个京津冀地区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讨论，并成立相应的学术会议年年召开；长三

角和珠三角都有类似的机构。因此，京津冀要建立相应的协调和仲裁机构，重点研究和制定区内产业发展

战略以及协调解决区内跨省跨市的协作、联合、重组涉及的各方利益关系，减少经济活动的摩擦。（2）制
定区域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就必须制定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以避免重复建设和内部恶性竞

争。尤其是面对不同的行政主体，要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合体规划制定和学术研究要走在前面。 
（三）积极推动产业整合，建成世界制造业基地 

区内各城市之间要加快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创新来抢占产业技术的制高点；要通过

制度创新，尽快建立起机制灵活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推动区域内产业的跨省市重组，实现京津

冀地区产业整合，以此形成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四）在制定整体规划中应注重点线开发，扩大县域经济 

所谓点线开发模式是以现有城市之间的公路主干线为线，以沿线小城镇建设为点开发整个京津冀地

区。具体来讲，就是要改变过去招商引资过程中将企业划入方形经济开发区进行开发的方式，变为将经济

开发区沿公路两侧进行线性开发的模式，让企业临公路主干线而建。这样既能密切城市之间的联系，又繁

荣了沿线经济，扩大了县域经济，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和沿线农民的增收。 
（五）小区域带动大区域，促进京津及城市之间的联系，带动京津冀一体化 

在做好现有京津冀区域内第二层次城市之间经济往来的基础上，不断做强做大，进而带动京津冀十三

个城市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讲就是要做强京津唐、京津廊保、石邢邯三个小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和

加速一体化进程，进而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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