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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城市化已取得重大进展，

并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兰西城市群作为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城镇化

战略之地，其建设具有沟通东西，连接南北和撬动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

职能。产城融合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转型、推动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阐述了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理论，并通过构建

一个多指标的评价体系，其中包括产业发展、城市发展、人文发展、生态环境四

个方面的一级指标，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和青海省的 14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

度”进行初步评价，分析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现状，实证分析得到产城融合的影

响因素。本文总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说明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第二章总结分析产城融合的国内外理论，阐释产城融合的内在作用机理；

第三章建立产城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甘肃省、青海省的 14 个地级市

2000-2019 年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进行测度；第四章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对产城融合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整体回归分析和异质性检验；第五章提出加快兰西

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甘肃省、青海省的 14 个

地级市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产城耦合度较高，

产城协调度不足。（2）兰州、西宁作为省会城市，产城融合发展优势显著，率

先实现了产城协调度由低水平协调向中等水平协调的过度。兰西城市群和非兰西

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差异，兰西城市群地区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

调度明显高于非兰西城市群地区。（3）在产城融合影响因素中，工业、服务业

和城市人口集聚对产城融合度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兰西城市群和非兰西城

市群区域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大小存在差异。（4）兰西城市群的工业和城市人

口集聚对 14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兰西城市群 产城融合 影响因素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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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urbanization strategic

location in wester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important functions of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west, connecting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leverag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al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urban development,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basic theory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a multi indicator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ing four primary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rb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uses entropy method to preliminarily evaluate the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degree" of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Qinghai Provinc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i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pic,

research significanc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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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chapt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heories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The third chapt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measuring the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degree of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Qinghai Province i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0 to 2019; The fourth chapter establishes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conduct overal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heterogeneity testing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The fifth chapt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y development i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level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but

the increase is not significant,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dustry-city

coupling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city. (2)

Lanzhou and Xining, as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y development, taking the

lead in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from low level coordination to medium

level coordination.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betwee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no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ity coup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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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city coordination i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3)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reg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i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non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4) The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y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the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y development in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Keywords: Lanxi urban agglomeration ； Industry-cityintegration ；

Influencing factors；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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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国家战略背景

自《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以来，“兰西城市群”建设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双循环发展格局背景下，作为衔接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兰西城市群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点和链接点。甘肃、

青海两省联合发布《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兰州—西宁

城市群建设，提升省会城市综合实力和承载能力”，它在六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

求，包括优化城市群发展的空间结构，推进生态环境共建共治，提高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水平，促进创新和产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公共服务的

共建和共享。把城市群和产业发展的新要求结合起来，实现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融

合高质量发展。兰西城市群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和动力源，正处

在竞争优势重塑期。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建设人民城市需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产业发展是城市发

展的基础，城市的空间配置是提高产业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两者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尽管城市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引擎，但仍有一些城市

出现了“无工业城市、强工业城市、弱工业城市”的现象。为了建设人民城市，

必须调整产业与城市的关系，按照“以产兴城、以城促产”这一发展规律，在经

济发展中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也必须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以城市群为核心强调城市集聚，把提高质量放在首位，促

进产业和城市的深度融合发展。

1.1.2 微观现实背景

经过我国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快速的发展，城镇化率由 1978年占比 16.7%提

高到 2021年 64.72%。目前中国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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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城市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隐现。首先是产业与城市的

分离。存在着重产轻城、重城轻产的两种情况，开发区、产业园区和新城新区是

这两方面的分别体现。一是产和城在空间上、功能上的缺乏互动导致产城不和谐

局面，导致产业和城镇的不平衡。二是居民因为职住分离而在通勤方面花费时间

过长，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大大降低。产业、城市、人之间丧失活力，极大地降低

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三是衍生问题。城中村拆迁改造提高城市化水平，拆迁后面

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不被满足。而非城市化区则面临无人问津的状

况，道路土化，缺少绿色植被，没有停车场等，无法满足人的合理需求。

当前甘肃、青海两省正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如果实现兰西城市群产城

融合发展，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兰州、西宁城市群的经济辐射能力，促进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经济循环，成为支撑西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使兰

州、西宁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同时，促进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发展

可以进一步加快城市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产业联动与协作、优势互补，从而进一步

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对产城融合理论及其发展进行了梳理，以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区

域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丰富

产城融合的理论研究内容，为产城融合发展的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深

化研究成果。同时兰西城市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区域性、特殊性，以期

对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利于后续对西部地区产城融合的普

遍规律进行探索。

1.2.2 实践意义

近年来，产城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范围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少有对西部

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的研究，本文将视角定位在兰西城市群，作为西北欠发达地区，

其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实现产城融合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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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径。本文在产城融合的内涵与外延、理论渊源、动力机制以及模式选择等方

面进行梳理后，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对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度进行测度与实证

分析，指出其存在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对促进兰西城市群产城和谐互动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西部其他地区产城融合的

研究也有借鉴价值。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国外研究综述

产城融合，是我国产业转型的必然要求、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所提出的发展

思路之一，对应于产城分离。国外对于产城融合这一概念直接进行研究较少，其

有关研究多集中于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探讨。

（1）城市群相关研究

国际上城市群的启蒙思想源自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处于工业化进程

的爆发时期，人口快速增长，从事农业人口劳动比重下降，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

人口大幅增加使英国经济结构产生重大改变。作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罗伯

特·欧文（Robert Owen），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了“花园城市”这一概念。

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城市周围，应该要有葱茏的树木、优美的景色、舒适的居住

环境、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地，让人们足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这一概念

也对后人的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1898 年，英国建筑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1898）出版了一本专著《明天的花园城市》，其中他提出了

一个“花园城市”的理论，从城市群体角度出发研究城市，并提出城市建设要科

学规划，重点是园艺和景观。探索出最早的产业与城市发展关系。泰勒（Graham

Taylor）和恩温（Raymond Unwin）对其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卫星城理论，

卫星城像地球的卫星一样散落在地球的周围，具有一定的距离、人口优势。该理

论是为了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通过再其周围兴建小镇形成市镇组合群，

来解决中心城市人口膨胀问题。

（2）产业集群与城市发展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欧洲的研究人员就开始研究产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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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具体看可以分为以下 3个方面：首先，Kuznets于 1955年提出了产业特征对

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并且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会进一步影响城市化的进程；Hollis

B.Chenery（1988）认为城镇化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

响的关系，即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样城镇化也持续推动产

业结构的升级。其次，另一支文献则是从产业发展角度分析产业与城市化的关系。

Myrdal（1957）认为产业发展对城市发展具有核心推动作用，城市达到一定规模

时，它持续增长的能力，主要依赖于它的产业发展循环和积淀；Mills（1986）

在考察印度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发现城市向外扩张规模受到企业控制成本的制约；

Edwin.S（1986）和 Black（1999）进一步认为劳动力和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生

产企业的吸引力可以推动城市扩大规模，并且是企业向城市中心或城市边缘地区

集聚的主要推动力，产业发展影响着城市布局规划（Kunzmann，2009）；Lucas

（1988）则认为，城市化的进程也会影响产业发展，即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

交通设施日益完善，帮助园区提高生产效率与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具有直接性关系，

具体表现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将不断改善，最终实现园区生

产效率的提升。最后 Porte 等研究了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Michael

Porte（1990）提出不同工业化国家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中，一国产业集群的发展

水平，从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国总体产业竞争水平；所提出的“钻石模型”中的

主要论点也表明，需求条件、生产要素、关联产业和企业的竞争战略是一个国家

的竞争优势的一部分；Durabton（2011）和Mills（2018）等提出产业园区集群、

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与城市功能布局、集中度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发

展受产业区域的选择与集聚等因素的影响；Scott（2013）认为产业集聚还可以产

生虹吸效应，推动那些本来与中心产业没有关联的主体进入，从而有效地促进城

市化进程。

（3）城市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城市结构包括不同产业类型的布局以及功能区的空间组织关系。Jacobs

（1961）的著作提到城市功能融合才能实现协调发展，特别应重视城市功能的融

合。Alawadi（2017）提出城市的建设是受多方面影响的综合建设，包括城市本

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当地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发展等多要素的建设。

Duvernoy（2018）在研究法国都市地区时，分析产业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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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构建基础设施要以产业为中心，这种构建方式可以带来大都市地区的可持续

增长。Prastiyo（2020）提出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城市发展

显著促进工业发展，工业发展也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时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会

对环境产生影响。随后出现的“现代城市主义”、“新城市主义”等都在一定程

度上延伸了产城融合的内涵，提倡回归城市中心，主张城市关怀亲民，是一种最

大限度的节约生活成本的方便、快捷、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方式。

1.3.2 国内研究综述

（1）城市群相关研究

我国在城市群方面的学术研究最早出现于 1958 年，王文克在其《反浪费、

反保守，大力改进城市规划和修建管理工作》一文中在谈到城市的集中与分散问

题中，以兰州为例提出“城市群”一词，体现出对城镇布局形态的初步想法。此

后，随着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的关注日益增多，于洪俊等在《城市地理概论》

一书中将我国的城市群理论与 Jean Gottmann 的“大都市”理论相融合；1992

年，我国学者姚士谋立足国情对“城市群”概念作出了新的阐述，他认为城市群

不仅是一个有机体，同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密切相关，中心城市在其中

担当核心作用。众多学者对“城市群”从定义到深入研究经历着漫长的过程，代

表作者有方创琳等，在多年来对城市群的探索中，提出了涵盖城市群的形成发育、

空间利用、空间结构、成长壮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规律，为中国城市群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先前学者对兰西城市群的县域经济和空间经济等展开

了相关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兰西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具备横向差异性，具体体

现在，兰州和西宁作为甘肃省、青海省的“增长极”，但两者之间存在差异。赵

武生、石培基（2022）在研究兰西城市群经济、社生态耦合系统中发现，其兰西

城市群空间分布呈现杠铃状的“双核心”模式，青海片区次级中心缺乏，各市州

中心城区发展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此外，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应该同样注重

生态环境水平，因为处于低级阶段的城市化意味着给环境带来污染，从而影响城

市群发展，要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则必须将生态问题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的重要性，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崔木花（2015）。国

内学者对兰西城市群的研究中，基本集中于城市群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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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人力资本和生态等方面。其代表是高新才、殷颂葵（2018），罗君、程钦良

（2020），雒占福、李兰（2021）等学者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兰西城市群的

研究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以发展经济、环境保护以及合理空间布局为主，这也

让它的存在有着必要的价值。作为战略要地，如何了解其现状以及找到合适的经

济发展之路至关重要。在梳理城市群的概念、特征和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把握城

市群发展的规律，以兰西城市群重点城市为例，以产城融合为切入点，分析其存

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路径，以期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2）产城融合相关研究

截至 2022 年，对“中国知网”有关“产城融合”这一关键词的数据检索中，

相关文献存在 1792篇，主题中含有“产城融合”一词的文献 1921 篇，摘要中

含有“产城融合”一词的文献 2485 篇；与产城融合相关的期刊论文的研究率一

直呈现上升的趋势。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张道刚（2011）提出产业与城市双向融

合这一概念，是国内产城融合理念最早的提出者；李文彬、陈浩等（2012）认为

产业支持、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有关，可以增强城市功能；谢呈阳、胡汉辉

等（2016）提出产城融合不仅包括产和城，还应当是和人的有机融合；兰仁钦（2021）

以人口、城市、产业、制度四方面作为产城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解读产城人的

融合发展。本文将当前国内学者关于产城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产城融合的测度。高纲彪（2011），王霞（2014）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

和专家打分法，因子法和熵值法研究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史宝娟等（2016）构建

产城融合生态化动态耦合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资源型城市产城融

合与协调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冯涛（2021）使用 GWR模型和地理检测器，量化

分析黄河流域产城融合发展驱动机理。胡慧琴（2021）通过构建 PSM-DID 模型，

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设立对产城融合的影响。麻承琛（2022）通过对产城融合理

念的解构，运用区空间潜力评价和单元空间功能配置，指导枣庄市高新区产城融

合的空间优化。邢建玲（2022）从产城融合所蕴含的产业平衡，职住平衡，消费

平衡等、基础设施四方面内容进行阐述与指标选取，测度了产城融合对于成渝城

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刘畅（2022）运用文献研究法、GIS 分析法和

POI数据的处理方法,研究县域产城融合，分析得到产城融合的空间联动及利用

效率。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5%b0%e4%bb%81%e9%92%a6&scode=00004736392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82%a2%e5%bb%ba%e7%8e%b2&scode=00004930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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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谢呈阳，胡汉辉（2016）强调应重视服务业匹配

来实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产城融合。邹德玲、丛海彬（2019）在对产城融合影

响因素的研究中，认为“人”这一重要维度应该被考虑在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中，

不仅顺应时代背景，更体现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贾晶，白跚跚

（2019）在研究河南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城融合中得出服务业发展水平

高的地区产城融合度高，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在推动产

城融合发展中作用突出，同时规模集聚效应使其产城融合优势较为明显。而规模

集聚效应是城市化过程的基础效应，在达到一定城市规模以前，城市规模越大，

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经济效应总体上越显著，但在达到一定城市规模后，城市人

口规模越大，聚集经济效应呈现出递减趋势，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逐步以城

市群的形式体现。在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

重点，其中还包括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度等，代表学者有刘欣英

（2016）、徐海峰，王晓东（2020）等。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对产城

融合发展的本质达成共识，即产城融合应当遵循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产业

为纽带、以城镇为载体，以人兴产、以人旺城，以产聚人、以产带城，以城留人、

以城促产；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构建产城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经济、

产业、城市、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并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产城融合发展

水平进行测算。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极具差异化，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

普遍依据研究的对象进行适当调整。通过梳理产城融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本

文将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产业、服务业、人口；同时以

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度等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兰西城

市群的规模集聚效应，研究其在这三方面对产城融合的作用程度。

1.3.3 研究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对于产城融合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首先，学

者们考虑到多方面和维度，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系统的评估和分析。目

前，考察结论以指标评价结果为依据，并对产城融合水平进行了分析，对于深挖

其影响因素、研究地域空间差异性特征、生态化协调关系及其时间序列变化趋势

的研究很少。其次，大多学者分别在开发区、高新区等微观领域层面和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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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宏观区域层面对产城融合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中，将兰西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的方面还很少。特别是兰西协同的大背景，解

决城市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不协调问题，产城融合是实现城市均衡发展的重要一

环。因此，本文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兰西协同发展背景，以兰西城市群为

研究对象，整理得出 2000年到 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经济、城市功能、

人文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兰西城市群进行综合评价和等级划

分，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回归进行实证分析，探索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对兰

西城市群产城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1.4.1 研究内容

系统梳理产城关系的相关基础理论，从产业发展、城市发展、人文发展、生

态环境尺度界定产城融合的内涵，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 31个指

标体系对兰州、白银、西宁、海东等 14个不同城市的产城融合水平进行深入分

析测度，以此揭示兰西城市群与非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融合水平，以及后续章节对

兰西城市群影响因素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实证分析，同时探索区域异质性，

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切实可行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水平测度

首先，本文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构建产城融合综合评价体系。其次，通

过熵值法和物理耦合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甘肃、青海两省 2000-2019 年地级市

面板数据，对 14个城市的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作出测度与分析，并从产业

发展、城市发展、人文发展、生态环境四个方面作出综合评价和等级划分，对

14 个城市群中兰西城市群与非兰西城市群做对比分析。

（2）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水平影响因素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三个核心变量对 14个地级市产城融合水平的

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

（3）路径设计与政策支撑

根据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影响因素的特征，结合城市耦合度、协调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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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地从多个角度提出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的路径，并提出政策措施。

图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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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产城融合的相关理论和研究，对产城融合的水平和路径进行了深入

研究，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法和实证分析

法。

（1）文献研究法

建立本文研究目标后，通过图书馆、档案馆等渠道查阅与兰西城市群、产城

融合的有关资料，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

紧跟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聚焦于前言理念，围绕产城融合进行深入思考。运用

文献综述法学习有关产城融合发展的国内外产业发展（产业要素、产业结构、产

业布局、产业组织、产业聚集）、城市发展、人文发展的演进方向，梳理产城融

合在研究阶段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

（2）定量分析方法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为了更加科学的把握产城融合的本质，理清其中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产城融

合相关概念的定性，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同

时为了提高本文的说服力，采用 20年的统计面板数据作为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

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所需要的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

法、物理耦合法分别测算指标权重及产城融合发展水平。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对产城融合度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对比分析法

对各指标进行测算，发现产城耦合度、产城协调度等在兰西城市群、非兰西

城市群之中存在诸多差异；同时对二级指标的测算结果显示也在产业发展、城市

发展、人文发展、生态环境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对比得出差异的具体原因，结合实际提出不同城市产城融合建设的具体路径与保

障措施。

（4）实证分析方法

基于研究对象的各省市统计年鉴和政府年度报告等统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确定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对 14个地级市的产城

融合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为产城融合路径研究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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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研究方法上：在测度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度时，不同于以往文献的单一熵权

法，本文采取熵值法及物理耦合法的结合，解决了本文在指标庞大的基础上科学

合理的对指标体系适当降维，最后用熵值法修订权重进行综合得分；并建立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甘青两省 14个地级市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异质性分

析，随后借鉴 Lewbel（2012）基于异方差的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研究

更具有说服力。

研究内容上：以往兰西城市群研究以县域经济为大多数，并且没有对兰西城

市群之外的城市加以研究，这样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弊端。本人以地级市为主更

加宏观全面，一方面城市的数据更好获得；另一方面不先入为主，使得结论更具

客观性。

指标构建上：在参考先前学者的产城融合指标体系基础上，基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以及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的实际诉求，遵循科学性、代表性与可操作性

等原则在产城融合综合指标体系中加入人文发展和环境发展的指标体系，从而建

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加深了对产城融合的理解，同时便于从多角度提

出对策建议。

不足之处：由于统计年鉴有数据缺失情况，在有历史数据的情况下，本文将

以往数据进行回归，通过指标均值替代，若不存在历史数据，则直接剔除，因此

会存在误差。同时本文对兰西城市群的界定具有主观色彩，只是选取政府规划中

的四个地级市（兰州、西宁、白银、海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具有局限性，

只能从城市的视角上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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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

2.1 概念界定

2.1.1 兰西城市群的范围界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发布了《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一份促进

兰西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其规划范围包括：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市等地级

市，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等。其中，兰州、西宁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十分重

要；而白银、海东在西部地区具有特殊优势。城市群这一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姚

士谋（1992），随后肖金成（2021）等对城市群概念界定上存在共性，都强调城

市群是不同城市的集合，同时强调核心城市的重要性。构建“一带双圈多节点”

的发展格局，要以核心的地级市作为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针对数据的可获得性

以及指标的全面性，选取核心城市兰州市、西宁市、白银市、海东市作为本文主

要的研究对象，将这四个城市界定为兰西城市群，为了能将兰西城市群和周围其

他城市做出对比，本文还选取其他 10个地级市，界定这十个城市（酒泉市、武

威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天水市、平凉市、定西市、庆阳市、陇南市、张掖市）

为非兰西城市群。

2.1.2 产城关系和产城融合

产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杨蔚宁，张正

河，游艳（2017）基于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关系，得出西部城镇化超前于产业发展。

金莹（2017）在文中提到城市化的进程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加快，因为城市的发

展促进了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是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在数字经济快

速发展后，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键是城市功能应用场景的构建和技术资源的整合，

主要模式是通过城市促进产业发展，这种经济形态以一种高度的智力密集、资本

密集和生态驱动呈现，竞争的关键点在于人和产城融合，同频共振推动产业集聚

发展和城市功能更新。因此，产业与城市的关系是三条主线的结合：“产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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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城市促进产业，城市与产业融合发展”。在这种共生、共利的关系之下，

只有将产、城、人等方面协调一致、才能实现产业与城市的相辅相成，达到融合

发展，这显然是一种与“产城分离”相对应的良性的循环发展。

产城融合是建立在产城关系上的一种模式，最早的模式体现在张道刚（2011）

提出产业与城市双向融合。但事实是“人”作为产城融合这一桥梁因素不能被忽

略，产、城、人三者同样重要，城市的发展会带来产业结构的改变，产业结构的

变化会带动就业岗位的变化。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为纽带，实现“产业”与

“城市”的双向融合。一方面，产业发展是驱动城市功能匹配、设施完善、品质

提升的保障；集聚各类优质要素，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发展所需空间。另一方

面，城市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环境等因素为居民提供优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人”这一链接点，为产业注入新的劳动力，提高工业

发展水平，从而达到产业、城市和人的良性互动、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产业经济学理论

（1）产业发展理论

产业发展理论指出了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趋势。产业发展规律会经过由小

到大的扩张，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同时，不同产业在同一阶段会

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同一产业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

William Petty和 C．Clark（1940）提出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说明随着国家

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会从农业转向工业，由工业转向服务业；产业发展因素包括

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出水平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则在第

一产业所占比重相对第二、三产业较大。

（2）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一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它牵动着

城市经济发展并影响其与产业发展关系。Simon Kuznets（1941）在William Petty

的理论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产业结构理论，他通过研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

化趋势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具体来说，三次产业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3300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2547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D%E5%8A%A1%E4%B8%9A/27803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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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果，互为市场，彼此存在着供求关系。产业关联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

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同时，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不仅受到产业结构内部的影响、同时

受到相关结构相互作用的影响，产业结构只有通过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统一，才能

带动城市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3）产业集聚理论

所谓产业集聚，就是同一或者同类产业，在其生产或者发展的过程中，逐步

聚集到一定空间内，使资本要素向该空间范围聚集，产生集聚效应对一个地区经

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产业集聚现象最初是由 Marshall

（1890）最先提出，认为形成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在于自然禀赋，通过这一因素

会实现产业的地方化现象。产业集聚的产生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

部条件，而内部原因则包括市场发育程度、分工深化以及企业自身特征等方面。

Weber（1909）认为企业的发展阶段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同的，当企业初具规

模并且自身发展状态良好，则会形成产业集聚；当多数企业之间进行频繁的交流

合作时，会在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现象。还有学者将创新考虑到产业集群的影响因

素中，作为产业集群的要素，熊比特首次提出的创新产业集聚理论中认为创新不

会带来独立发展，而是会形成产业集群的现象，创造出一种互惠共生，竞争协同

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2.2.2 区域经济学理论

（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由 Fransois Perroux（1955）提出，他指出，增长极是围绕一个经

济空间内的主导驱动产业形成的，通过其乘数效应，刺激其他产业的增长，发展

成为产业综合体，最终成为增长中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

地区，稀缺资源应集中在条件较好的城市，形成一种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作为

增长极核，扩大其经济辐射半径，辐射临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从其临近地区开

始，逐步带动增长极以外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Myrdal（1957）认为对落后地区

而言，增长极会对其产生回波（流入）和扩散（流出）两种影响，地区间的差异

将在市场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中存在扩大的倾向。对Myrdal的观点作出全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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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是Williamson（1965）提出的倒“U”型理论，旨在阐述发展阶段与区域差

异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指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差异越大，在经济发展中期，区

域差异趋于稳定，在经济发展成熟阶段这种差异逐步缩小。Friedman（1966）在

Williamson的观点上提出中心、外围两个系统的经济布局，在强化中心的同时逐

步向外扩散，在此行为上，创新要素发挥着极大的作用。随后 Boudville（1966）

在增长极的概念中融合了地理空间因素，对增长极理论赋之区域的色彩。

（2）点轴理论

点轴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是在中心地理论和 Fransois Perroux 提出的

增长极理论基础上形成的。陆大道（2001）阐述了点轴理论的结构与机理。该理

论的主要内容是：在空间结构下，社会经济的客体会产生相互作用，由于区域经

济的发展，各地区间要素流动不均衡导致了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布局上的差异，

“点”上集聚了多数经济要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量的增加，这些点不可

避免地被连接起来，加强经济联系，形成各种既定的路径，在基础设施的影响下

形成“轴”，称为轴线，形成以中心为核心的“轴带型”空间结构，带动经济发

展。因此，要实现城市群建设目标，必须对其进行合理规划，使之成为一个具有

较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现代产业群，并以此带动其他部门共同参与到城市群中

去。

2.2.3 城市发展理论

（1）城市化理论

无论其规模和综合实力如何，城市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

关键作用。城市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其中最重

要的是城市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引擎。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城市的发展

演变可以分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四个阶段。在工业化

初期，乡村人口大量迁移城市，增大了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工业化成熟期，人口

会在市区和郊区不断扩大，但是市区的人口增速还是高于郊区；在后工业化初期，

城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在后工业化成熟时期，第三产业在

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人口从市区转向郊区。

（2）极化涓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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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 A. O. Hirshman（1973）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

来解释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可以通过发达地区的“涓滴效应”为落后地区的发展带

来机遇。随着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

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这种逐步延伸的状态被称之为“涓滴效应”。“极化效

应”是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解释，他认为经济发达地区会因为其自身经济的良好

循环发展愈发发达，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因由于自身经济水平较低，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处于被动地位而变得愈发落后。极化涓滴效应对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发

展存在重要启示，利用优势中心区去发展带动劣势边缘区将成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从增长极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理论包括资源永续

利用论、“公共物品”的价值论、财富代际公平分配论，不仅追求经济发展的数

量，更看重经济发展中的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不能依靠传统的基于

资源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突破这种模式则要利用技术驱动发展经济，实现

科技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同时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效益等

综合因素，做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

2.3 产城融合内在机制分析

产城融合根本是要促进产、城、人联动发展。一方面，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

不仅是为了有效解决不可持续的发展难题，而且也是为了创造一种有效的产城互

动机制，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机制是一种长期的动态发展模式。另一方面，

产业与城市的发展融合遵循错综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其中任何社会、经济、产

业和生态结构的破坏，以及每个阶段的不可持续因素，都会导致整个产城融合体

系的崩溃，因为这种不可持续性会被不断强化，形成严重威胁整个系统的“蝴蝶

效应”。只有当系统的每个基本单元都是可持续的，产城融合才能够长期发展。

以城市为基础，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协调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

城市消费结构，实现产业、城市和居民的多维融合，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

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其机理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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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产城融合内在机理图

2.3.1 城市发展对产业和人文发展的作用机理

城市发展服务于产业发展，为产业结构、居住人口、就业人口提供了调整的

空间，体现着城市的功能性这一特点，城市功能关系到社会福利，它是指满足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特殊产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会对吸引城市人口

集聚，进而影响产业中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多少，刘哲，刘传明（2021）运用双差

分检验文明城市评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文明城市通过影响城市技术创

新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大城市发展中，第二产业

可以实现从传统工业领域向高附加值、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小城市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二者相互分工协作，促进产业

结构的承接和升级。因此城市的发展为第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动力，促进了第二

产业的进步；同时，杜明军（2021）研究了省会城市吸引人口的因素，省会城市

的人口吸引力与城市发展有正向互动关系。在赵建军,贾鑫晶（2019）的研究中

表明在城市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发展提高

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消费模式，导致了生产结构的变化，最终促进了产业

的结构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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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产业发展对城市和人文发展的作用机理

产业发展能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城

市空间结构规划是依据产业的发展为根本，许舜威、周少甫（2022）在研究产业

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得到其演进能抑制城市的收缩，并且产业结构演进越快，这

种抑制性越明显。李晓鹏、张国彪、李伟溪、谢剑波（2021）在研究城市更新相

关问题上，认为产业发展能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应当重视扶植与引入新的产业以

促进城市更新。蔡悦灵，吴功亮，林汉川（2019）运用理论和实证模型得出产业

结构升级及技术进步能明显促进城市群的城市化。通过产业的合理布局能提高城

市的土地利用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每一个产业功能区

都能带动相关人口的聚集，人口的大量集聚催生了生活服务的需要，进而带动城

镇居住、商业、交通、服务业等功能体系开发建设，提高资本循环率，创造更多

的物质财富，推动城市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和功能升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最

终推动城市能级的提升。

2.3.3 人文发展对产业和城市发展的作用机理

“人”作为存在于城市中的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投

入要素，也是一个需求者，对城市提出多层次功能满足的要求。“人”是产城融

合互促的关键点，王海虹，卢正惠（2017）得出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可持

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应大量积累人力资本，为人力资本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李

平华，宋灿（2020）在研究人力资本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时，得出前者对后者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人力资本的集聚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一方面提供

劳动力即为产业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智力水平进行创新，

降低成本实现地区产业发展；同时利用劳动获得收益进行消费，拉动整个城市的

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建设，居住环境发生改变，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影响就业、

住房、消费以及劳动力流动的结构，这种调整同时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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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测度与分析

3.1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测度

3.1.1 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设计

产城融合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多个学科交叉的概念，虽然本质内涵存在一些差

异，但是却有一些概念上和发展理念上的承接和关联关系。本文从产城融合包含

的产业、城市、人文、生态四大要素出发，构建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的评价

指标体系。

产业发展主要以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出水平为分类。选取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全要素生产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工业烟尘排放量、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三级指标。

城市发展主要以城市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城市生活水平、设施配套为分类。

选取 GDP 增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职工平均工资、人口密度、人均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医院卫生院床

位数、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三级指标。

人文发展主要以人口结构、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为分类。选取非农业人口、

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教育支出、教育业从业人员数、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中等

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专科在校学生数、专利申请数、科学支出作为三

级指标。

生态环境主要以环境治理为分类。选取工业烟尘去除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量、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作为三级指标。产城融合综合评价体系共有四个一级

指标、十一个二级指标和三十一个三级指标，具体指标划分如表 3.1所示。

表 3.1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评级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序号

产城融合 产业发展 产业规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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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评级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序号

全要素生产率 X2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万元) X3

产业结构 年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 X4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X5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X6

产出水平 工业烟尘排放量(吨) X7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X8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X9

城市发展 城市经济实力 GDP 增速 X10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万元) X11

职工平均工资 X12

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 X13

城市生活水平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X14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X15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千册) X16

设施配套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X17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 X18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X19

人文发展 人口结构 非农业人口数据（人） X20

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人） X21

教育发展 教育支出 X22

教育业从业人员数（人） X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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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评级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序号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个） X24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人） X25

普通专科在校学生数（人） X26

科技创新 专利申请数 X27

科学支出（万元） X28

生态环境 环境治理 工业烟尘去除量(吨) X29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万吨) X30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百分比) X31

3.1.2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模型构建

耦合是由两个或者多个系统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现象。它可以表现为一个子

系统与另一子系统的相对稳定状态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某种联系和制约。它包

括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两个层面，耦合度是对系统间这种相互作用的刻画，耦合

协调度是衡量系统间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用来反映协调的优劣状况，协调度高

体现着良性的系统间关系，协调度差反映了系统相互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本文从

产城融合的产业、城市、人、环境四个层面，通过参考云小鹏（2022）中子系统

耦合对产城融合的作用强度，将这种相互产生的影响、彼此协同的程度定义为产

城融合度，从合度函数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这两个维度对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首先，对系统层面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优化，得到三十一个优化

后的指标；在用面板熵值法赋权之前应对三十一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

产城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具体步骤如下：

（1）面板熵值法

熵值法赋权能客观准确的得出指标的权重，本文研究对象为 2000-2019 年

甘青两省 14个地级市，需采用面板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计算，权重的大小体

现着指标间的差异大小。在面板数据中，使用熵值法计算权重时，需要进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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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本文借鉴商敬军（2020）的改进的熵值法得到指标权重，通过耦合度函

数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具体计算步骤为：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选择公式（a）进行计算，逆向指标选

择公式（b）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XX
XXX jit

minmax

min
jit' 


 （a）

XX
XXX jit

minmax

max
jit' 


 （b） （3-1）

其中 j表示第 j个市，i表示第 i个指标，t表示第 t年；

2）计算 j市第 t年第 i项指标的比重：

  

 n

j

m

i

jit

jit X
X

1 1 jit'
'y （3-2）

3）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反应的是信息源的平均信息量）：

et =− j j=1
n

i=1
m (yjit × lny)�� ,j = 1

ln(m×n)
（3-3）

4）计算各评估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冗余度）：

dt = 1 − et （3-4）

5）权重的计算：

wt = dt

t=1
r dt�

（3-5）

6）计算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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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 t=1
r (wt × x'jit� ) （3-6）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需要进一步计算产城耦合度和产城

协调度。

（2）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

借鉴于树江、张苗苗、崔旭颖（2020）的离差方法系统协调度模型，建立如

下产业-城市-人文-生态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四元系统耦合度 C为:

 



















UU
U

jinji

jC

n

,...2,1,

n
1j

1

（3-7）

公式中，n为产城融合系统中四元系统的个数，即 n=4，且 i≠j。C为耦合

度，取值范围在 0到 1之间，当 C 越接近于 0时，耦合效果越差，代表系统间

的相互制约，是一种低水平的弱耦合性；当 C越接近于 1时，耦合效果越好，

代表系统间的相互促进，是一种高水平的强耦合性。耦合关系的判断单用耦合度

来衡量可能存在偏差，无法真实反应系统间耦合度的强弱，也无法得出系统总体

的发展水平，因此在判断系统的耦合效应时，还需要考虑其耦合协调度的大小。

引入协调模型后可以将四元系统协调度 D表示为：

TCD  （3-8）

  UUUUUUUUT 43214321 ,,,   

其中 α，β，γ，λ 为待定系数，通过子系统指标权重加总得到。

3.1.3 数据来源

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原则，本文选取 2000-2019 年甘青两

省省 14个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涉及的原始数据均源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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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甘肃发展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及两省各市统计年鉴。《城市统计

年鉴》存在个别城市个别年份个别指标没有统计的情况，本文借鉴丛海彬，邹德

玲，刘程军（2017）选择前后一年数值采用插值法针对部分缺失的数据进行了填

补。整体数据全面、科学、有效。

3.2 产城融合测度结果分析

3.2.1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测度结果分析

将甘肃省、青海省 14个地级市 2000-2019年的指标数据代入公式（3-7）和（3

-8）计算，得到两省 14个地级市的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其中作为兰西城市群

的四个地级市位于表格前四位，非兰西城市群的地级市位于表格后十位，其中最后

三列中平凉、庆阳、天水属于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地级市。依据表 3.2、表 3.3的计算

结果，分析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现状，并与非兰西城市群做对比分析。

表 3.2 2000-2019甘、青两省 14 个地级市产城耦合度

地区/

年份

兰西城市群 非兰西城市群

兰州 白银 西宁 海东
定

西

嘉

峪

关

金

昌

酒

泉

武

威

张

掖

陇

南

平

凉

庆

阳

天

水

2000 0.67 0.65 0.73 0.46 0.47 0.30 0.40 0.49 0.47 0.56 0.50 0.60 0.52 0.53

2001 0.74 0.68 0.69 0.45 0.48 0.31 0.39 0.50 0.52 0.58 0.54 0.62 0.50 0.54

2002 0.75 0.68 0.72 0.47 0.48 0.30 0.38 0.54 0.53 0.53 0.53 0.66 0.59 0.52

2003 0.77 0.74 0.74 0.49 0.50 0.33 0.44 0.58 0.56 0.62 0.40 0.73 0.62 0.58

2004 0.79 0.74 0.75 0.47 0.52 0.30 0.38 0.59 0.57 0.67 0.49 0.69 0.56 0.59

2005 0.70 0.73 0.76 0.47 0.45 0.31 0.39 0.65 0.60 0.64 0.53 0.69 0.55 0.58

2006 0.79 0.73 0.76 0.47 0.43 0.33 0.44 0.66 0.57 0.66 0.52 0.70 0.58 0.60

2007 0.83 0.78 0.84 0.47 0.45 0.30 0.41 0.68 0.62 0.68 0.52 0.76 0.63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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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2000-2019甘、青两省 14 个地级市产城耦合度

地区/

年份

兰西城市群 非兰西城市群

兰州 白银 西宁 海东
定

西

嘉

峪

关

金

昌

酒

泉

武

威

张

掖

陇

南

平

凉

庆

阳

天

水

2008 0.87 0.81 0.85 0.43 0.47 0.30 0.34 0.67 0.66 0.77 0.58 0.73 0.61 0.63

2009 0.65 0.72 0.81 0.47 0.48 0.27 0.40 0.65 0.60 0.77 0.61 0.77 0.61 0.67

2010 0.76 0.72 0.83 0.43 0.44 0.29 0.45 0.68 0.61 0.73 0.58 0.74 0.61 0.64

2011 0.79 0.77 0.81 0.46 0.52 0.27 0.45 0.69 0.62 0.66 0.56 0.81 0.64 0.65

2012 0.72 0.77 0.88 0.44 0.56 0.27 0.43 0.69 0.68 0.76 0.59 0.78 0.66 0.66

2013 0.82 0.77 0.88 0.43 0.51 0.26 0.44 0.69 0.68 0.74 0.62 0.78 0.67 0.68

2014 0.80 0.77 0.86 0.46 0.56 0.27 0.42 0.65 0.77 0.73 0.61 0.78 0.60 0.68

2015 0.80 0.76 0.80 0.44 0.52 0.26 0.39 0.67 0.81 0.74 0.63 0.80 0.55 0.69

2016 0.75 0.70 0.80 0.38 0.55 0.24 0.42 0.55 0.59 0.70 0.62 0.70 0.58 0.60

2017 0.65 0.60 0.79 0.43 0.59 0.21 0.39 0.62 0.69 0.74 0.54 0.68 0.68 0.59

2018 0.81 0.75 0.87 0.44 0.57 0.23 0.43 0.66 0.76 0.76 0.55 0.63 0.68 0.68

2019 0.76 0.73 0.74 0.44 0.54 0.24 0.39 0.62 0.66 0.76 0.59 0.69 0.66 0.65

表 3.3 2000-2019甘、青两省 14 个地级市产城协调度

地区/

年份

兰西城市群 非兰西城市群

兰州 白银 西宁 海东 定西

嘉

峪

关

金

昌

酒

泉

武

威

张

掖

陇

南

平

凉

庆

阳

天

水

2000 0.65 0.44 0.55 0.47 0.30 0.24 0.30 0.34 0.23 0.31 0.30 0.34 0.31 0.41

2001 0.72 0.43 0.53 0.46 0.27 0.24 0.30 0.34 0.27 0.30 0.30 0.34 0.29 0.40

2002 0.72 0.42 0.56 0.45 0.27 0.24 0.29 0.35 0.27 0.31 0.27 0.35 0.34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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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2000-2019甘、青两省 14 个地级市产城协调度

地区/

年份

兰西城市群 非兰西城市群

兰州 白银 西宁 海东 定西

嘉

峪

关

金

昌

酒

泉

武

威

张

掖

陇

南

平

凉

庆

阳

天

水

2003 0.73 0.46 0.56 0.46 0.30 0.25 0.32 0.37 0.33 0.33 0.25 0.38 0.36 0.44

2004 0.73 0.46 0.56 0.45 0.29 0.25 0.29 0.34 0.31 0.34 0.31 0.41 0.33 0.44

2005 0.69 0.45 0.59 0.43 0.31 0.25 0.30 0.36 0.32 0.37 0.31 0.40 0.35 0.42

2006 0.74 0.45 0.58 0.43 0.29 0.26 0.30 0.39 0.34 0.35 0.33 0.39 0.37 0.47

2007 0.77 0.48 0.64 0.42 0.30 0.25 0.31 0.38 0.35 0.35 0.33 0.42 0.37 0.45

2008 0.82 0.50 0.66 0.38 0.31 0.26 0.28 0.41 0.36 0.40 0.36 0.46 0.41 0.46

2009 0.66 0.47 0.67 0.40 0.33 0.26 0.34 0.43 0.35 0.41 0.41 0.47 0.41 0.50

2010 0.74 0.48 0.69 0.38 0.30 0.28 0.32 0.42 0.34 0.40 0.37 0.46 0.42 0.48

2011 0.78 0.48 0.67 0.36 0.36 0.26 0.31 0.44 0.37 0.39 0.36 0.48 0.44 0.49

2012 0.74 0.51 0.73 0.36 0.37 0.27 0.32 0.48 0.40 0.44 0.38 0.52 0.47 0.50

2013 0.81 0.48 0.74 0.34 0.39 0.26 0.33 0.47 0.42 0.48 0.43 0.55 0.50 0.52

2014 0.80 0.49 0.74 0.36 0.39 0.27 0.32 0.43 0.43 0.43 0.40 0.51 0.43 0.51

2015 0.80 0.49 0.71 0.34 0.38 0.29 0.32 0.44 0.48 0.50 0.45 0.53 0.42 0.55

2016 0.74 0.46 0.69 0.31 0.39 0.27 0.31 0.39 0.40 0.46 0.42 0.46 0.42 0.49

2017 0.70 0.40 0.70 0.36 0.41 0.24 0.30 0.44 0.40 0.46 0.40 0.46 0.46 0.47

2018 0.80 0.48 0.72 0.34 0.42 0.26 0.34 0.45 0.46 0.44 0.39 0.44 0.44 0.50

2019 0.76 0.48 0.64 0.32 0.40 0.27 0.34 0.43 0.40 0.44 0.40 0.50 0.44 0.48

（1）产城融合发展现状

所考察的甘肃省、青海省 14个地级市中，兰西城市群城市在 2000年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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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非兰西城市群城市的产城融

合发展水平大多数低于兰西城市群城市，同样呈现出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并非

所有的兰西城市群城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都高于非兰西城市群城市，如下图

3.1，3.2的折线图所示。同时作为兰西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兰州市和西宁市的产城

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较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兰西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非兰西城市

群城市在产城耦合度的差距小于产城协调度的差距。此外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城

市的平凉、庆阳、天水在非兰西城市群中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在耦合度

方面，平凉将赶超兰西城市群中的白银市。

兰西城市群中：2000年除兰西城市群和天水市外的其他城市的产城协调度

都低于 0.4，2019 年除海东市外的其他城市的产城协调度都大于等于 0.4。产城

耦合度处于 0.3~0.5之间的地级市包括海东市，兰州市、西宁市、白银市主要在

0.7~0.9之间波动。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其产城耦合度以及产城协调

度在甘肃省内所有地级市中排名第一，从 2000年的（0.67，0.65）增加到 2019

年的（0.76，0.76），并在 2018年达到过（0.81，0.80）的水平。在产城耦合度

方面，西宁市由 2008年之前的低位逐步超越兰州市；在产城协调度方面，西宁

市一直未能超越兰州市。产城协调水平表现为地区分离水平，兰州市产城耦合度

与产城协调度之间几乎保持一致，西宁市的产城耦合度高于产城协调度。兰州市

和西宁市位于 0.7~0.9之间，兰州市表现为缓慢波动上升，西宁市由最初的 0.55

上升至最高 0.74的状态，由折线图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兰州市的产城协调水

平一直处于西宁市之上，在同样增加的基础上保持着大概一致的差距；2009年

之后虽然兰州市的协调度同样在西宁市之上，但是差距明显缩小；白银市的产城

协调水平属于第二个阶梯，在 0.4~0.6之间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但距离兰州

市、西宁市的协调度还有一定的差距，海东市则处于下降的态势。

非兰西城市群中：嘉峪关市的产城耦合度以及产城协调度处于 14个地级市

中的最低水平。2019 年除嘉峪关市、金昌市外的其他城市的产城协调度都大于

等于 0.4。产城耦合度处于 0.3~0.5之间的地级市包括金昌市、嘉峪关市，处于最

低水平，城市发展较为缓慢，产业与城市的融合作用无法充分发挥；陇南市，定

西市在 0.5~0.6之间波动，天水市、庆阳市、平凉市、酒泉市在 0.6~0.7之间波动，

张掖市和武威市这些年的产城耦合度以及产城协调水平增幅较为明显，产城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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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 2000 年 0.5 左右的水平增加到 2019 年的 0.7 左右；产城协调水平由 2000

年 0.2左右的水平增加到 2019年的 0.4左右。天水市的产城协调水平属于第二个

阶梯，在 0.4~0.6之间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平凉市的协调度在有明显的增长

趋势，逐渐与天水市并驾齐驱。定西市、庆阳市、张掖市等地级市的产城协调水

平处于低位状态，但是有一定的增长趋势。嘉峪关市的产城协调水平仍然有待提

高，呈现出平稳甚至下降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嘉峪关市在四个一级指标中存在

部分的落后的情况，制约了嘉峪关市的产城融合发展；同时还有可能的原因是地

理位置的差异，天水市距离兰西城市群的地理位置相对于嘉峪关市较近，兰西城

市群的发展对天水市的辐射作用强于嘉峪关市。

图 3.1 甘肃省、青海省 14 个地级市产城耦合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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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甘肃省、青海省 14 个地级市产城协调度折线图

（2）对比分析

无论是产城耦合度以及产城协调度，14 个地级市整体增幅不大，但地区之

间的差异明显。本文将 14 个地级市之间作出划分，主要划分有三个层次，首先

是兰西城市群城市，其次是非兰西城市群中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最后是非兰西城

市群中其他地级市。产城耦合度以及协调度表现出的趋势大致呈现出：兰西城市

群城市远强于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强于非兰西城市群中其

他地级市。在产城耦合度与协调度中，兰西城市群大多数城市远超过非兰西城市

群，海东除外，兰西城市群与非兰西城市群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兰州、白

银，西宁的产城耦合度遥遥领先。其中，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属于关中平原

城市群，从产城耦合度以及协调度的结果来看，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发展不及兰西

城市群的城市，但是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天水市，与兰西城市群的海东市发展

较为接近，甚至已经逐步超越海东市的发展。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的将兰西城市群与非兰西城市群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

做对比分析，将 2000-2019 年每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别取均值，得到如下图

3.2，3.3的折线图。从图中可明显看出，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耦合度的均值在任意

时间节点上都高于非兰西城市群，产城协调度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唯一不同的是

兰西城市群与非兰西城市群在产城耦合度的差距小于在产城协调度的差距，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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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协调度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图 3.3 产城耦合度均值折线图

图 3.4 产城协调度均值折线图

3.2.2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测度结果按等级划分分析

本文借鉴任祁荣,于恩逸（2021）对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的划分方法与

14个地级市实际情况相结合，将耦合度与协调度划分成 10个等级。产城耦合度

的划分标准为：0＜C≤0.1，极度失调；0.1＜C≤0.2严重失调，0.2＜C≤0.3中

度去耦阶段，0.3＜C≤0.4轻度去耦阶段，0.4＜C≤0.5濒临去耦阶段，0.5＜C≤

0.6勉强耦合阶段，0.6＜C≤0.7初级耦合阶段，0.7＜C≤0.8中级耦合阶段，0.8

＜C≤0.9良好耦合阶段，0.9＜C≤1优质耦合阶段。产城协调度的划分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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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0.1，极度失调；0.1＜C≤0.2 严重失调，0.2＜C≤0.3 中度失调，0.3＜C

≤0.4轻度失调，0.4＜C≤0.5濒临失调，0.5＜C≤0.6勉强协调，0.6＜C≤0.7初

级协调，0.7＜C≤0.8中级协调，0.8＜C≤0.9良好协调，0.9＜C≤1优质协调。

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3.4。

表 3.4 产城耦合度和产城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1 极度去耦/失调

2 严重去耦/失调

3 中度去耦/失调

4 轻度去耦/失调

5 濒临去耦/失调

6 勉强耦合/协调

7 初级耦合/协调

8 中级耦合/协调

9 良好耦合/协调

10 优质耦合/协调

将产城融合度结果按等级划分，进行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选取 2000、2008 和 2019 年产城耦合度变化较为明显的三个时间节点，如表

3.5所示，对比分析兰西城市群产城耦合发展变化。

经对比发现，在 2000年武威、酒泉、定西、陇南、海东处于 5等级的濒临

去耦阶段，在 2008年，除定西、海东外，其他城市的耦合度都达到初级耦合阶

段，在 2019年除海东市，其他城市都在初级耦合阶段，意味着武威、酒泉、陇

南在 2008年至 2019年的耦合程度并没有提升。而海东市的耦合程度从 2000年

至 2019年一直处于濒临去耦阶段。嘉峪关市、金昌市在 2000年至 2019年分别

一直处于中度去耦和轻度去耦阶段。兰州市、白银市、西宁市在 2000年轻度耦

合阶段到 2008年有一个跨越，并在 2019年达到中级耦合阶段。其他城市都有一

至二阶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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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03、2008、2019年 14 个地级市产城耦合度按等级划分结果

2000 2008 2019

等级/

地区
耦合等级 耦合程度 耦合等级 耦合程度 耦合等级 耦合程度

兰州 7 初级耦合 9 良好耦合 8 中级耦合

白银 7 初级耦合 9 良好耦合 8 中级耦合

嘉峪关 3 中度去耦 3 中度去耦 3 中度去耦

金昌 4 轻度去耦 4 轻度去耦 4 轻度去耦

天水 6 勉强耦合 7 初级耦合 7 初级耦合

武威 5 濒临去耦 7 初级耦合 7 初级耦合

张掖 6 勉强耦合 8 中级耦合 8 中级耦合

平凉 6 勉强耦合 8 中级耦合 7 初级耦合

酒泉 5 濒临去耦 7 初级耦合 7 初级耦合

庆阳 6 勉强耦合 7 初级耦合 7 初级耦合

定西 5 濒临去耦 5 濒临去耦 7 初级耦合

陇南 5 濒临去耦 6 勉强耦合 6 勉强耦合

西宁 8 中级耦合 9 良好耦合 8 中级耦合

海东 5 濒临去耦 5 濒临去耦 5 濒临去耦

截取 2000、2008 和 2019 年产城协调度明显变化的三个时间节点对产城协

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对比分析兰西城市群产城协调度发展变化（见表 3.6）。2000

年，所考察的城市中只有兰州市、西宁市产城达到初级协调、勉强协调的程度，

其他城市都处于失调状态，其中包括嘉峪关市、金昌市、武威市、陇南市在内的

4个城市面临中度失调的情况。2008年，兰州市产城协调等级达到 9级，处于良

好协调的状态，西宁市从勉强协调达到初级协调的程度，海东市的协调等级有所

下滑，由濒临失调达到轻度失调状态。2019年 14个城市中，达到协调状态的包

括兰州市、平凉市、西宁市；处于濒临失调的城市由 2008年的 3个城市上升至

7个城市，由此可见，2000年至 2019年中，兰西城市群中达到协调水平的城市

并不多，但是由失调向协调转变的城市逐渐增加。说明兰西城市群的协调等级整

体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协调的城市提升缓慢，步入协调的城

市越来越多，协调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 3.6 2003、2008、2019 年 14 个地级市产城协调度按等级划分结果

2000 200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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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6 2003、2008、2019 年 14 个地级市产城协调度按等级划分结果

2000 2008 2019

等级/

地区
耦合等级 耦合程度 耦合等级 耦合程度 耦合等级 耦合程度

兰州 7 初级协调 9 良好协调 8 中级协调

白银 5 濒临失调 6 勉强协调 5 濒临失调

嘉峪关 3 中度失调 3 中度失调 3 中度失调

金昌 3 中度失调 3 中度失调 4 轻度失调

天水 5 濒临失调 5 濒临失调 5 濒临失调

武威 3 中度失调 4 轻度失调 5 濒临失调

张掖 4 轻度失调 5 濒临失调 5 濒临失调

平凉 4 轻度失调 5 濒临失调 6 勉强协调

酒泉 4 轻度失调 5 濒临失调 5 濒临失调

庆阳 4 轻度失调 5 濒临失调 5 濒临失调

定西 4 轻度失调 4 轻度失调 4 轻度失调

陇南 3 中度失调 4 轻度失调 5 濒临失调

西宁 6 勉强协调 7 初级协调 7 初级协调

海东 5 濒临失调 4 轻度失调 4 轻度失调

3.2.3 兰西城市群综合评价与等级划分

通过对 14 个地级市 2019 年相关数据的模型化处理，得出各城市产城融合

度四个准则层单项指标得分和产城融合度总得分，如表 3.7 所示。兰西城市群

城市在四个准则层的单项指标得分和产城融合指标得分均值都远远高于非兰西

城市群城市。在人文发展层面的指标得分差距更大，说明兰西城市群在教育发展

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优于非兰西城市群。同时兰西城市群在产城融合度的发展也更

多的体现出“人”这一要素，产城人之间的链接更加深入。产城融合度总得分最

高分为 0.7599，属于张掖市；最低分为 0.2393，属于嘉峪关，可以看出最高分和

最低分的城市不属于兰城市群城市。产城融合度总得分处于中位数的城市是武威

市和天水市，产城融合度分别为 0.6553和 0.6549。兰西城市群中兰州市产城融

合度总得分为 0.7563，排名第二；西宁市得分为 0.7370，排名第三；白银市得分

为 0.7307，排名第四；海东市得分为 0.4350，排名第十二。可见兰西城市群中，

海东市的产城融合度处于落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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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14个地级市产城融合各指标得分

地级市 产业发展 城市发展 人文发展 生态环境 产城融合度 排序

兰西城市群

兰州 0.1179 0.2675 0.1870 0.1491 0.7563 2

白银 0.0392 0.0903 0.0462 0.1163 0.7307 4

西宁 0.0784 0.1627 0.1935 0.1935 0.7370 3

海东 0.0407 0.0680 0.0379 0.0379 0.4350 12

均值 0.0691 0.1471 0.1162 0.1242 0.6648

非兰西城市群

定西 0.0304 0.0920 0.0721 0.0472 0.5388 11

嘉峪关 0.0806 0.0317 0.0140 0.1802 0.2393 14

金昌 0.0602 0.0419 0.0184 0.1605 0.3944 13

天水 0.0336 0.1167 0.1021 0.0676 0.6549 8

武威 0.0386 0.0789 0.0548 0.1033 0.6553 7

张掖 0.0321 0.0846 0.0482 0.0716 0.7599 1

平凉 0.0340 0.1430 0.0605 0.1112 0.6856 5

酒泉 0.0392 0.1343 0.0417 0.0655 0.6181 9

庆阳 0.0385 0.1068 0.0702 0.0486 0.6589 6

陇南 0.0263 0.0893 0.0683 0.0662 0.5902 10

均值 0.0414 0.0919 0.0550 0.0922 0.5795

表 3.8 14个地级市产城融合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类型 取值范围 城市

高度融合型 ＞0.70 兰州、白银、西宁、张掖

中度融合型 0.50-0.70 平凉、庆阳、武威、天水、酒泉、陇南、定西

低度融合型 0.35-0.50 海东、金昌

产城分离型 ＜0.35 嘉峪关

本文借鉴张啸（2019）对产城关系类型划分，并结合 14个地级市的实际情

况，将产城融合水平划分为四种类型，如表 3.8所示。融合度在 0.70以上为高度

融合型城市，0.50至 0.70之间为中度融合型城市，0.35至 0.50之间为低度融合

型城市，低于 0.35为产城分离型城市。

兰州、白银、西宁、张掖属于高度融合型城市，说明产城之间的耦合达到最

佳状态，子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状态，产业和城市相互促进发展彼此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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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促进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平凉、庆阳、武威、天水、酒泉、

陇南、定西属于中度融合型城市，说明产业发展与城镇化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相互引导，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二者逐步达到互促共进的耦合

状态；海东、金昌属于低度融合型城市，说明产业和城镇化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

期，二者还未形成有效的耦合系统，需进一步的融合发展；嘉峪关属于产城分离

型城市，此阶段产业化与城镇化取得进展，但有待提高，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较弱。将 14 个城市市区在产业发展、城市发展、人文发展、生态环境四个

维度的得分以及产城融合综合得分用雷达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图 3.5、3.6、3.7、

3.8、3.9所示。

图 3.5 地级市产业发展水平雷达图 图 3.6 地级市城市发展水平雷达图

图 3.7 地级市人文发展水平雷达图 图 3.8 地级市生态环境水平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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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地级市产城融合度雷达图

（1）产业发展水平

各地市区产业发展水平得分介于 0.0263 到 0.1179之间，以产业得分平均

值（0.0493）为参考值，兰州、西宁、嘉峪关、金昌高于平均水平，白银、海东

接近平均水平，定西等其他城市低于平均水平。兰州的产业发展水平位居第一，

其次是嘉峪关、西宁。

兰州市第三产业突出，产业发展得分最高，可承担经济圈的服务功能。兰州

市二、三产业比重较大，2022年第二产业中工业占 GDP的 35.4%，主要为石油

化工、高新技木，有色金属等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为 63.3%，超过 50%。

嘉峪关是甘肃省的重要的工业城市，作为长城的终点，是古代通往西北贸易

地区的主干道，起交通运输必然为其带来发展的机遇。嘉峪关以钢铁及装备制造、

电解铝及铝制品产业链为支撑，作为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工矿型城市，冶金工业

是嘉峪关工业经济的支柱。但从图中可以看到酒泉的产业发展得分并不高

（0.0392），可以说明的是嘉峪关自身的产业发展并没有给酒泉市带来正向影响，

二者的交融欠缺，酒泉应借助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实现嘉峪关-酒泉一体化发展。

西宁市作为青海省的省会，以锂电储能、光伏制造等为优势产业。2022年

西宁市第一产业占比为 4.16%，第二产业占比为 30.5%，第三产业占比为 65.34%，

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结构。由图可以看出其产业发展略逊色于兰州市，

可能原因在于西宁市的地理位置为青藏高原边缘，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拥有一些

高能耗、高污染的矿产资源加工业。但其资源禀赋具有优势，拥有全国最大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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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盐湖和极为丰富的水电、风电和太阳能资源，而且是中国电价最低的省份。大

量的盐湖、丰富的清洁能源加上极低的电价将会为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前景带

来契机。

白银市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坐拥丰富的矿产资源，依托矿产资源优势，

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发展为其主导产业，是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和能

源化工基地，但其产业结构呈现“两头轻、中间重”的局面，即第一、第三产业

比重较轻，而第二产业比重较大。

（2）城市发展水平

各地市区综合得分介于 0.0680到 0.2675之间，以城市发展水平得分平均值

为参考值（0.1077），其中兰州、西宁、天水、平凉、酒泉、庆阳高于平均值，

白银、定西接近平均值、海东低于平均水平。

城市发展水平排在前三位的是兰州、西宁和平凉，排在后三位的是嘉峪关、

金昌、海东。平凉市产业发展水平相对兰西城市群中的兰州、西宁、海东偏低，

但在城市发展方面突出。而有些城市，如嘉峪关，虽然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但城市发展排名并不靠前，说明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度不足。

兰州、西宁作为省会城市，集聚效应显著，城市规划体系健全，各项基础设

施完备，环境建设良好，城市功能完善，在教育、养老、就业创业、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推进实施情况较好，同时西宁市得分与兰州市得

分有一定差距，可能原因在于兰州相对于西宁属于大城市，良好的财政状况给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了优质的保障，巨大的交通、资源和信息流量也

成为城市发展更具活力的密码。

嘉峪关和金昌的城市发展水平则靠后，与兰州和西宁相比差距较大。嘉峪关

和金昌的人口密度分别为 107人/平方千米和 49人/平方千米，而兰州市和西宁

市的人口密度分别为 333人/平方千米和 322人/平方千米。与我国特大城市的上

千人人口密度相比，人口密度则较稀薄，但这种稀薄不一定会阻碍城市的发展，

因为人口过多则会产生拥挤效应，例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治安管理混乱；同

样，人口过少则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市场萎缩、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有利于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3）人文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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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市人文发展质量综合得分介于 0.014到 0.1935之间。以人文发展得分

平均值为参考值（0.0725），兰州、西宁、天水高于平均值，定西、庆阳接近平

均值，定西远高于白银和海东，而嘉峪关、金昌远低于平均水平。人文发展得分

排在前三位的是西宁、兰州和天水，排在后三位的是嘉峪关、金昌和酒泉。可以

发现，兰西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以及和非兰西城市群之间人文发展质量差异较

大，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

（4）生态环境

本文衡量生态环境的指标是以工业烟尘去除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准。生态环境指标下，得分最高的是西宁市（0.1935）、最

低的是海东市（0.0379），充分说明西宁市对工业污染物的处理率最高，在发展

工业的基础上对环境的治理也很出色，海东市得分最低不代表其生态环境差，可

能存在的原因是海东市的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不高，因此不需要做大量的污染

物处理。

（5）产城融合

从市区产城融合度得分表可以看出，各市的产城融合水平差异明显。张掖、

兰州、西宁、白银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并且相差不大，产城融合度

都位于 0.70之上。

张掖作为西部地区生态产品的供给地，主要以特色农业、文旅产业发展为发

展方向，其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三产业占比大于第二产业，主要以农业、生态

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对于第二产业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其产城融合度也能位居

第一，考虑到服务业的巨大发展。

兰州市作为省会城市和甘肃省唯一的大城市，同样作为省会城市的西宁与兰

州市一起，作为兰西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其产城融合发展有其特定性，不仅工业

经济高度发达、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作用重大；第三产业也具备优势，产城融合

优势突出；白银市一方面有自身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靠着兰白经济圈的带动作

用，实现人口的集聚，加强了产城融合。海东市在十四个市中产城融合度最低，

结合图 3.6可知，海东市的污染物排放量、废气处理率是十四个城市中最低的，

说明其不主要以发展工业为主，但是承担着保护环境的职责；从人文发展角度看，

其本身并不具有和西宁市一样的旅游景点，不具备因旅游业吸引人口集聚的功能。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39

从空间上看，主要表现为作为兰西城市群 4个市的产城融合度的平均总得分

（0.66475）高于非兰西城市群（0.57954）；但无法将其分成地理位置上的集合，

即属于兰西城市群的城市也存在产城融合度低的情况，属于非兰西城市群的城市

同样存在产城融合度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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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对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的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服务

业、城市规模似乎是影响产城融合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但因为具体的影响程度无

法确定而无法判断某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度究竟是哪个影响因素最为重要，而带

来即使是非兰西城市群也存在产城融合度高的城市，以及在兰西城市群存在产城

融合度低的城市。为了更加精确的得到影响产城融合度的因素，接下来本章将建

立面板数据模型，从实证的角度以产城融合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相对产值、服

务业相对产值和城市规模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说明。

4.1 研究设计

4.1.1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和现有研究，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 = �+ ���� +�1��������� +�� +�� + ��� （4.1）

另外为进一步分析城市群规划在产城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基准回归模

型中引入兰西城市群调节变量，设定如下模型：

������� = �+ ���� + ��������� +������ +�1��������� +�� +�� + ���（4.2）

上述公式中，i、t分别表示城市个体和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产城融合度（City-industry Integration，ICI），与实际

相结合选择墒权法的融合度评价能够更为准确的反映出产城融合发展的情况，因

此基于墒权法的融合度评价表示产城融合度。

（2）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业相对产值（Relative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RIOV）、服务业相对产值（Relative Output Valu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ROVSI）

和城市规模（Urban Capacity，UC）。计算方法为某市的工业相对产值等于它与

这个城市以外其他所有样本城市均值的比值，服务业相对产值的计算方法与之一

致，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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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服务业）相对产值=
mpi

mp� �����

除了上述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之外，为了选取能准确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标，

可以从城市发展的四个二级指标进行选取，本文在衡量城市发展对于产城融合发

展影响时更注重人的效用水平在城市发展促进产城融合的过程中的提升。因此选

取二级指标下的城市规模作为指标名称，其实质则是常住人口数，体现的是城市

的人口的集聚能力。

（3）调节变量（Area）

本文根据兰西城市群构造调节变量 Area，若观测样本位于兰西城市群，Area

取 1，否则为 0。并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 Area 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项，进一

步考察城市群政策是否促进了产城融合度的发展。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度（Openness，Open）、城镇化水平（Urbanization Level，

UL）、信息化水平（Informatization Level，IL）、资本密度（Capital Density，

CD）、财政支出（Financial Expenditures，FE）。控制变量的引入是为了控制其

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城融合的影响，来减少分析结果的偏差。对外开放度用当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地 GDP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衡量；用移动

电话用户数衡量城市信息化水平；资本密度用某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建成区面积之

比来衡量，财政支出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衡量，取对数后分别表

示为：LnOpen、LnUL、LnIL、LnCD、LnFE。

此外，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μi）、时间固定效应（φt）,分别用于控制

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以及逐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产城融合度发展

的影响，进一步巩固因果识别的可靠性。

表 4.1 变量选取与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产城融合 ICI 产城协调度

核心解释变量

工业相对产值 RIOV 某市工业产值/其他所有样本城市的均值

服务业相对产值 ROVSI 某市服务业产值/其他所有样本城市的均值

城市规模 UC 常住人口数

调节变量 城市群划分 Area 观测样本位于兰西城市群，Area取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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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变量选取与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度 Open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
城镇化水平 UL 城镇化率

信息化水平 IL 移动电话用户数

资本密度 CD 某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建成区面积

财政支出 FE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GDP

4.1.2 数据说明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选取 2000-2019年的 14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各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和各城市统计年鉴，对于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采用插值法填补。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2所示。

表 4.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CI 294 0.156 0.087 0.032 0.576

核心解释变量 RIOV 294 1.139 1.275 0.103 7.823

ROVSI 294 1.116 1.235 0.133 7.596

UC 294 192.089 96.151 4.400 437.200

控制变量 Open 294 0.002 0.004 0.000 0.032

UL 294 47.333 22.185 11.018 96.774

IL 294 120.296 117.535 0.500 664.000

CD 294 85722.830 100236.803 888.659 525350.400

FE 294 0.310 0.224 0.034 1.136

4.2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

角度探索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及地区性差异。

4.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是指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不再彼此独立，而出现两个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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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完全或者近似的线性关系，这种高度相关关系将使模型难以准确估计。因此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前，本文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I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

验，具体如表 4.3所示。

表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 ����

LnUL 4.64 0.22

LnIL 3.76 0.27

LnFE 3.20 0.31

LnCD 2.19 0.46

LnOpen 1.35 0.74

一般认为，当VIFI大于 10 时，表明模型存在很强的多重共线性。从表 4.3

的检验结果来看，各变量的VIFI均值为 3.13，远低于 10，因此可以断定模型设计

合理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准确。

4.2.2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4报告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一方面，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充分说明了工业、服务业、城市人口集聚对产城融合度的提

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大小也表明了

工业、服务业、城市人口集聚对产城融合度的不同贡献程度。工业相对产值、服

务业相对产值、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480、0.1999、0.1272，说明工业

相对产值、服务业相对产值分别每增加百分之一，产城融合度就会分别上升

0.1480%和 0.1999%；城市人口每增加百分之一，产城融合度就会上升 0.1272%。

虽然城市人口的集聚能力能有效推动产城融合，但城市人口的集聚能力对产城融

合的推动作用小于工业，工业对产城融合的推动作用小于服务业。

另一方面，控制变量对产城融合度的影响。从模型（1）估计结果来看，资

本密度和财政支出都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政

府财政支出对产城融合发展产生正向促进效应。从模型（3）估计结果来看，城

镇化水平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了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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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对产城融合发展产生正向促进效应。

表 4.4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1） （2） （3）

LnRIOV
0.1480***
(0.0182)

LnROVSI
0.1999***
(0.0316)

LnUC
0.1272***
(0.0198)

LnOpen
-2.2400
(1.3278)

-1.8654
(1.0893)

0.3730
(0.9919)

LnUL
0.0297
(0.0245)

-0.0130
(0.0260)

0.1448***
(0.0162)

LnIL
0.0160
(0.0115)

0.0144
(0.0115)

0.0101
(0.0092)

LnCD
-0.0246***
(0.0072)

-0.0048
(0.0043)

0.0007
(0.0046)

LnFE
0.1864***
(0.0552)

-0.0142
(0.0439)

-0.0694
(0.0712)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977
(0.1050)

0.0249
(0.0948)

-0.9921***
(0.0983)

R-sq 0.8967 0.9362 0.9230

注：表内括号中的均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p＜0.01，**p＜0.05，*p＜0.1，以下各

表相同

4.2.3 进一步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城市规划也会影响产业发展，从而决定着一个城市的

产城融合进程。为进一步考察城市规划在产城融合中所起的作用，此处根据公式

（4.2），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兰西城市群虚拟变量与各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

项，比较各核心解释变量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产城融合中作用的异同，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45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5所示：

表 4.5 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

（1） （2） （3）

LnRIOV
0.0492**
(0.0183)

area×LnRIOV
0.1275***
(0.0194)

LnROVSI
0.1156
(0.0699)

area×LnROVSI
0.0905
(0.0606)

LnUC
0.0514**
(0.0220)

area×LnUC
0.2018***
(0.0305)

LnOpen
-1.9776
(1.8636)

-0.7674
(1.4073)

-0.0608
(1.1143)

LnUL
0.0136
(0.0244)

-0.0336
(0.0225)

0.0468*
(0.0255)

LnIL
0.0209*
(0.0096)

0.0111
(0.0083)

0.0124*
(0.0067)

LnCD
-0.0145*
(0.0074)

-0.0051
(0.0051)

-0.0014
(0.0059)

LnFE
0.0343
(0.0544)

-0.0455
(0.0421)

-0.0762
(0.0452)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903
(0.1364)

0.3162**
(0.1178)

-0.2344
(0.1759)

R-sq 0.9155 0.9500 0.9594

表 4.5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非兰西城市群城市来说，服务业相对产值的回

归系数不显著；工业相对产值和城市规模对产城融合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充分说明二者对产城融合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有效促进

产城融合。同时从工业相对产值以及城市规模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二者对

产城融合度的贡献程度，工业相对产值与城市规模回归系数的分别为 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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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4，说明工业相对产值、城市人口分别每增加百分之一，非兰西城市群城市

的产城融合度就会分别上升 0.0492%和 0.0514%，说明对非兰西城市群，城市人

口的集聚对产城融合的推动强于工业。

对于兰西城市群城市来说，工业相对产值和城市规模对产城融合的回归系数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和城市人口集聚都能对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

发展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城市规模回归系数为 0.2018，工业相对产值的回归系

数 0.1275，意味着城市人口、工业相对产值分别每增加百分之一，兰西城市群城

市的产城融合度将分别上升 0.2018%和 0.1275%，此外二者回归系数的不同体现

为，城市规模回归系数为大于工业相对产值的回归系数，说明城市人口集聚对产

城融合的推动大于工业。和非兰西城市群城市相比，兰西城市群中核心解释变量

工业相对值以及城市规模的作用效果有明显的增加，说明在兰西城市群中，工业

和城市人口集聚对产城融合的促进作用远大于非兰西城市群。

4.2.4 内生性检验

尽管回归模型已尽可能控制地区效应，但毕竟无法穷尽所有变量，可能导致

遗漏变量，这就要求我们去寻找工具变量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Lewbel（2012）的基于异方差的识别方法，突破了传统工具变量估计必须满足排

除性约束（exclusiom restriction）条件的限制，这种基于异方差的识别方法只需

要满足误差为异方差的条件。具体操作是，记外生变量向量为 Z，其中 Z∈X 或

者 Z=X，X 代表影响产城融合的其他因素。第一阶段，做内生变量工业相对值对

外生变量 Z 的回归，获得残差 ，并构建（Zi − Z� i） 作为第二步估计时的工具

变量，其中Z� i为外生变量向量的均值。Lewbel（2012）的基于异方差的识别方法

要求第一阶段回归的残差 为异方差；第二阶段利用第一步估计得到的工具变量，

估计工业相对值对产城融合的影响，服务业相对值和城市规模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结果如表 4.6、4.7所示。

表 4.6 对基准回归分析的检验

（1） （2） （3）

LnRIOV
0.1593***
(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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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6 对基准回归分析的检验

（1） （2） （3）

LnROVSI
0.1939***
(0.0148)

LnUC
0.1169***
(0.0101)

LnOpen
-2.2834**
（0.9259）

-1.8765**
(0.8120)

0.1479
(0.9301)

LnUL
0.0243

（0.0150）
-0.0099
(0.0124)

0.1406**
(0.0112)

LnIL
0.0121

（0.0092）
0.0164**
(0.0068)

0.0161
(0.0078)

LnCD
-0.0254***
（0.0038）

-0.0050
(0.0031)

-0.0004
(0.0035)

LnFE
0.1963***
（0.0346）

-0.0129
(0.0255)

-0.0622**
(0.0282)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278**
(0.0978)

0.1516**
(0.0665)

-0.9432***
(0.0755)

R-sq 0.8961 0.9361 0.9222
K.P.rk LM 51.80 87.89 103.1
C.D.Wald F 3.299 7.101 9.014

表 4.7 对进一步回归分析的检验

（1） （2） （3）

LnRIOV
0.0222
(0.0295)

area×LnRIOV
0.1502***
(0.0282)

LnROVSI
0.0621***
(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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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对进一步回归分析的检验

（1） （2） （3）

area×LnROVSI
0.1380***
(0.0233)

LnUC
0.0458***
(0.0118)

area×LnUC
0.2092***
(0.0192)

LnOpen
-0.0931***
(0.0193)

-0.0657***
(0.0176)

-1.0694***
(0.0975)

LnUL
-1.8209**
(0.9031)

-0.7375
(0.7663)

-0.0980
(0.6837)

LnIL
0.0138

(0.0119）
-0.0310***
(0.0106)

0.0414***
(0.0142)

LnCD
0.0246***
(0.0070

0.0161***
(0.0056)

0.0138***
(0.0053)

LnFE
-0.0119***
(0.0043)

-0.0064**
(0.0028)

-0.0018
(0.0025)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622**
(0.0717）

0.3325***
(0.0600)

-0.1899*
(0.1042)

R-sq 0.9146 0.9478 0.9593
K.P.rk LM 76.42 119.1 94.99
C.D.Wald F 5.588 14.33 6.607

由不可识别检验显示，K-P LM 统计量强烈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说明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是可以识别的。同时各变量回归系数大小

与方向基本保持稳定，说明本章的实证结果为稳健，不受工具变量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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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兰西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发展，选取甘肃省和青海省 14个地级市

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分析。运用 2000-2019 年 14

个地级市、31个指标数据通过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兰西城市群

城市的产城耦合度以及协调度等级；通过对 14个地级市 2019 年相关数据的模

型化处理，得出各城市产城融合度四个一级单项指标得分和产城融合度总得分；

基于得分结果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兰西城市群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

产城融合度的区域异质性。首先是以兰西城市群中两个省会城市做对比，其次对

比兰西城市群中其余两个城市，再将兰西城市群中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做对比，

最后将兰西城市群与非兰西城市群作对比。如下文所示：

1. 14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度整体呈现稳健波动上升状态，增幅不大，产城

耦合度较高，产城协调度不足。2000年至 2019年中，兰西城市群的耦合度处于

高位的城市偏多，但没有城市达到良好耦合的状态，非兰西城市群大多数城市处

于由初级耦合向中级耦合转变的阶段。嘉峪关市、金昌市在 2000年到 2019年分

别一直处于中度去耦和轻度去耦阶段。与此同时，兰西城市群中达到协调水平的

城市并不多，但是由失调向协调转变的城市逐渐增加，说明兰西城市群的协调等

级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协调的城市提升缓慢，步入协调

的城市逐渐增多，协调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在兰西城市群中，省会城市兰州市和西宁市在产城耦合度与协调度方面

的表现不同。在 2008年之前，兰州市的产城耦合度高于西宁市，在 2008年之后，

西宁市的产城耦合度高于兰州市。同时在 2000年至 2019年中，兰州市和西宁市

的耦合度都在波动中稳步增长，西宁市的产城协调度则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3. 在兰西城市群中，非省会城市白银市和海东市在产城耦合度与协调度方

面的表现不同。在 2008年至 2019年中，白银市的产城耦合度与协调度高于海东

市。具体体现在：白银市的产城耦合度远高于海东市的产城耦合度，白银市的产

城协调度在 2008年之后略微高于海东市的产城协调度。

4. 在兰西城市群中，省会城市兰州市和西宁市与非省会城市白银市和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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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产城耦合度与协调度方面的表现不同。具体体现在白银市的耦合度仅次于省

会城市之后，海东市则远远落后；白银市和海东市的产城协调度则远没有追上兰

州市和西宁市。

5. 在非兰西城市群中，张掖市和平凉市的产城耦合度在 2008年之后一直保

持与兰州和西宁几乎同样的水平；在 2008年之后的产城协调度方面，张掖市高

于海东市，平凉市与白银市几乎保持同样的水平。嘉峪关市在产城耦合度和产城

协调度方面都处于 14个地级市中的最低水平。

6. 前文对 2019年产城融合水平聚类为四种类型，兰州、白银、西宁、张掖

属于高度融合型城市，平凉、庆阳、武威、天水、酒泉、陇南、定西属于中度融

合型城市，海东、金昌属于低度融合型城市，嘉峪关属于产城分离型城市。可以

得出兰西城市群中存在产城融合不均的情况，非兰西城市群中存在与兰西城市群

融合度接近的城市。

7. 工业、服务业以及城市人口集聚对产城融合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整体

呈现出服务业的作用强于工业、工业的作用强于城市人口集聚；与此同时，本文

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 14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影响因素作出了异质性分析得

出：对于兰西城市群而言，工业和城市人口集聚对产城融合的作用是显著的，并

且其作用力明显高于非兰西城市群，意味着兰西城市群的工业和城市人口集聚对

14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5.2 对策建议

（一）兰西城市群建议

1. 加强双核联动与双圈互动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中人口和经济主要的空间承载形式，应首先加快兰州、西

宁间的互联互通与分工协同，加强双核联动，推动兰西城市群发展。兰州、西宁

作为承担区域增长极和动力源功能的中心城市，应充分发挥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

引领作用，强化吸引和集聚区域内外优势资源的能力，通过产业外溢，人口外迁

等辐射作用逐渐向外延伸。同时应促进兰西城市群资源要素的跨行政边界流动，

推动人口和土地等要素便利地流出，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和产品市

场，优化调整兰州、西宁城市布局，建设兰州—白银都市圈，提升兰州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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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推动白银转型发展，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成为引领区

域发展的增长极，加强兰州—白银都市圈、西宁—海东都市圈成长动力，辐射带

动兰西城市群周围的低水平发展区，刺激投资，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好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与周边中小城市建立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发展，形成更多更具竞

争力的中心城市，以兰州、西宁为区域中心城市、白银、海东为主体，辐射周边

城镇，加快增强西宁综合实力和提升海东及其他城市功能的步伐，加速都市圈一

体化进程。

2.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完善服务业发展体系

推进兰西城市群城市发展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巩固提升自

身产业优势，加强产业分工与协同，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像高质量增长的转变。

坚持西宁、海东错位发展产业，建设产业集群，打造上下游相关产业，相互支撑；

发展中小城市高附加值产品加工、文旅、数创等产业，深入推进兰西城市群产城

融合建设，在创新的基础上，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现代化，改善产业发展环

境。加快建设兰州—白银产业转移示范区，西宁、海东应利用地理和文化优势，

加强地区间产业合作，实现相关产业转移。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通过改善城市生

活环境，缩小供需差距，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的能力，提高

人民的幸福指数。注重生活性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的推广应用，生活性服务业的

提质增效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和谐、便捷、精细化发展的利器。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能满足居民对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需求。首先，完

善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改善城乡居民的共享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多元化、多

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方便实用、实惠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

务，提升生产、运行效率，促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促进人口、环境、社会

的和谐统一。其次，在保证基本文化服务供给的同时，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解决环境污染、交通堵塞问题，提高城市宜居度，创新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智能交通体

系和综合服务平台，通过远程服务、流动服务等，实现新老城区居民多层次需求

的满足。

（二）非兰西城市群建议

1. 提升产城融合，引导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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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非兰西城市群实现产城融合，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依托产业基础

和资源优势打造承接产业转移平台，采取补链延链强链承接，补齐短板锻造长板，

增强发展主动权。打造产业转移园区，具备条件的逐步纳入对口帮扶年度重点工

作和考核；壮大定西、天水、平凉等重要节点城市，加强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

卫星城镇互联互通，推进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布局，提高人口

承载能力，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强人口集聚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加强嘉峪

关等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利用能源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重点产业利用好

“双碳”政策，实现工业强市。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庆阳、天水、张掖等城市迁入

人口提供就业岗位，重点加强建设住房、户籍、社会保障等政策与人才结构相匹

配、与就业人口需求相适应。通过共享公共服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有助于

集中人力资源，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2. 因地因时制宜，适度均衡选择产城融合发展路径

产城融合的发展道路必须因地制宜，同时尊重适度原则。要协调好区域间产

城融合的步伐，产城高度融合型城市一方面要借鉴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道路，

发展自身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应发挥辐射作用，带动非兰西城市群城市的发展；

中度融合型城市和低度融合型城市应加快融入兰西城市群的发展；产城分离型城

市应加强自身城市发展、产业发展、人文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与融合。

推动区域间互联互通的发展模式，避免区域间产城发展的过度不平衡，使区

域增长极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导致省际与省内城市间产城融合的两极分化现象。

根据兰西城市群和非兰西城市群城市的发展状况、资源禀赋和现阶段特点，充分

考虑进一步实现产城融合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要求，结合区域自身特色，在城

市长期发展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对待工业化和城市化，因地制宜选择

区域内的产城融合路径，科学规划产城融合机制，提升产城融合发展水平。通过

实现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强化城市间的空间联系，以兰西城市群为辐射，带动

整个甘肃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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