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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圈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
形态，其内部中小城市的功能提升成为关键议题。

城市化进程加速

中小城市在都市圈中承担着产业承接、人口集聚、服务提
供等重要功能，其功能提升对于优化都市圈空间结构、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城市作用凸显

当前关于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研究多侧重于现象描述和问
题分析，对于其内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相对不足，亟待深
入探讨。

功能提升机理研究不足

研究背景和意义



揭示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内在机理，

探讨其影响因素、动力机制及提升路

径，为中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中小城市功能提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响？其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有效实

现中小城市功能的提升？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案例分析、定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机理进行深入研

究。

研究范围
以我国典型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在经济发展、人口集聚、社会服务等方面的

功能提升机理。同时，结合国际比较和案例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小城市功能提升路径和模

式。

研究方法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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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与中小城市概述



都市圈的定义和特征

都市圈是指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

核心，与周边地区通过紧密的经济、

社会联系形成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

市功能地域。

都市圈具有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交

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发达、科技创新

能力突出、经济辐射能力强等特征。



中小城市的定义和特征

中小城市是指相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城

市而言，人口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较

弱、城市功能相对单一的城市。

中小城市具有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发展不平衡等特征，同时也是我国城

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市圈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都市圈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对周边

中小城市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小城市的发展也为都市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补充。

在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的功能提升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中小城市的产业承

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可以促进中小城市与都市圈的良性互动和协调

发展。

都市圈与中小城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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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机理分析



1

2

3

中小城市通过吸引相关产业和企业集聚，形成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从而增强城市经济实力。

产业集聚

随着产业集聚的加强，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动不断

向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形

成区域经济增长极。

扩散效应

产业集聚有助于知识、技术和人才的交流与碰撞，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中小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型。

创新驱动

经济机理：产业集聚与扩散效应



人口流动

中小城市通过提供就业机会、优

质公共服务等吸引人口流入，优

化人口结构，为城市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保障。

城市化进程

人口流动推动中小城市城市化进

程加速，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社会服务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质

量提高。

社会融合

中小城市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应注

重社会融合，消除城乡差距和地

域歧视，营造包容、和谐的社会

环境。

社会机理：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



中小城市通过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缩短与中心城市和周边
地区的时空距离，提高城市可达性和吸引力。

交通网络

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助于中小城市更好地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
与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

区域一体化

中小城市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应优化空间结构，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居住空间和生态空间，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

空间结构优化

空间机理：交通网络与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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