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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新型卫星城市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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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卫星城市是化解城市规模过大问题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大都市圈化”
趋势日益强化，而在都市圈体系构建中卫星城市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重要，必须在都市圈体系结构下发展

新型卫星城市。都市圈新型卫星城市不再只是疏解母城的部分职能，而是具有较完善的生产、消费和居住

等复合型功能，并与整个都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联合互动。应建立科学的卫星城市规划体系，依托 ＳＯＤ城
市开发模式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完善都市圈中心城区—卫星城市公共交通网络配置，并推进都市圈中心城

区与卫星城市产业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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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卫星城市是地处大城市周边，同所依托的大城

市保持一定距离，且与之有着紧密的经济、社会联

系的新兴城市（镇）。卫星城市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与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探索密不可分。

英国著名学者 Ｅ．霍华德（１８９８）在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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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过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一书中指出，城

市环境的恶化是由于城市膨胀引起的，城市具有吸

引人口聚集的“磁性”，只要控制城市的“磁性”就可

以控制城市的膨胀。为此，他提出了“田园城市

（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ｙ）”的城市模式。田园城市是一个有完
整社会功能的城市，城市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

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城市四周要有永久性

的农业地带围绕，空间布局合理。田园城市理论被

公认为卫星城市理论的发端。

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１９１７）提出了有
机疏散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把
个人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进行集中布局，使活动需要

的交通量减少到最低程度；不经济的“偶然活动”的

场所则可不拘泥于一定的位置而进行分散布置；对

日常生活进行功能性集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

机的分散这两种组织方式，是密集型城市得以继续

健康发展应当采用的两种基本方法。该理论提出

的有机疏散，为城市发展中将人口、产业等从中心

城市疏散到卫星城市提供了理论基础。

英国人阿伯克隆比（１９４６）在制定英国《新城
法》中第一次使用“新城（ＮｅｗＴｏｗｎ）”这个名称。
根据新城理论思想，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立足

于分散人口、工业和就业，将伦敦分为四层：核心

层、内层、郊区和农业区。新城理论更强调城市的

独立性，它基本上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心城市，

为其本身及周边地区服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欧美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城市
主义（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ｉｓｍ）”。该理论认为城镇发展具有
一定的边界，这一边界是由自然环境容量所决定

的，主张塑造紧凑型城市，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

式，形成区域多中心开敞式的城市或城市群网络。

这一理论可以说是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在新时

代的回归。

从实践来看，世界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当城市

化率达到５０％、人均 ＧＤＰ超过３０００美元的时候，
城市的分散作用开始超过集聚作用，会出现城市人

口和产业向城外净流出和扩散的现象，主要是流向

离城市中心地区不太远而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郊

区，如大都市郊区的中小城镇或卫星城。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先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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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国、日本等国都规划建设了许多卫星城镇。

近３０年来发达国家在大城市外围建设的卫星城镇，
具有代表性的有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魏林比、巴黎

外围的赛尔基—蓬杜瓦兹、华盛顿的卫星城雷斯

登、东京的卫星城多摩等。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提出在莫斯科外围建设小城镇，以控制城市人

口；在１９７１年的莫斯科规划中，计划在外围布置１１
个卫星城镇，其中泽列诺格勒等已经建成。

随着大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张，对卫星城市的职

能定位和衡量标准也经历了一个类型由少到多、规

模由小到大、功能由单一到综合、结构由简单到复

杂的变化过程。从１９０３年英国在伦敦以北５６公里
的郊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田园城市式的卫星城市

莱奇沃斯（Ｌｅｔｃｈｗｏｒｔｈ）开始，卫星城市的发展一共
经历了四个阶段：以人口郊区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

代卫星城市、以产业郊区化为特征的第二代卫星城

市、完全独立的卫星新城和从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过

渡到多中心开敞式城市的“带城”。四个阶段卫星

城市的特征与功能比照如表１所示。从卫星城市发
展演进脉络可以看出：卫星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功能越来越走向复合化、高级化，并且与周边地区

也有着一定的经济联系，形成了自己的辐射范围；

卫星城的建设目的也从最初的疏散大城市的人口

和产业，演变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表１　卫星城市的发展演变

名　称
人口规模

／万人
与母城距离

／公里
卫星城功能 与母城交通连接方式

与其它城市

的联系

第一代卫星城：卧城 ６ １０ 居住、生活 公交车、私人汽车 基本没有

第二代卫星城：辅城 ８～１０ ２０ 居住、生活、部分就业 公交车、私人汽车、地铁 很弱

第三代卫星城：新城 ２５～４０ ６０～８０ 居住、就业、服务 公交车、私人汽车、地铁、高速公路 一般

第四代卫星城：带城 ４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综合多功能 公交车、私人汽车、地铁、高速公路、铁路 联系较紧密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对卫星城市进
行过探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北京、上海等地陆续开

展了一些卫星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１９５７年，北
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提出了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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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布局上采取“子母城”的形式，“在发展市区的

同时，规划昌平、门头沟、通县等 ４０多个卫星城
镇”；１９８２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重点建设燕
化、通县、黄村、昌平４个卫星城；１９８４年，《北京加
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出台。１９５７年，上
海市党代会确定在上海周围建立卫星城镇，并随后

规划和启动建设了闵行、吴泾、安亭、松江、嘉定等５
座以某一工业为主体的卫星城。但受当时的经济

条件、政策背景制约，我国早期卫星城市建设存在

着种种不足，表现为政策缺乏指导和协调、各卫星

城市分工单一且不明显、卫星城市与中心城市联系

薄弱等。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和规模扩
大，引发很多新问题，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

环境污染、地价昂贵、城市管理难度加大、治安环境

日趋恶化等。据统计，２００９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
到４６．６％，人均 ＧＤＰ约为３７３６美元，中心城市人
口及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进一步明显。同时，随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都市圈化”成为我国城

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这对卫星城市的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完善都市圈城镇体系、

分担都市圈内城市职能并疏解其“拥堵”压力、强化

城乡经济联系等出发建设“新型卫星城市”。

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学者就卫星

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很多的看法与见解。黄

文忠（２００３）主编的《上海卫星城与中国城市化道
路》，从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角度出发，提出发展卫

星城的建设方略与政策措施；任兴洲（２００３）在《我
国城市化以及卫星城发展的多种模式探究》一文

中，从我国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较强的辐射带

动作用入手，着重分析和研究了大型城市向郊区发

展和建设卫星城的必要性，提出应研究和积极探索

城市化和建设卫星城的多种模式，特别要着力发挥

民间力量在城市化和卫星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出

了相关政策建议；王学圣（２００８）主编的《大城市卫
星城市研究》一书中，对西安卫星城的选址及规模、

卫星城市的性质、卫星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卫星城

市主导产业发展等进行了专题研究。

但这些研究均未能从都市圈体系建设的高度

来研究和规划卫星城市建设，而都市圈建设格局下

的卫星城市发展，其选择标准、建设模式与政策保

障等都不同于早期卫星城市。因此，本文将借鉴现

代卫星城市建设理论，从我国都市圈结构变动特征

角度出发，对都市圈体系结构下的卫星城市发展演

进、选择标准、构建模式以及相应的城市规划、交通

组织、产业链接等进行初步探讨。

二、都市圈空间结构变动与新型卫星城市

１．都市圈空间结构发展演进趋势
一般来讲，都市圈是以一个核心大都市为依

托，多个相关都市组成的在经济、产业、文化等有紧

密联系，逐步融为一体的紧凑城市集合，成熟的都

市圈空间结构一般由“中心城区（母城）＋外围城市
组团＋若干卫星城市 ＋独立新城 ＋重点中心城镇”
构成。卫星城市在都市圈空间结构中扮演着承接

中心城区的辐射，并向外围城镇传递、扩散的枢纽

功能。我国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变动，大体上经历

了四个阶段，如表２所示。

表２　都市圈发展的四阶段及特征

序号 阶段名称 特　征

１ 城市游离阶段
中心城区经济职能开始外向化，城区逐步向外拓展；与其它城市彼此之间的联系薄弱，城市化进

程缓慢。

２ 向心发展阶段
以高速公路网为代表的综合交通体系逐渐形成，外缘次级城镇与母城通过交通轴线的传递辐射

形成经济协作关系，母城对周边城镇的吸引作用显著，向心集聚力明显。

３ 体系形成阶段 通过产业分工和空间重构，母城的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职能在都市圈的框架下重新定位。

４ 一体化发展阶段 城镇体系和城市职能分工比较明确，各城市间形成新的竞合关系，达到一种高水平的动态均衡。

　　随着都市圈的环线状和放射状高速公路网、高
铁线和地铁、轻轨等大中运量快速城市交通的建成

投入运营，都市圈的中心城区（母城）的扩散作用明

显超过集聚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动力。都市

圈从中心城区（母城）孤悬化、松散型城市群向紧密

型都市圈演进更替，其中心城区（母城）空间发展存

在三种可能情景，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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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都市圈中心城区空间发展情景模拟

情　景 动　力 评　价

情景１：现状圈层蔓延
加密城市道路、建设工业园区、

住宅郊区化。

推进成本低，但会造成中心区交通、环境压

力愈来愈大。

情景２：沿交通线指状发展 依托干线道路与外转城镇联络。
是同心圆圈层蔓延的初期，随着时间推移，

将逐步演化为圈层蔓延。

情景３：新城开发
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

培育新城综合功能

初期成本高，以远期总体利益衡量，能够保

障城市持续健康发展。

　　显然，伴随着城市扩大而形成的城市规模经济
效应开始逐步呈边际递减趋势，第三种情景模式中

的城市发展道路，即大力发展新型卫星城市，开辟

都市圈发展新空间，更应成为我国都市圈空间结构

变动中的一种选择。

２．都市圈空间结构下的新型卫星城市
在我国都市圈兴起建设的城市化新阶段，新型

卫星城市不单单是解决人口的居住和生活问题，而

是作为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体系构建中，新型卫星城市承

担着更复合的功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具体表

现为：

（１）新型卫星城市将疏解都市圈“拥堵”压力。
都市圈巨型化后，人口拥挤、交通堵塞、资源短缺和

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威胁城市发展，集聚经济转变

为集聚不经济，一些中低端的城市职能占据都市圈

中心城区的核心空间，土地得不到高效利用。大力

发展新型卫星城市，将次要职能向卫星城市疏解，

将重要的、核心的功能保留于需要紧密联系的都市

圈中心城区。由此，都市圈核心区的人口结构随着

功能及产业结构变化得以温和优化增长，进而缓解

中心城区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压力，使整个城市空间

结构由原来的单一核心向多核心、网络化的都市圈

空间转化。

（２）新型卫星城市将有利于优化环都市圈综
合环境。都市圈过分注重核心城区发展，将会在

环都市圈的外缘地区形成一个生产力不发达、城

市失业率及贫困率高、社会治安和犯罪率居高不

下的“环都市贫困带”，成为“大树底下的阴影”。

如有“北京南大门”之称的保定市，其下辖的涞水

县与北京房山区相连，这个县的义合庄村，２００９年
人均收入只有１２００元，而与之接壤的房山区土堤
村却达到了８０００多元，相差近７倍。新型卫星城

市的有序开发建设，使得都市圈外围边缘地带空

间结构和环境建设趋于有序化，使其由城市的“灰

色”地带转变为经济欣欣向荣、环境天人相融的城

市新兴地带。

（３）新型卫星城市将强化区际联系，促进城乡
统筹。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对城市倾向性的政策，导

致都市圈周边城镇，特别是农村地区受到压制，都

市圈的中心城区和次级城市在“吸走”周边农村地

区资源、消费力和劳动力的同时，没有给后者创造

出适宜的发展条件和空间。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卫

星城市，在都市圈城乡二元结构中建立起资源与要

素梯度传递的交流中介，卫星城市承接都市圈的辐

射，向农村腹地扩散，同时，也可屏蔽和拦截中心城

市的部分虹吸效应，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进步，

并将有利于解决农村地区人口就近就业以及社会

保障和公共福利提供等一系列问题。

与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卫星城市相比，都市圈

体系成长下的新型卫星城市，在动力机制、发展目

标、城市定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如表４所示。

表４　都市圈新型卫星城市与传统卫星城市发展对比

分　类 新型卫星城市 传统卫星城市

成长背景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

时期
早期工业化时代

城市规模 ４０～６０万人口
一 般 在 ３０万 人 口
以下

动力机制 以内生循环增长为主 母城膨胀发展带动

发展目的
实现与都市圈的互

动、联合
疏解母城部分职能

城市职能

具有较完善的生产、

消费和居住等复合型

功能

以居住和少量的生产

为主，职能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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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圈新型卫星城市选择与角色分工

１．新型卫星城市的选择原则
卫星城选址，需要考虑地质、水文、地形等自然

条件，但都市圈备选卫星城一般都是已经高度城市

化的地区。对于卫星城市选择，不是选址新建，而

是结合都市圈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对圈域内若干中

小城市在性质与职能上予以重新规划，其选择应注

重以下三条原则。

一是与中心城区空间紧密联系原则。大城市

地区疏散理论认为：在大城市周围半径５０公里范围
内是母城吸引力最强的范围，也是卫星城存在的优

势地区；而５０～１００公里的地带由于中心城区对周
边城市的吸引呈现距离衰减现象，可成为疏散极

（ｒｅｌｉｅｆｐｏｌｅｓ）成长的地区，是选择卫星城的较好地
带。卫星城镇与母城之间的距离又不能太近，否则

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连为一体。目前，我国都市圈

发展格局中的新型卫星城市，在地理空间上与中心

城区之间的距离应以４０～６０公里为宜，在时间联系
中应以半小时左右（与中心城区联系方便）为宜。

二是与中心城区功能配套协调原则。与独立

新城发展模式最大的不同是，新型卫星城市承担着

辅助都市圈的中心城区有序化发展、优化中心城区

功能服务、分担中心城区功能的职责。卫星城市能

有效疏解都市圈中心城过度集中和拥挤的经济空

间和生态空间，吸纳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梯度转

移。卫星城市的产业发展必须与中心城区发展需

要紧密结合，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应建立一条甚至

多条产业价值链，实现区域的协调分工发展，形成

健康、合理的城市发展结构。

三是既有资源可充分利用原则。新型卫星城

建设，可以依托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较好、市场

化程度较高、个性突出和空间发展余地较大、且已

经步入成长发展阶段的一些中小城市，或者是交通

发达、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发展前景较好

的城镇。新型卫星城应当达到一定的规模，从完善

都市圈的城镇体系格局考虑，我国新型卫星城市的

人口规模宜在５０万人以上。

２．新型卫星城市与中心城区角色分工
面对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城市，任何

一种类型的城市形态只能适应于一定的城市发展

阶段。在城市规模扩大、功能拓展、纵深发展的情

况下，城市形态应相应调整，与之协调。新型卫星

城市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单一界限，其功能将更复

合，与中心城区的有机联系将更加紧密。新型卫星

城市与中心城区，同作为都市圈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元素。

从国内外卫星城建设的经验看，卫星城与母城

的功能关系也经过了“从依附到相对独立，再到反

磁力中心”的演变过程。都市圈卫星城市功能布局

调整，既要避免城市职能过于单一，过分依赖中心

城区，也要警惕城市无序蔓延。新型卫星城应走多

元化、多层次、与中心城区平行化发展的道路。对

于不同区位特征、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在进行职

能定位与功能转型时，在建立比较完善的城市基础

设施、确保能够满足本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前提

下，可与中心城区的发展协调配合，突出某一特色

功能。

以中心城区和外围卫星城市为支撑，所构成的

紧密型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其协调分工应集中体

现为：中心城区作为都市圈的首位中心城市，承担

高端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服务功能，卫星城市作为

都市圈内具有较大规模的次中心城市，要强化对中

心城区的较强“反磁力”作用，从而吸纳产业与人

口，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共同形成分工明确、功能

完善、协调发展的城市互动体，成为都市圈最为核

心的部分。为此，都市圈的中心城区要提升重要、

关键、高端城市功能的集聚、辐射能力，卸载过多的

城市功能，将次级功能和低端功能有序向周边卫星

城市转移，置换发展空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现代化；卫星城市则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

城镇化，成为都市圈发展的新引擎。与之同时，都

市圈的中心城区和卫星城市还必须着力提升城市

文化形象，大力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魅力。

四、推进都市圈新型卫星城市健康发展

的对策建议

１．建立科学的卫星城市规划体系
应进一步加强对都市圈卫星城市建设的综合

规划与相应的专项规划，要从规划层面明确各卫星

城市发展的终极定位、城市发展规模、城市空间结

构以及卫星城市与中心城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资

源保护与利用等重大问题，作为卫星城市建设的行

动指南。规划应重点加强卫星城市医疗设施、教育

文化设施、保障性住房等公共设施的资源配置。卫

星城市规划还应坚持组团式城市发展理念，走敞开

式城市发展之路，建立风扇叶式城市结构；重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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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既有农田、绿地作为城区的隔离带，构建城区和

郊区的生态化通道，构建环楔相套、具有镶嵌模式

的“绿岛农业”的市域生态格局，防止中心城区无序

蔓延而与卫星城市粘连。此外，应在规划中明确提

出对卫星城市赋予有别于一般区县城市建设的行

政审批权、政策优先权，集中优势资源培育都市圈

新型卫星城市集聚力，增强卫星城市的“反磁力”。

２．依托 ＳＯＤ城市开发模式完善城市服
务功能

依托公共服务设施引导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Ｄ）城市开发模式，推进都市圈新型
卫星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与提升。要将卫星城

市重点基础设施布局与建设纳入都市圈统筹开发

范畴，全面分析卫星城市人口增长、产业发展对城

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卫星城市交通、能源、通信、

医疗卫生机构、高等教育和文化设施纳入都市圈城

市基础设施布局统筹考虑，一体化建设；结合卫星

城市既有条件，将对都市圈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力和

带动力的重大公共基础设施优先向卫星城市布局，

有意识地将国家级重大公共文化活动、重要论坛会

议等的举办地引导、落地至卫星城市，以营造卫星

城市人气和商气；将具有重大带动力、影响力的行

政部门、文化设施、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向卫星城市

优先布局；支持国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进入卫

星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域；支持都市圈公共

医疗卫生机构在卫星城市开设分诊机构，鼓励优质

教育名校在卫星城市主要居民集聚区设立分校，推

进师资力量的共享与流动，引导都市圈各大高校在

卫星城市创设独立二级学院或者与本地政府、企业

开展合作办学。

３．完善都市圈中心城区—卫星城市公共
交通网络配置

中心城区与外围卫星城市是都市圈城市一体

发展的综合体，应将中心城区—卫星城市人流、物

流转化为城市内部公共交通来看待和解决。中心

城区与卫星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将有利

于加强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有机联系，有利于卫星

城市更好地承接中心城区的辐射与扩散，推进城乡

协调发展。

除由高速公路承担公务、商务和部分旅游客流

外，都市圈在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之间应大力发展

城市铁路、地铁等轨道交通等通勤方式，辅之以“公

交车捷运系统（ＢＲＴ）”，来分担城市客运及通勤客

流。都市圈的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公共交通组织

模式可设定为：以城际列车与高速公路快速公交为

骨架，以城轨（地铁、轻轨）为支撑，一般公共交通、

城乡客运为补充，多种快速交通有机组合的复合型

交通布局。积极协调铁道部，充分利用都市圈范围

内的铁路闲置运力，开行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之间

的城际通勤列车；积极推进中心城区与各卫星城市

铁路复线建设，形成中心城区—卫星城市铁路网；

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在中心城区

和卫星城市的高速公路、快速干道之间开行公交化

的区间客运班线，构建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之间的

“公交车捷运系统（ＢＲＴ）”。
４．推进都市圈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产业

链整合

卫星城市的产业发展必须与都市圈整体发展

需要紧密结合，要在都市圈的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

建立一条甚至多条产业价值链，实现区域的协调分

工发展，形成健康、合理的城市发展结构。要加快

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科技、人才和产业全方位的互

动链接，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为重点，以传统

产业的技术升级为动力，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平台，

建立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市产业在研发、生产、销售

与服务等环节的垂直分工与协作关系。在确立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推进产业的扩散化布局，有意

识地将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

产业中的关键配套项目落地于卫星城市工业园区，

使之与中心城区重点开发开放地区的产业形成紧

密配套与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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