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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都市圈“空间谱系”识别与规划指引研究
□　姚　方，白　娟，许　蓉

[摘　要]围绕西部都市圈的“3 大特征、3 个问题、3 条路径”，借鉴图谱、谱系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定性、定量、定形
的技术思路，提出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方法。以西安都市圈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生成“时空图谱”、识
别“行为图谱”、构建“趋势图谱”，叠加形成融汇时空要素、应对复杂系统、实现信息可切片获取的西安都市圈“空间谱
系”，探索西部地区多元目标下的都市圈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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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of map and genealogy, and focus on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ree 
problems and three paths" of metropolitan areas in Western China, combine the technical ideas of quality, quantity and stereotyp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patial genealogy is proposed. Taking Xi'an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patio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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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机遇叠加区，
其面积约占我国陆域总面积的70％，但也面临着西北
地区缺水、西南地区缺土的自然条件约束。根据全国
“七普”人口数据和2020年经济统计数据，西部地区
的人口和GDP在全国的占比仅为27％、17％，区域人
口聚集度和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因此，在资源环境承
载力、人口密度、经济总量远低于东部地区的背景下，
西部地区的城市多面临脆弱的生态环境，拥有跨区域、
多民族的人文历史，肩负着向西开放、新型城镇化等
多重区域责任，需统筹生态治理、文化保护和可持续
城镇化等多元目标。

1.2　时空特征与链动关系
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作为都市圈研究的前提和基

础，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和技术难点，2021年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波动发
展期、加速发展期、高速发展期、高质量城镇化发展
期等4个阶段，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从三线城市、中
小城镇、大城市/中心城市发展到现阶段的城市群和都
市圈。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
化空间形态，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我国目前已
基本形成“19+2”的城市群格局①，随着中心城市综合
能级的不断提升，一系列城市协同发展问题急需在都
市圈尺度进行全面统筹。因此，对于城市群核心—都
市圈的培育和发展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推进高质量城镇
化的重要抓手。

1　研究背景

1.1　地缘特征与多元目标
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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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图谱”“谱系”的概念与
都市圈
都市圈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

边界模糊且处于动态发展中，有必要探
索新方法、建立新逻辑，以实现都市圈的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针对跨越行政边界、
汇聚多元要素、涵盖复杂系统、不断动
态演进的都市圈空间研究，急需跨区域
协同空间、破圈层整合资源、分类目剖析
系统、跨时空迭代空间，并以可视化的图
谱和逻辑化的谱系为载体进行表达。
图谱是按类编辑的图集，以便通过

图像更好地了解事物。谱系则更强调事
物间的脉络延续和序列关系的表达，可
与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
信息科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实
现对时空要素的分类整合、对复杂系统
的可视化展示及对目标信息的切片获取。
因此，研究引入“图谱”“谱系”的跨
学科概念，以期探索能够融汇时空要素、
应对复杂系统、实现信息可切片获取的
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方法。

2.2　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模型
基于地缘特征下的多元目标统筹、

时空特征下的链动关系识别及现状特征
下的发展趋势预判，重新审视西部都市
圈，其关键是解决“如何统筹多元要素、
如何界定动态范围、如何协同空间发展”
的问题。因此，研究围绕西部都市圈的3
大特征，聚焦3个问题，根据国家战略
要求和都市圈发展规律，提出3条路径，

即通过打破圈层、整合资源，统筹区域
多元要素；通过数据赋能、精准识别，
界定都市圈空间范围；通过构建新空间
模式、提出指引重点，引导城市间协同
发展，并将3条路径与“空间谱系”相
衔接，形成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框
架(图2)。
在构建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框

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定性、定量、
定形的技术思路，通过对生态、文化、
经济、政策等脉络的定性梳理，打破圈
层、整合资源，生成都市圈“时空图谱”，
实现更大区域的资源共保共治和政策机
制共建共享；通过对经济、人口、交通、
建设等行为的定量分析，借助大数据，
识别都市圈“行为图谱”，实现对都市
圈空间特征的精准识别和边界范围的科
学划定；通过对核心区、紧邻圈层、辐
射圈层等空间的分层定形引导，构建新
空间模式，形成都市圈“趋势图谱”，
实现对都市圈空间发展的合理预判和发
展重点的有效指引。最终，由“时空图谱”、
“行为图谱”和“趋势图谱”及其相关
指引内容共同构成都市圈“空间谱系”
研究模型(图3)。

3　西安都市圈“空间谱系”识别

西安都市圈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国
家级都市圈，处于“一带一路”关键核
心位置、欧亚大陆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要节点，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重要
抓手，对西部地区发展意义重大。因此，
研究以西安都市圈为对象，基于圈层理

意见稿)提出以综合考虑时空因素的“五
步法”来划定都市圈空间范围。一方面，
与东部地区城市的连绵发展不同，西部
地区由于自身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高
铁、城际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快速建设，
都市圈同城化效应将突破传统的圈层模
式，出现“飞地”等空间形式。另一方
面，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
大力支持，城市间的人口、经济、信息
等资源要素跨界流动日益增强，城镇化
空间形态不断演进，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的都市圈空间边界呈现链动式发展特征。
当前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够精准识别出都
市圈演变的空间链动关系，为都市圈空
间范围划定提供量化、科学的参考。

1.3　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
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都市圈的

对比研究发现：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
东部都市圈已处于整体经济发达、城市
间强强联合的发展阶段；以武汉、郑州
为代表的中部都市圈正处于人口红利、
产业驱动的发展阶段；以西安、成都为
代表的西部都市圈则表现为中心城市一
城独大且城乡融合、生态保护、战略安
全等多元要素协同任务艰巨，总体呈现
人口流动单向聚集、产业分工同而不和、
城镇发展各自为政、中心城市全面虹吸
等特征(图1)[2]。在国家推进都市圈一体
化发展、促进城市间密切分工协作的背
景下，综合考虑西部地区的生态、文化、
人口、产业等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生态环境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将成为都
市圈内各城镇的共同目标与责任。

图1　西部都市圈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示意图

一方面，都市圈仍将是
各省区人口集聚的核心
区域；另一方面，人口
在持续向中心城市聚集
的同时，部分人口将由
中心城市向次级中心城
市和小城市流动

中心城市将进一步提高经济
密度，增强高端服务功能；
小城市将承接产业转移，依
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形成错位分工、优势互补、
链式关联产业格局

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正在
经历外向拓展和轴向延伸
的发展过程，与区域和周
边城镇的空间联系越来越
紧密，已具备构筑都市圈
空间格局的条件

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
市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吸
引力变化：高端要素和
高端产业不断向核心地
区聚集，低端要素和制
造业向相对边缘地区
流动

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
位，各城市共建绿色生
态网络，推进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实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

多向流动 合而不同 整体联动 吸高疏低 宜居空间

单向聚集 同而不和 各自为政 全面虹吸 生产空间

人口流动 产业分工 城镇发展 中心城市 发展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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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空间认知基础，进一步结合其地缘
特征、时空特征和现状特征，运用“空
间谱系”研究方法，探索多元目标下西
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1　空间认知
《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9：城镇

化白皮书5.0》[3] 通过构建“都市圈综合
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将我国26个都市
圈划分为成熟型、赶超型、成长型、培
育型等4种类型 (表 1)。西安都市圈属
于成长型都市圈，虽然整体经济实力较
强，但是中心城市虹吸效应明显，对周
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未来需在中心
城市“强心”的同时，强化外围圈层上
次级节点对周边城镇的带动作用，缩小
中心与外围的差距。
基于对西安都市圈发展阶段的判定，

结合国家战略部署和既有规划，从多圈
层理论视角形成“两带两港，圈层多极”

的西安都市圈空间关系认知 (图4)，即
以陇海、包茂经济发展带和国际空港、
国际陆港为引领，120～150 km半径范
围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圈层，重点在于促
进区域协同发展；50 km半径范围为西
安都市圈圈层，重点强调区域一体化均
衡发展；35 km半径范围为西安都市区，
是同城化发展的重点区域；15 km半径
范围则整体纳入西安中心城区，即将高
新区、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沣东新
城等作为产业支撑纳入中心城区，弱化
行政边界，形成发展合力，打造都市圈
核心功能强极核。与此同时，将具备重
要交通枢纽或产业优势，且规模较大的
外围城镇作为各圈层上的发展极核。

3.2　多维脉络传承与“时空图谱”
生成
研究通过对区域生态、文化、经济、

政策等4种脉络演变过程的分析，发现

西安都市圈所处的关中地区文化一脉、
经济一体、政策相通。在此基础上，基
于多维脉络传承的都市圈“时空图谱”，
打破传统“圈层”概念，定性提出区域
生态共治要求和文化共保指引，以实现
更大范围内的资源整合。
3.2.1　生态脉络
关中地区南依秦岭山脉，渭河自东

向西从中穿过，自古便拥有“天府人居”
的理想山水环境。依托有着“八百里秦川”
之称的渭河冲积平原，关中地区农业蓬
勃发展、人口快速繁衍，逐渐成为我国
历史上农业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与此同
时，依渭水而兴的城镇与自然山水环境
相互融合、不断调适，塑造出城市空间
营建典范。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下，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
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秦岭生态安全屏障的共保
共治成为关中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图2　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框架示意图 图3　都市圈“空间谱系”研究模型示意图

都市圈类型 都市圈名称

成熟型都市圈 (2个 ) 长三角都市圈、粤港澳都市圈
赶超型都市圈 (2个 ) 京津冀都市圈、成渝都市圈
成长型都市圈 (12个 ) 西安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厦门都市圈、武汉都

市圈、沈阳都市圈、长沙都市圈、大连都市圈、
郑州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昆明都市圈、济南都
市圈、哈尔滨都市圈

培育型都市圈 (10个 ) 长春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
原都市圈、贵阳都市圈、银川都市圈、南宁都市
圈、兰州都市圈、西宁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

表1　我国都市圈类型划分

图4　西安都市圈空间认知示意图

数据赋能，精准识别 新空间模式，指引重点打破圈层，整合资源

图谱2

路径二 路径三路径一

空间
谱系

范围如何界定？ 发展如何协同？要素如何统筹？

时空特征—链动关系 现状特征—发展趋势地缘特征—多元目标

图谱3图谱 1

行为1 节点脉络1 行为 2 廊道脉络2 行为 3 簇群脉络3 行为 4 网络脉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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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政府正式启动《关中城市群核心区
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以西安、咸阳、
西咸新区为主的都市圈发展框架基本形
成；2018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平原城
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打造由以西安、咸阳
主城区及西咸新区为主组成的大西安都
市圈；2019年，陕西启动编制《西安都

市圈发展规划》，作为指导西安都市圈
发展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近年来，国家层
面多次点名支持西安都市圈建设。可见，
以西安、咸阳为核心的都市圈已成为国家
战略部署和区域发展的关键。见图8。
3.2.5　小结
通过上述定性分析，叠加生成融汇

由此，关中地区形成了“山、水、林、田、塬、
城”交融共生的独特空间，构筑了城市
与自然有机融合的生命共同体。见图5。
3.2.2　文化脉络
关中地区是华夏文明和黄河文明的

发源地，自西周起，历时1 100多年，孕
育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的西安。
从旧石器时代遗址到历代京畿城邑文明
遗存，再到山水人文遗迹，关中地区拥
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资源。自
1982年以来，西安、咸阳等3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和凤翔、华阴等6座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先后公布，关中地区提出加
快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成功②，文化一脉相承
的关中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
区，将成为向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化新秩
序贡献中国价值的重要区域。见图6。
3.2.3　经济脉络
以长安为起点的古丝绸之路经河西

走廊连通欧洲，全长7 000多公里，开创
了自西汉以来1 000多年间东西方经济、
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使关中地区率先
参与到世界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中。新
中国成立初期，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中
有24项布局在关中地区，奠定了区域雄
厚的工业基础和全国重要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关中地区城镇间的交通
与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以经济发展为使
命的开发区先后设立。随着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一线两带”③建设促使以
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城镇快速崛起。
2020年，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的“西
部大开发2.0”赋予关中地区内陆开放高
地和国际枢纽、通道的新使命，因此经
济一体的关中地区唯有协同发展方能实
现共赢。见图7。
3.2.4　政策脉络
2002年西安、咸阳两市签订《西安—

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议书》，提出共建“西
咸经济圈”；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关
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求打造“西
安 (咸阳 )国际化大都市”；2013年陕

图5　西安都市圈生态脉络示意图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时指出：“黄帝陵、
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
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要保护青山绿水自
然财富，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中地区位于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流域，是渭河及其主要支流—千河、漆
水河、黑河、沣河、灞河、石川河、泾河、北洛河、零河等17条河流汇集归
入黄河的流域，故又称为渭河冲积平原。在众多支流中，主要河流有泾河、渭
河、灞河、浐河、沣河、滈河、潏河、涝河等8条，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秦汉时期，区域气候温暖、降雨量大，渭河北移，形成渭河南
岸一阶台地，农业沟渠迅速发展，农业活动得到较大进步，人口大规模增长 。隋唐时期，河湖水系
进一步发达，生态体系内容更加丰富成熟

关中平原自古以来南依秦岭，西接陇山，北为黄土高原，东有崤山、黄河，山脉、河流形成天然区隔，称为“四塞之区”。中心
位于渭河冲积平原，基本地貌类型为河流阶地和黄土台塬，17条支流穿越境内，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是
原始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史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总体形成关中地区“山、水、林、田、塬、城”交融的环境特色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
命共同体理念，保护生态屏
障，构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
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着
力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构筑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保护秦岭
中央公园，安全屏障

保护秦岭 生命共同体

八水绕城
历史重现，特色凸显

八水绕城

依渭水而兴
环境优美，农业进步

依渭水而兴

八百里秦川
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八百里秦川

发展演进

发展演进

图6　西安都市圈文化脉络示意图

华夏文明
(距今 6 000年以上 )

中华文明
(公元前11世纪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 )

国际旅游目的地
(2009年 )

丝绸之路新起点
(2014年 )

世界城市
文化之都

保护和传承东
方古都人文景
观格局，向正
在形成的世界
文化新秩序贡
献中国价值

2014年，成功申报“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路网”项目，关中地区重启丝
绸之路重要起点作用。关中地区作为“一
带一路”核心区，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优势，
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
用，落实国家全局发展战略构想

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关中
地区的目标定位是：成为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明基地、国际
文化交流的平台，打造西安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核心城市

1982年，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西安位列其中。从国家层面明确了保护
西安丰富的文物遗存、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价值，保护城市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在周、秦、汉、唐时期，以西安和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形成了绵延关中平原的城市群落，周代开始作为
拱卫中央政权的京畿城邑，秦代统一全国，成为国家文化中心，汉代丝绸之路开启中华文明的新篇章，唐
代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区，历代城址在渭河沿岸区域形成了强盛灿烂的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使西
安与雅典、罗马、开罗齐名，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关中地区历史悠久，是黄河流域世界远古文明的发源地，约 115 万年前的蓝田人、约 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此均
有迹可循，同时又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关中地区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作为炎黄最初活动地区，
孕育出炎黄文化；与伏羲文化、河洛文化、仓颉文化等构成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扩大文化影响力

丝绸之路新起点
发挥文化优势

国际旅游目的地
促进文化交流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彰显文化价值

中华文明
凸显关中文化地位

华夏文明
开启黄河流域文化

文
化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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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环
境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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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时空要素、可分类获取信息的西安
都市圈“时空图谱”。进一步结合《陕
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公
众版 )，提出“一山两河、两区五带”的
关中区域生态共治要求(表2)；结合《西
安总体城市设计》，提出“一心、二府、

图7　西安都市圈经济脉络示意图

图8　西安都市圈政策脉络示意图

两脉、三带、四关、十古道、多标志点”
的关中区域文化共保指引(表3)。

3.3　多元数据分析与“行为图谱”
识别
通过对区域交通、经济、人口、城

市建设等4类行为的大数据进行定量分
析，发现要素自由流动下的西安都市圈
空间快速演化。研究基于多元数据分析
的都市圈“行为图谱”，精准识别西安
都市圈的空间特征，进一步推演其动态
边界范围。
3.3.1　交通行为
根据《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

程》(征求意见稿 )，研究结合网络地图
API数据，发现由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形成的1小时时空边界呈“圈层式”空
间特征；结合12306列车时刻数据，由
高速铁路及普通铁路线形成的1小时时
空边界呈“廊道+飞地”空间特征；以
现状及规划城际铁路站点为出发点，由
规划城际铁路线形成的1小时时空边界
呈明显的“廊道式”空间特征。在此基
础上叠加识别出基于1小时交通圈的西
安都市圈范围，可发现西安都市圈区域
交通整体呈现“圈层+廊道+飞地”的
时空特征。
3.3.2　经济行为
通过对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的

企业关联网络分析，识别出省域层面的
经济行为呈现西安单核心辐射带动、地
市中心城区强化、经济活动向心流动的
特征，西安市中心城区经济活动最为活
跃，与省内其他城市之间形成了核心突
出且密集复杂的企业关联网络。西安都
市圈内中心度高且增长较快的单元集中
分布在核心城市邻域圈层范围及外围市
域中心城市，反映出区域产业由核心集
聚向外围中心跨越分化以及向邻域范围
“圈层式”扩散的空间演化特征。
3.3.3　人口行为
通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人口流动

网络分析，发现西安都市圈内的城镇网
络呈现出“单中心极核+次区域集聚+
节点关联”的空间分布特征。由西安和
咸阳主城区形成的核心与周边城市之间
形成了一张密集复杂的人口流动网络，
呈现趋向扁平化、网络化的人口流动特
征；铜川次区域城市群节点、宝鸡次区
域城市群节点、渭南次区域城市群节点

作为国家“一带
一路”重要节
点，有利于带动
东中部要素向西
传递与汇聚，打
造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构筑内陆
地区的国际贸易
通道

西部大开发为西安重新确立了在全
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一线
两带”建设，使关中地区率先崛起，
带动全省经济跨越式发展

新亚欧大陆桥不仅是一条运输通道，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轴线，有利于促进沿桥区域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道路建设 )日益完善，形成了以
西安为中心，以咸阳、宝鸡、渭南、韩城、铜川等城市为核心的多核心、多轴的
空间结构

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在陕西的24项重点工程的建成，奠定了今天陕西
工业的雄厚基础，有力带动了全省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既为陕西经济发展植入了强劲动力，也奠定了陕西
在全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经济通道方面，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在经济流通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
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
的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

“一带一路”
构筑国际贸易通道

西部大开发
发展新机遇

新亚欧大陆桥
促进区域发展

改革开放
完善基础设施

156项重点工程
奠定经济基础

发展演进

发展演进

丝绸之路
开创陆上商贸网络

丝绸之路
(公元前202年)

2002年

国家156项重点工
程 (1950年 )

2009年

改革开放
(1978年 )

2014年

新亚欧大陆桥
(1992年 )

2017年

西部大开发
(2000年 )

2019年 2020年

“一带一路”
(2013年 )

2022年

2022 年，《西
安都市圈发展
规划》获批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
提到支持西安等都市圈
编制实施发展规划

 2019 年，陕西启动编制《西
安都市圈发展规划》

 2017年，以西安代管西咸新区为契机，西安市委组
织编制《大西安2050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18年，
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
建“一圈一轴三带”总体格局， “一圈” 指由以西安、
咸阳主城区及西咸新区为主组成的大西安都市圈

 2013 年陕西省政府正式启动《关中城市群核心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2014年西咸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获批，统筹“两市一区”建设，该阶段以
西安、咸阳为主的都市圈规划蓝图和发展框架基本形成

 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建设大西安、带动大
关中、引领大西北”的任务和 “加快推进西咸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西安 (咸阳 )国际化大都市”
的要求

2002年 12月，西安、咸阳签订《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议书》，首次提出“西咸一体化”的概念，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
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思路，共建西咸经济圈；2004年 7月，在两市领导联席会议上
通过了《西安咸阳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

西安都市圈阶段
《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 》

西咸经济圈阶段
“西咸一体化建设”

西安 (咸阳 )国际化
大都市阶段

《关中—天水经济区
发展规划》

关中城市群核心区阶段
“两市一区”建设

大西安阶段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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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识别出融汇多元数据、可切片获取
信息的西安都市圈“行为图谱”。都市
圈空间结构总体呈现“核心网络、廊道
集聚、圈层嵌套、片区分异”的特征，
区域发展不均衡，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
因此，在进一步提升核心城市要素集聚
与辐射能力的同时，培育区域新兴增长
极核以承接核心城市要素转移并发挥次
区域统筹作用，促进都市圈各要素高效
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大、中、小城市
均衡发展，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是未来
构建西安都市圈空间格局需关注的重点。
此外，都市圈作为一个开放的区域系统，
并非静态系统，建议根据国家政策和区
域发展条件变化进行动态准入，合理调
整其边界范围。
              

4　多层空间指引与“趋势图谱”
构建

根据西安都市圈的发展阶段，明晰
其空间发展模式与空间总体架构，并形
成基于多层空间指引的都市圈“趋势图
谱”，提出核心区、各圈层、廊道、节点、
跨界区域的空间协同重点与规划指引。

4.1　空间总体架构
我国都市圈在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

进时面临多重挑战，有必要建立“核心
都市+廊道延展+产业新城”的空间逻辑，
以破解都市圈演化方式的难题 [4]。例如：
南京都市圈坚持极核带动、同城先行、
轴带辐射、多点支撑，提高区域发展协
调性 [5]；福州都市圈以生态保护为先，
以“核心+走廊”为基础架构，形成空
间资源集约化发展的高效组织形式 [6]。
通过多维度定性认知与多元数据定量分
析，发现西安都市圈整体发展尚处于成
长阶段，且存在秦岭、渭河等生态地理
区隔和大遗址等历史文化保护的客观制
约，因此整体发展应以生态保护为基础，
引导其发展模式从核心城市极核式发展
模式向“核心紧邻圈层网络化发展+廊
道生长引领辐射+外围串珠统筹带动+

生态共治要求 生态共治区域 生态共治内容

“一山” 秦岭山脉 健全秦岭保护长效机制，推进秦岭国家公园
建设；加强生态红线划定与监管，推进秦岭
生态环境监管平台建设

“两河”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以保护水体生态环境功能为目的，构建流域
空间管控体系，推动一体化水生态环境治理；
建立泾河、渭河、汉江、丹江等流域联合防
治协调机制，提高河流廊道生态功能

“两区” 子午岭—黄龙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

加强天然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维护子午岭、
黄龙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提升生物多样
性和水源涵养功能

秦巴低山丘陵生态功能区 构建秦岭和大巴山生物多样性功能区网络，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提升区域水源涵养能力
和水土保持功能

“五带” 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示范带、
秦岭北麓生态保护带、关中北
山绿色重建带、渭河沿岸生态
带、汉丹江生态安全带

表2　关中区域生态共治要求一览

文化共保指引 文化共保指引区域 文化共保指引内容

“一心” 中华文明展示中心 以西安为核心，集中展示都城脉络、诗词歌赋、
丝绸之路与民俗文化等中华文明传统文化

“二府” 东府渭南、西府宝鸡 西安都市圈的两翼，是门户与形象展示窗口，
也是炎黄文明和远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两脉” 长安龙脉、渭河水脉 长安龙脉串联山、水、城、陵、塬、田，强化对
龙脉遗址点的保护；渭河水脉串联关中城市群与
遗址群，展示渭河农业文明与西安城市变迁历史

“三带” 汉帝陵带、唐帝陵带、秦
岭北麓

保护汉帝陵群整体环境，展示东方金字塔群的
宏观气魄；保护唐帝陵群的整体环境，展示依
山为陵的特色格局；保护秦岭北麓自然人文旅
游资源

“四关” 潼关、武关、大散关、萧
关

保护关中“四关”历史遗迹，结合主要交通线，
设立门户标识，凸显关中区域门户特征

“十古道” 丝路古道、秦驰道、秦岭
古道等

保护古道遗迹，建立古道标识体系、确立古道
主题，发展古道寻踪旅游；保护丝路古道，展
示丝绸之路文化

“多标志点” 都城遗址、秦始皇陵、法
门寺等

保护与展示西安周、秦、汉、唐大遗址整体格局，
彰显东方营城典范和千年都城脉络；保护秦始
皇陵整体环境；保护法门寺古建筑群，展示佛
教文化内涵

表3　关中区域文化共保指引一览

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较明确的内部产
业分工，能够辐射带动一定地域范围内
次级城市的协调发展；其余外围节点城
镇也依托产业、交通等条件形成了联系
紧密的城镇簇群。此外，采用人口流动
网络中心度法、优势流法和城镇簇群筛
选法等进行分析，进一步识别出人口视
角下的都市圈三级城镇圈层结构。
3.3.4　城市建设行为
通过对近20年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对比建成区扩张的路径与强度，发现关中
地区城市化区域的空间演化呈现以西安、
咸阳主城区为核心的“圈层+轴向”扩
张特征。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依托交通
条件，都有较为明显的扩张与连绵趋势，
在西(咸阳方向)、北(铜川耀州区方向)、
东北 (渭南方向)方向上表现出“点轴”
扩张趋势，形成多个城镇发展节点。
3.3.5小结
通过对以上4类行为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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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区域一体发展”的空间模式转变，
形成空间资源集约化发展、区域要素便
捷互动的高效组织形式。因此，研究构
建以文化脉络为特色、以生态格局为本
底的“一核一网、四廊多点、多区联动”
的西安都市圈空间总体架构 (图9)。

4.2　空间规划指引
研究通过横向分圈层 (核心区、核

心紧邻圈层、外围辐射圈层)、纵向分图
层(保护底图、3个圈层、廊道空间、跨
界区域)，对西安都市圈空间总体架构进
行拆解，分层次提出空间规划指引，形
成应对复杂空间系统、涵盖完整空间信
息的西安都市圈“趋势图谱”(图10)。
“一核”即都市圈核心区，通过对

区县综合发展能级的分析，结合建设用
地连绵度、通勤联系等校核结果 [7]，考
虑空间治理的完整性，确定西安都市圈
核心区范围，包括西安“城六区”(未央
区、灞桥区、雁塔区、碑林区、莲湖区、
新城区)和长安区西北部，以及咸阳主城
区的大多数街道办。应弱化行政边界，
推进以快速路、轨道交通为主的“双快”
体系建设，强化核心要素聚集与区域辐
射功能，推进西安、咸阳同城化发展。
“一网”即核心紧邻圈层，在高速

交通支撑下，形成由兴平市、高陵区、
临潼区、鄠邑区等构成的城镇高度网络
化内环圈层，以及由铜川城区、临渭区、
杨凌区等串联形成的外环圈层，扩大都
市圈核心区辐射范围。应配合核心城市
的产业升级与功能疏解，各城镇基于既有
联系基础和比较优势承接专业化分工，在
核心紧邻圈层形成扁平化、网络化格局。
“四廊”即东西向的连霍、京昆高

速廊道，以及南北向的福银、包茂高速
廊道。应强化城市间沿高速铁路和高速
公路联系的廊道聚集趋势，串联都市圈
核心紧邻圈层的增长节点，衔接外围城
镇节点，并逐渐强化与汉中、安康、延
安等省内中心城市的联系，促进西安都
市圈跨省联动发展，为陕西省及关中平
原城市群空间格局网络化、均衡化发展

图9　西安都市圈空间总体架构示意图

图10　西安都市圈“趋势图谱”示意图

奠定基础。
“多点”包括宝鸡副中心和渭南城

区、铜川城区、商洛城区、杨凌区等外
围辐射圈层上的区域增长新极核。应强
化宝鸡区域副中心地位，提升先进制造
业等产业承接与次区域辐射能力；强化

渭南城区在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上与
都市圈核心区的联动发展；加快铜川城
区的产业转型与高技术赋能，融入都市
圈核心区先进制造业联动网络；延伸杨
凌区农业科技与现代农业，推进武功、扶
风对接应用杨凌科研成果；商洛城区打造

加强资源整合互动，政策联合联动、产业链协作联动、
产学研联动、制造—物流联动

推进设施共建共享，加强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生态治理跨界协同

作为整体参与网络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小城市
在都市圈中的网络地位

以彬州为中心的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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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为核心的绿色产业
节点，带动南部区域发展；充分发挥“多
点”在市域范围内的统筹发展与服务引
领作用，促进区域内协调、均衡发展。
 “多区联动”即针对已存在要素紧

密联动或具有一定产业关联的地理邻近
城镇，组织若干跨界统筹发展区域，包
括以彬州为中心的咸阳北部联动区域、以
韩城为中心的渭南北部联动区域、以杨凌
为核心的农科联动区域、富平—阎良航空
制造联动区域、华阴—潼关特色文旅联动
区域。应加强政策联合联动、产业链协
作联动、产学研联动、制造—物流联动等
资源整合互动；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治理跨界协同；
作为整体参与网络分工，发挥比较优势，
提高小城市在都市圈中的网络地位。

5　结束语

在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将以城市
间密切的分工协作，成为参与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基本单元和参与全球竞争
的重要载体 [8]。西安都市圈作为西北地
区唯一的国家级都市圈，其战略重要性
不言而喻。因此，研究以“空间谱系”
跨学科研究方法，围绕西安都市圈3大

特征、聚焦3个问题，通过构建“时空
图谱”、“行为图谱”和“趋势图谱”，
定性、定量、定形地梳理与整合区域资源，
识别空间特征与边界范围，提出空间架
构与规划指引，丰富西安都市圈空间的
内涵与外延，探索多元目标下西安都市
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下一步将充分
结合《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核心内容，
衔接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要求，
搭建要素完备、动态可视的西安都市圈
空间谱系信息平台，以实现对都市圈复
杂时空系统的资源整合、各城市间的数
据共享与空间共谋共建。

[ 注　释 ]

①“19+2”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
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
原、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
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天山北坡 19 个
城市群，以及以拉萨、喀什为中心的两个
城市圈。

② 2014 年，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意中国
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文化
遗产申请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③“一线两带”指陇海兰新铁路线、国家级
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国家级关中星
火产业带。

[ 参考文献 ]

[1] 龙茂乾，李婉，扈茗，等．新时期我国
都市圈治理的新逻辑与变革方向探讨 [J]．
规划师，2020(3)：12-16．

[2] 卢涛．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发展态势及
规划应对 [EB/OL]．(2019-04-28)[2023-
01-29]．https://mp.weixin.qq.com/
s/_8RdJVwQzTzZyW9Hpecusw．

[3] 戴德梁行．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2019：
城镇化白皮书 5.0[R]．2019．

[4] 路青，蔡震，吴昊天，等．中国都市圈
全景扫描及其发展规律研判 [J]．规划师，
2021(10)：5-11． 

[5] 江苏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南
京都市圈发展规划 [Z]．2021．

[6] 刘希宇，高浩歌，扈茗．培育型都市圈
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福州都市圈
为例 [J]．规划师，2020(4)：13-20． 

[7] 徐海贤，韦胜，孙中亚，等．都市圈空
间范围划定的方法体系研究 [J]．规划师，
2019(4)：87-93．

[8] 熊健，孙娟，屠启宇，等．都市圈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研究：基于《上海大都市
圈空间协同规划》的实践探索 [J]．上海
城市规划，2021(3)：1-7．

[ 收稿日期 ]2023-02-29

[ 上接第 62 页 ]市规划，2019(10)：43-
54．

[17] 马亮．基于轨道交通刷卡数据的城市通
勤圈范围研究 [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17(8)：80-84．

[18] 李伟，伍毅敏．以世界城市为鉴，论北
京都市圈空间发展战略 [J]．北京规划建
设，2018(1)：9-14．

[19] 赵坚．赵坚：大都市区如何破题 [J]．
中国房地产业，2014(12)：40-43．

[20] 丁亮，钮心毅，宋小冬．利用手机数据
识别上海中心城的通勤区 [J]．城市规划，
2015(9)：100-106．

[21] 钮心毅，李凯克．跨城功能联系视角下
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 [J]．资
源科学，2021(2)：380-389．

[22] 汪光焘，李芬，刘翔，等．新发展阶段
的城镇化新格局研究：现代化都市圈概

念与识别界定标准 [J]．城市规划学刊，
2021(2)：15-24．

[23] 孟晓晨，马亮．“都市区”概念辨析 [J]．
城市发展研究，2010(9)：36-40．

[24] 张沛，王超深．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的界
定标准：基于通勤率指标的讨论 [J]．城
市问题，2019(2)：37-43．

[25] 罗海明，张媛明．美国大都市区划分指
标体系的百年演变 [J]．国际城市规划，
2007(5)：58-64．

[26] 韦伟，赵光瑞．日本都市圈模式研究
综述 [J]．现代日本经济，2005(2)：40-
45．

[27] 王德，顾家焕，晏龙旭．上海都市区边
界划分：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J]．
地理学报，2018(10)：1 896-1 909．

[28] 赵鹏军，胡昊宇，海晓东，等．基于手
机信令数据的城市群地区都市圈空间范

围多维识别：以京津冀为例 [J]．城市发
展研究，2019(9)：69-79．

[29] 姚永玲，朱甜．都市圈多维界定及其空
间匹配关系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2020(7)：113-120．

[30] 王亮，伍毅敏，王良．北京及东南环京
地区跨界协同发展与空间治理 [J]．北京
规划建设，2016(4)：15-21．

[31] 李晶晶，梁秋生，刘巨．北京外溢人口
通勤特征 [J]．城市发展研究，2016(9)：
119-124．

[32] 王勇，谭静．北京周边小城镇形态演变
特征与解读 [J]．城市规划，2011(10)：
32-37．

[ 收稿日期 ]2023-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