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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重分析了新疆天山北麓城镇体系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并对该区域城镇开发模式以及城镇今后发展

布局提供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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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典型的干旱区 ,绿洲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 ,因而绿洲的分布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方面。

由于绿洲的分散性 ,新疆城镇分布疏散 ,相距遥远 ,城镇发育差 ,相互间联系不够密切 ,而从全疆范围来看 ,真

正谈得上体系的区域当属天山北麓城镇密集带。

1　新疆天山北麓城镇密集带基本概况

天山北麓城镇密集带基本上与北疆铁路沿线相一致 ,古为游牧民族之地 ,是属于所称的“行国”之列 ,其

城镇历史晚于南疆塔里木盆地。 该地带位于山前冲洪积扇上 ,有着组合相对优势的农牧业光、热、水、土资源

和丰富的煤炭、石油、建材、岩盐等矿产资源。本地带位于全疆的中轴位置 ,有北疆铁路和 312国道贯通全境 ,

有 217国道连通南北疆与区外交通联系便利。 该区域从木垒到温泉东西长 1000余公里 ,土地面积

1. 512× 105平方公里 ,占全疆总土地面积的 9. 16%。 1995年该区域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 237.

9× 108元 (原规定 , 90年不变价 )占全疆的 61. 4% ,近十年工业均增长率保持在 10%。 经济的发展使得城镇

化和城镇发展速度更处于全疆领先地位 (见表 1)。

表 1　天山北麓城镇人口及比重变化表

项　　目 1949 1953 1990 1995

城镇总人口 (人 ) 1. 4× 105 1. 78× 105 2. 0866× 106 2. 56579× 106

城镇人口比重 32 34. 3 49. 6 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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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域土地面积不足全疆 1 /10,却集中了全疆约 28%的人口和 53%的城镇人口。从 1990年到 1995年

净增城镇人口 4. 784× 105 ,超过区域总人口增加量 ( 4. 241× 105 ) 5. 43× 104人 ,说明农业人口加速向非农业

转化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 ,城镇数量也不断增多。1958年设克拉玛依市 , 1975年和 1976年设奎屯市和石河

子市 , 1983年和 1985设昌吉市和博乐市 , 1992年增设阜康市 , 1996年和 1997年设乌苏市和米泉市 ,截止到

1997年 ,该区域集中了全疆 19个城市中的 9个。其中地级市 3座即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 ,其

余均为县级市 ,建制镇的数量也由 1983年前的 13个增加到 1997年的 40个 ,从而使该地带成为全疆城镇化

水平最高、城镇最集中的区域。

2　天山北麓城镇体系结构分析

城镇体系 ( Urban System )也称城市体系或城市系统 ,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中 ,由不同职

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 ,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镇的集合。

2. 1　区域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

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是区域内城镇在地域空间上的组合形式和相互的分布位置及联系的网

络状况。

新疆城镇的形成与绿洲开发紧密相关。天山北麓城镇除克拉玛依以外 ,全部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天山

北坡一线 ,这与绿洲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山北麓一线降水、融水较多 ,绿洲由零星点状的小绿洲发展成

块状 ,再连片成带 ,滚雪球式扩大 ,且绿洲间距小 ,古绿洲、老绿洲和新绿洲之间继承性和延续性强 ,老绿洲和

新绿洲大部分是在古绿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山北麓从乌鲁木齐到乌苏市间若干个洪冲积扇扇缘绿洲

连成带状 ,公路、铁路也沿此绿洲延伸。城镇选址的大位置在山前绿洲上 ,而小位置则位于交通附近 ,构成线

型“半珠”式城镇带和片状城市群的雏形。

该区域城镇分布与全疆相比 ,城镇密度大 ,空间分布相对紧凑。根据新疆城市体系的距离矩阵分析 ,城市

体系的平均最短距离为 958. 15km ,同我国东南部的一些省区相比是跨省的尺度。 若以乌鲁木齐为中心 ,其

与各地州所在市的平均距离为 741km ,也是跨省的距离 ,城镇密度平均约 8. 4× 10
4
平方公里一座建制市 ,

1. 38× 10
4
平方公里一座建制镇。而天山北麓按土地面积计算平均 1. 7× 10

4
平方公里有城市一座 , 0. 50× 10

4

平方公里有建制镇一座 ,城市间平均距离 277. 3公里。 城镇分布集中 ,城市间隔小 ,有利于城镇间的

经济合作。

在此东西向的轴线上 ,城镇数量的分布比较均衡 ,但是不同等级的城镇分布并不均衡。 本区域 9个城市

全部分布在乌鲁木齐以西的地段 ,在此地段内又形成 3个城镇集中的组团 ,一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包括昌

吉、阜康和周围镇在内的城镇群 ;二是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镇组团 ;三是以奎屯市为中心包括克拉玛依市、乌

苏市及周围镇在内的城镇群。而在乌鲁木齐以东的 25公里的地带内却没有一个城市 ,造成该地带缺少一个

强有力的增长极核 ,地区经济的发展落后于西部地段。因此应在乌鲁木齐以东地段积极扶持一两个发展条件

好潜力大的城镇 ,如奇台县使其成为东部地段的中心 ,成为新的市一级的增长极。

2. 2　区域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

等级规模结构是区域内各城镇的规模大小、数量多少等方面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它是城镇体系结构的

量及其相互关系的表征 ,是职能作用大小强弱及其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笔者以人口为城镇规模的主要指标

进行对比研究。 (见表 2)

1997年天山北坡地区城市建成区非农人口为 233. 83万人 ,占全区总人口的 50. 5% ,与全国相比 ,这一

比例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平 16. 5% ,也高于沪宁、沈大、济青等产业带。说明天山北麓地区城市总体规模大 ,

人口高度密集 ,城镇密集 ;然而从城市平均规模来看 ,天山北麓平均规模 26万人 ,不仅低于全国水平 ( 31万

人 ) ,更远低于沪宁 ( 79万人 )、济青 ( 46万人 )和沈大 ( 77万人 ) ,说明城市规模普遍偏小 ,规模等级体系层次

较低 ,人口规模在 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数量庞大 ,占城镇总数的 84. 5% ,可以想象 ,一个个规模不大的城镇

象一个个葡萄镶嵌在天山北麓狭长的绿洲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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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疆天山北麓地区与部分城市密集地区城市规模对比表

地区

城市总体规模

城市市区

非农业人口

(万人 )

占总人口的

比重 (% )

平均

规模

(万人 )

城市

等级

(万人 )

城市数量结构 城市规模结构

城市数

(个 )

结构系数

(% )

市区非农业

人口

(万人 )

占市区

非农业

人口的比重

(% )

天山

北麓

地区

233. 83 50. 5 26

> 100

50- 100

20- 50

< 20

1

0

2

6

11. 1

0

22. 2

66. 7

122

0

47. 31

64. 52

52. 2

0

20. 2

27. 6

沪宁

地区
1582. 66 46. 3 79

> 100

50- 10

20- 50

< 20

2

3

6

9

10. 0

15. 0

30. 0

45. 0

1059. 82

238. 78

178. 35

105. 73

66. 9

15. 1

11. 3

6. 7

沈大

地区
923. 06 48. 1 77

> 100

50- 100

20- 50

< 20

3

1

3

5

25. 0

8. 3

25. 0

41. 7

694. 46

55. 08

100. 69

75. 7

75. 0

5. 9

10. 9

8. 2

济青

地区
734. 75 30. 1 46

> 100

50- 100

20- 50

< 20

3

1

2

10

18. 8

6. 2

12. 5

62. 5

470. 34

57. 19

43. 68

163. 36

64. 0

7. 8

5. 9

22. 3

全

国
20015. 80 16. 5 31

> 100

50- 100

20- 50

< 20

32

43

192

373

5. 0

6. 7

30. 0

58. 3

6985. 90

2969. 50

5764. 00

4286. 40

35. 0

14. 8

28. 8

21. 4

　　据表 2,天山北麓地区共有城市 9个 ,其中特大城市 1座 ,中等城市 2座 ,小城市 6座 ,缺乏 50～ 100万人

的大城市 ,特大、大、中、小这四类城市的结构系数比为 11. 10%、 22. 2%、 66. 7% ,人口比重依次为 52. 20% 、

20. 20% 、 27. 60% ,城市等级呈明的“ V”型结构 ,若考虑 9个县城及 40个镇 ,这种结构仍然存在 ,反映出该区

域城镇体系是不完善的。

按理论研究成果 ,首位度是 2, 4城市指数和 11城市指数为 1是理想状态 ,而一般研究成果认为首位度

大于 3即为首位分布 ,天山北麓地区城市首位度 1997年高达 4. 8, 4城市指数 1. 87,仍显示了首位城市充分

发育 ,小城市多中等城市缺乏的结构特征 ,反映了该区域等级规模结构的不合理。

2. 3　区域镇体系职能结构现状

国内地理学界对城市职能概念的代表性看法是: 城市职能是指城市在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中所担负的任务和作用。国外地理学界对城市职能的理解比较宽泛 ,认为人们在城市中进行的各种生产服

务均属于城市职能的范畴。

城市职能可以分成“一般职能”和“特殊职能”。 一般职能是指集聚于城市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文化、教

育、社会、政治等项活动中为每个城市都必备的那一部分职能。特殊职能是指那些不可能为每个城市都必协

备的职能 ,如采矿业、加工工业、旅游观光以及各种门类的科学研究活动。

新疆的城镇大体可分为五种职能类型 ,即 ( 1)行政中心城市 ,自治区和各地州首府所在地的城市均属此

类型 ; ( 2)工矿城市 ; ( 3)农副产品加工类型城镇 ; ( 4)交通枢纽城市以及 ( 5)特殊职能城市。新疆经济发展尚处

于成长阶段 ,工业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成分 ,为确切地说明天山北麓城镇密集带 9城市中工业结构状况 ,特

列出各城市工业中的主导产业状况见 (表 3)

从表中可以看出 ,天山北麓城镇密集带城镇体系职能分工不明显 ,市域主导职能层次偏低 ,主要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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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雷同。 9个城市中 6个城市的工业主导部门都是纺织和食品业 ,而工矿城市的专业和职能极为单一 ,

从而反映出天山北麓城镇密集带在职能结构上存在的问题:经济结构多轩雷同 ,性质特色模糊 ,优势不明显 ,

联系松散 ,城镇结构格局、经济社会功能无大差别 ,与形成各具职能特点互有分工、联系、协作密切 ,能促使地

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城镇体系尚有较大差距。

表 3　城市工业中主导产业比重 ( 1996年 )

城市 各主导产业及比重 (% )

主导产业

占当地工

业总产值

乌鲁木齐
石油化工 ( 27. 83% )、机电制造 ( 11. 22% )、黑色冶炼及延
压 ( 10. 16% )、纺织服装 ( 9. 20% )、食品加工制造 ( 4. 29% )

62. 68%

克拉玛依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 95. 63% ) 95. 63%

石河子 纺织业 ( 43. 05% )、食品加工业 ( 14. 46% ) 57. 51%

昌　吉
纺织业 ( 24. 17% )、食品加工业 ( 20. 68% )、电力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 ( 13. 04%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 11. 92% )

69. 81%

阜　康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75. 2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工业 ( 9. 64% )及旅游

84. 92% (含

石油部门 )

奎　屯 烟草加工业 ( 38. 34)、纺织业 ( 23. 71% ) 62. 05%

乌　苏 饮料及食品制造业 ( 33. 49% )、食品加工业 ( 20. 87% ) 54. 36

博　乐 纺织业 ( 29. 99% )、食品加工业 ( 35. 62% ) 65. 61%

　　数据来源: 新疆统计局《发展中的新疆城市》 (共 20册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7年

该区域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今后重点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 ,结合各自的条件发展工业职能 ,提

高专门化程度 ,使城市职能尽快脱离初级发展水平 ,向现代化、高层次演替。

3　天山北麓城镇体系的发展与布局

根据城镇体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的客观规律 ,天山北坡城镇体系处于低水平均衡与极核发展共存的阶

段 ,表现为虽有乌市这一首位城市 ,具有很强的极核效应 ,但其余城镇仍保持着规模小、职能分工不明显、横

向联系少的离散型态势。

3. 1　区域城镇开发模式的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 ,天山北麓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向高速发展的中期过渡时期 ,也面临城市化的高速

发展阶段。故城镇发展方面 ,中小城市发育不足 ,大城市一枝独秀 ,中间缺乏中型城市与小城市和农村相互联

系 ,二级城市发育不良 ,生产要素的流动基本上是呈向心型运行 ,“级差效益”明显 ,这种畸形的城镇体系结构

制约了大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向周围中小城市的辐射扩散 ,也影响了中小城市向农村辐射扩散功能的发挥。根

据天山北麓区域与城镇的特点 ,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应采取以中小城市为主导 ,点轴式开发模式。 这里的“点”

指的是城市或集中的工业区 ,“轴”指的是交通干线。

3. 2　区域城镇发展与空间布局

针对该区域城镇体系中缺乏大城市的特点 ,应重视大城市的发展 ,完善城镇体系等级层次。 首府乌鲁木

齐因其水资源紧张 ,环境质量下降 ,对其人口和用地规模应加以控制 ,同时优化其城市功能以及产业结构 ,把

它培育成参与全国水平分工的Ⅰ级中心城市 ;同时重点培育该地带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中欠缺的大中城市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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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Ⅱ级中心城市的吸引和辐射作用 ,尤其培育作为地带城镇群有机组成的奎屯—乌苏—独山子大中城市 ,成

为区域产业布局轴向展开的前进阵地 ;对于刚刚进入中等城市但尚未具备中等城市作用的石河子市、克拉玛

依市 ,应充分发挥各自的区域产业优势 ,以增大城市的内聚力 ,增大对周围地区的技术、资金等的辐射力及对

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 ;县域中心城镇及地方性小城镇是城乡之间联系的纽带 ,应积极建设 ,尤其是对一些工

业基础好 ,乡镇企业发达的县城中心城镇和地方小城镇要不断扩大规模 ,提高经济效益使其成为吸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场所。 这样天山北麓地区城镇体系就可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

五级层次完整、结构合理的金字塔型等级规模体系的基本框架。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的各级经济网络是各

级城镇体系的基础。按照城镇功能、辐射力和吸引力 ,天山北麓地区的中心城市可分为 4级:第一级为Ⅰ级经

济区 (新疆独立经济区 )中心城市 1个 (乌鲁木齐也兼所在次级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 ,第二级为 2个Ⅱ级经济

区的中心城市 (奎屯、乌鲁木齐 ) ,第三级为Ⅲ级经济小区的中心城市 2个 (博乐、石河子 ) ,第四级经济区基本

为县城和兵团的不设在城镇的师、团 (场 )部所在地。 这样该区域就可逐步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规模不等、各具

特点、符合社会生产地域分工要求的城镇体系网络。

根据该区域城镇数量和分布 ,该区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已形成“三组团”和“一轴线”的格局。“三组团”即

( 1)乌鲁木齐城镇组团 ,包括米泉、昌吉、阜康三市及乌鲁木齐县 ,是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带 ,工业应向产业的高

层次深加工发展 ,在重点发展煤炭、电力、石油化工、轻纺及钢铁、建材、机械、电子工业中强化地域分工协作 ,

同时借助乌鲁木齐这一特大城市加强卫星城市昌吉、米泉、阜康市的建设 ,使它们成为乌鲁木齐市产业向外

扩散的主要承担者 ,并积极扶持发展五家渠等小城镇 ; ( 2)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镇组团 ,包括石河子市、呼图

壁县、玛纳斯县和若干垦区镇 ,石河子所在的玛纳斯灌区是新疆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今后除积极发展电力工

业外 ,应着重发展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棉毛纺织、制糖食品加工业和造纸等轻工业 ; ( 3)以奎屯市、沙湾县、乌

苏市、克拉玛依市组成的城镇组团 ,是该区域最有发展潜力的城镇增长组团 ,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 ,奎屯地

处北疆交通枢纽的位置 ,平原区绿洲广阔 ,经济效益好 ,又与独山子、乌苏等城镇相邻 ,具有形成大区经济中

心的优越条件 ,今后应重点建设“大奎屯” ,使之成为西北疆中心城市。“一轴线”是指北疆铁路线 ,该地带城镇

密集 ,实力雄厚 ,是东联内地和沿海 ,西出国门进入中亚并进一步连通欧洲的交通大动脉 ,可发挥其经济技术

优势 ,壮大经济实力 ,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对全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该区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仍将在“三组团”、“一轴线”的基础上 ,沿着“点、线、面”模式逐渐展开在地域分

布上 ,应重点扶特条件较好的奎屯市 (含乌苏、独山子 ) ,扩大该组团的规模 ,增加辐射能力 ,使之发展为中等

城市进而发展为大城市来带动该区域中段经济发展 ,形成对乌鲁木齐市的反磁吸引 ,为形成全区域城镇合理

体系打下基础 ,通过合理组织三组团城镇的建设 ,促使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良好的城镇空间布局形态。

北疆铁路沿线—发展轴仍是今后中长期建设重点。 乌奎高速公路的开通 ,有助于强化这一主轴线 ,加强

城市间的联系。 今后应加快主轴线上基础较好的城镇建设 ,进而向东西两侧辐射带动整个轴线的一体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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