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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断裂点理论的南京经济腹地界定及层次划分

段七零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中心城市及其腹地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的热点。首先，构建多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城

市中心性强度，以此修正断裂点模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其次，结合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方法，勾勒南京与其经济区区

外竞争城市间的经济腹地范围和南京与区内周边城市间的经济腹地范围，并采取实证法对理论上的腹地范围进行

调整。最后，根据经济联系的强度，将南京经济腹 地 划 分 为６个 层 次。研 究 表 明：南 京 与 区 外、区 内 城 市 间 的 经 济

腹地，两者都呈“红桃心”的形状，但在前者经济腹地中，南京并不位于中心而是偏于东侧；而在后者经济腹地中，

南京基本位于中心位置。研究南京经济腹地的范围与层次，有利于南京经济区更科学合理的空间组织和加快长三

角地区向西北方向的空间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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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克 里 斯 泰 勒 提 出 中 心 地 理 论 以 来，中 心 城

市 及 其 腹 地 的 研 究 就 一 直 是 相 关 学 界 的 热 点。
在 国 外，研 究 主 要 集 中 于 城 市 与 腹 地 的 关 系、中

心 城 市 的 相 互 竞 争、中 心 地 理 论 的 扩 展 应 用 等３
方 面。如 Ｇ　Ｈａｕｇｈｔｏｎ从 可 持 续 发 展 角 度，构 建

了 城 市 与 腹 地 共 同 发 展 模 型，分 别 涉 及 城 市 的 自

我 增 长、重 构、外 部 依 赖 性 和 均 衡 发 展４方 面 内

容［１］；Ｎ　Ｇａｌｌｅｎｔ从 规 划 的 政 策 性 因 素 探 讨 将 腹 地

纳 入 城 市 规 划 范 围 的 合 理 性［２］；Ｍ　Ａ　Ｚｏｏｋ从 航

空 流 数 据 论 证 了 欧 洲 中 心 城 市 的 等 级 现 象［３］，Ｌ
Ｒｕｂａｌｃａｂａ－Ｂｅｒｍｅｊｏ认 为 信 息 化 对 欧 洲 城 市 体 系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并 从 博 览 会 给 城 市 带 来 的 积 极

影 响 对 此 进 行 论 证［４］；Ｓ　Ｏｐｅｎｓｈａｗ对Ｋ＝３的 中

心 地 理 论 和 空 间 相 互 作 用 模 型 进 行 验 证［５］；Ｔ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从 企 业 利 润 最 大 化 的 角 度，用 中 心 地 理

论 分 析 了 公 司 生 产 和 销 售 地 的 选 址 问 题［６］。国

内 学 者 则 从 中 心 城 市 和 腹 地 的 经 济 联 系 角 度，围

绕 城 市 经 济 腹 地、城 市 经 济 区、城 市 结 节 区 域 等

概 念 进 行 研 究。
划分城市经济腹地或经济区范围的方法很多，

但大致可归纳为实证法和数学模拟法两大类。
实证法，即根据区域不同地段与其附近各城市

之间各种流的联系的强弱程度来确定它们的归属。

例如：顾朝林运用各种流资料对济南城市经济区进

行了界定［７］；周一星采用各种流数据对改革开放条

件下的 中 国 经 济 区 进 行 了 划 分［８］。运 用 实 证 法 划

分，需要收集 大 量 的 实 际 资 料，并 要 求 选 择 代 表 性

强、准确性高、易统计、易比较的指标，从各种流量方

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数学模拟法，其主要依据是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赖利（Ｒｅｉｌｌｙ　Ｗ　Ｊ）、康 维 斯（Ｃｏｎｖｅｒｓｅ　Ｐ　Ｄ）、劳 里

（Ｌｏｗｒｇ　Ｉ　Ｓ）、埃萨德（Ｉｓａｒｄ　Ｗ）、威 尔 逊（Ｗｉｌｓｏｎ　Ａ
Ｇ）、胡夫（Ｈｕｆｆ　Ｄ　Ｌ）、拉 什 曼 南（Ｌａｓｈｍａｎａｎ　Ｔ　Ｒ）
和汉森（Ｈａｎｓｅｎ　Ｗ　Ｇ）等从不同角度对空间相互作

用及其区划进行了探讨。其中，康维斯建立的断裂

点理论最具有借鉴意义。由于数学模拟法在推导演

绎过程中抽 象 掉 了 一 些 影 响 城 市 辐 射 力 分 布 的 因

素，故划分的腹地范围与实际吻合稍差，需要运用实

证法对模拟结果进行校验、调整。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对断裂点模型中采用单一

人口指标作为城市规模予以修正，同时根据实际情

况对理论上界定的腹地范围进行调整。南京经济区

是我国长三 角 大 经 济 区 中 的 位 于 西 北 角 的 子 经 济

区，研究其经济腹地的范围与层次，有利于南京经济

区更科学合理的空间组织和加快长三角地区向西北

方向的空间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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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断裂点理论与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赖利（Ｒｅｉｌｌｙ　Ｗ　Ｊ）在１９３１年根据牛顿万有引力

定律，提出了“零售业引力法则”。康维斯（Ｃｏｎｖｅｒｓｅ　Ｐ
Ｄ）发展了赖利的理论，于１９４９年提出“断裂点”理论。
该理论将相邻两个城市间的吸引力达到平衡的点定

义为断裂点（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并给出计算公式［９］：

ｄＡ＝
ＤＡＢ

１＋ ＰＢ／Ｐ槡 Ａ

ｄＢ＝
ＤＡＢ

１＋ ＰＡ／Ｐ槡

烅

烄

烆 Ｂ

式中：ｄＡ、ｄＢ 分别为断裂点到两城的距离；ＤＡＢ
为两城的直线距离；ＰＡ、ＰＢ 分别为两城的人口。公

式中以城市人口表示城市的规模和吸引力，但是城

市的吸引力应体现为其综合实力。为此，需选取反

映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来定量评价。
关于断裂点的连接方法，学者们 进 行 了 不 少 探

讨。（１）过断裂点作垂线。因为多条垂线相交，往往

会形成若干个小的三角形区域，如何解决小三角区域

的归属问题以及图形生成都十分困难。（２）用平滑曲

线连接相邻断裂点。这种方法形成的图形具有很大

的任意性。（３）常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和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

方法。在匀质平面区域内，如果两个城市点的权重相

同，则构成常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如果它们的权重不同，那
么其吸 引 范 围 的 分 界 线 是 一 个 圆 弧，则 构 成 加 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１０］。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方法比较科学准确，
所以本文采用该方法来勾绘城市腹地范围。

２　城市中心性强度的评价

２．１　竞争城市的选择

为了界定南京城市经济腹地，首先应确定南京

与哪些城市之间进行断裂点的计算，即确定南京的

竞争城市。本文从经济联系的方向性出发，确定了

南京经济区的区外、区内两个层次的竞争城市。
倪鹏飞 确 定 了 中 国 现 有 的１６个 城 市 群［１１］，城

市群的经济联系代表了当今中国区域经济联系的总

体趋势。本 文 在 确 定 南 京 经 济 区 的 区 外 竞 争 城 市

时，主要按照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南京的经济距

离情况，同时尽量做到围绕南京的各个方向都有断

裂点。所以，选 择 上 海、杭 州、济 南、郑 州、武 汉、南

昌、西安、福州等８个区外竞争城市。
考 虑 到 南 京 是 江 苏 省 会 城 市 和 非 常 接 近 安 徽

省，所以选择江苏１２个地级城市以及临近的安徽省

滁州、马鞍山、巢湖、芜湖、合肥、宣城等作为南京的

区内竞争城市。

２．２　计算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值

依据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从四个

方面选取３５个指标建立评价城市中心性强度的指

标体系［１２］（表１）。运用基于ＳＰＳＳ软件的主成分分

析法，得到各城市的综合得分与排序（表２）。综合得

分反映的是城市之间综合实力的相对值，所以有的城

表１　城市中心性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Ｃ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指标大类 具体指标

经济发展
与效益

ＧＤＰ总 量、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地 方 财 政 收 入、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工 业 企 业 利 润 总 额、当 年 使 用 外 资
总额、非农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人均ＧＤＰ、人均工业 总
产值、百元总产值实现利润、百元资产利润、失业率

社会与科
教发展

市区总人口、市区非 农 业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比 重、最 低 生
活保障人数占总人 口 比 重、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科 研 教
育事业费占财政支 出 的 比 例、万 人 在 校 大 学 生 数、万
名职工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人数、万人医生数

居民生活
质量

人均工资总额、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人均生活用电量、
人均生活用水量、家庭用气普及率、移动电话用户数、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基础设施
与环境

建成区面积、邮电业务总量、万人拥有公汽台数、城市
道路面积、建成区绿化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生活
垃圾无害处理率、工业ＳＯ２ 去除率

表２　各城市的综合得分、中心性强度值与排序

Ｔａｂ．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ｏ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城市 综合得分 中心性强度值 排序 城市 综合得分 中心性强度值 排序 城市 综合得分 中心性强度值 排序

南京 ２．９１８　 ５．７４１　 ３ 扬州 －０．５４２　 ２．２８１　 １７ 常州 ０．３５１　 ３．１７４　 １３
上海 ５．４３２　 ８．２５５　 １ 镇江 －０．５３１　 ２．２９２　 １６ 无锡 １．０３５　 ３．８５８　 １１
杭州 ３．１８６　 ６．００９　 ２ 徐州 ０．１７０　 ２．９９３　 １４ 苏州 ２．５３２　 ５．３５５　 ７
西安 ２．５２６　 ５．３４９　 ８ 连云港 －０．８３６　 １．９８７　 １９ 滁州 －１．８２３　 １．０００　 ２７
济南 ２．５７５　 ５．３９８　 ６ 宿迁 －１．７０５　 １．１１８　 ２４ 马鞍山 －１．５８８　 １．２３５　 ２３
郑州 ２．３０７　 ５．１３０　 ９ 淮安 －１．２３５　 １．５８８　 ２０ 巢湖 －１．７７１　 １．０５２　 ２５
南昌 １．７６７　 ４．５９０　 １０ 盐城 －１．２４３　 １．５８０　 ２１ 芜湖 －１．５４９　 １．２７４　 ２２
武汉 ２．６８８　 ５．５１１　 ４ 南通 －０．４４５　 ２．３７８　 １５ 合肥 ０．９５２　 ３．７７５　 １２
福州 ２．６６９　 ５．４９２　 ５ 泰州 －０．６３１　 ２．１９２　 １８ 宣城 －１．７９３　 １．０３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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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得分为负值。为此，需要进行数据转换，使其全

部为正值（即中心性强度值）。为了尽量保证原数据

列的大小次序特征，我们选取与原数据列区间长度

相同的映射区间［１，８．２５５］进行数据线性变换。

３　断裂点的测算与腹地范围的勾画

鉴于数据的易得性，我们采用城市间的直线距离

（数据来源于ｈｔｔｐ：／／ｍａｐ．ｓｏｇｏｕ．ｃｏｍ）。将城市中心性

强度值代入断裂点公式，计算得到南京与区外８个城

市间的断裂点以及南京与区内周边８个地级城市间的

断裂点（表３）。以城市中心性强度为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发生

元的权值，给出南京经济腹地范围（图１和图２）。

表３　断裂点到南京的距离（ｋｍ）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Ｎａｎｊｉｎｇ
城市 竞争城市 直线距离 断裂点距离

南京

上海 ２６８．５８６　 １２２．１３３
济南 ５３８．０８６　 ２７３．１８６
郑州 ５６５．４１５　 ２９０．６５９
西安 ９４８．７９４　 ４８２．７８４
武汉 ４５６．６４１　 ２３０．６５４
南昌 ４６９．２６０　 ２４７．７４１
福州 ６６７．１０２　 ３３７．２４８
杭州 ２３６．８６９　 １１７．０８４

南京

扬州 ６９．０７６　 ４２．３６９
镇江 ６４．１４９　 ３９．３１１
常州 １１３．８３１　 ６５．２８７
宣城 １２４．３３７　 ８７．３４２
马鞍山 ４８．７０２　 ３３．２６９
巢湖 ９８．４２３　 ６８．９２０
合肥 １５０．４２０　 ８３．０６４
滁州 ５２．６４７　 ３７．１４５

图１　基于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南京与区外竞争

城市间的经济腹地

Ｆｉｇ．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ｏｒｏｎｏｉ　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２　基于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南京与

周边城市间的经济腹地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ｏｒｏｎｏｉ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　腹地范围的修正与分布特点

４．１　腹地范围的修正

由 于 断 裂 点 方 法 是 假 定 两 城 市 之 间 为 匀 质 区

域，这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所以我们采取实证法根

据经济联系、行政区划、自然因素等情况，对模拟法

界定的腹地范围进行修正（表４）。

表４　修正前后的南京经济腹地范围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的腹地范围 修正后的腹地范围 两者的比较

地
级
市

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徐
州、宿 迁、淮 安、杭 州 市 西
南部、马鞍山、芜湖、铜陵、
宣城、黄山、巢湖、合肥、滁
州、淮 南、阜 阳、蚌 埠、淮
北、宿 州、池 州、安 庆 市 大
部 分、六 安、信 阳 市 大 部
分、驻马店市、周口市东南
部、亳州市大部分

南 京、扬 州、镇
江、泰 州、徐 州、
宿迁、淮安、马鞍
山、芜 湖、铜 陵、
宣 城、黄 山、巢
湖、合 肥、滁 州、
淮 南、阜 阳、蚌
埠、淮 北、宿 州、
六安、亳州

－常州
＋泰州
－杭州市西南部
－池州
－安庆市大部分
－信阳市大部分
－驻马店市
－周口市东南部
＋亳州市区

注：“＋”表示增加，“－”表示去除．

南京－上海：断 裂 点 在 常 州 武 进 区 境 内 的 偏 东

处，依此将整个常州市划入南京经济腹地。但实际

上常州接受上海市的辐射更多，且苏锡常是一个整

体，所以将常州市归入上海市经济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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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杭州：断裂 点 位 于 江 苏 宜 兴 市、安 徽 广 德

县、浙江长兴县的交界处，这符合南京与杭州间经济

腹地划分的实际，不需修正。
南京－福州：断裂点在浙江衢州市龙游县境内的

偏北处，依此杭州市西南部地区属于南京经济腹地，
但实际并非如此。杭州的综合实力高于南京，且考

虑到杭州市整体性，所以整个杭州市回归杭州经济

腹地。
南京－南昌：断裂 点 在 安 徽 池 州 市 东 至 县 境 内，

依此池州市划入南京经济腹地。但实际上整个池州

市由于地理位置靠近缘故接受昌九经济区的辐射更

多，所以归入南昌经济腹地。
南京－武汉：断裂 点 位 于 六 安 市 霍 山 县 境 内，依

此六安市属于南京经济腹地。这符合南京与武汉间

经济腹地划分的实际，不需修正。
南京－西安：断 裂 点 位 于 河 南 驻 马 店 市 西 平 县

境内的偏西处，依 此 驻 马 店 市 归 入 南 京 经 济 腹 地。
这不符合实际。驻 马 店 市 与 其 所 在 省 的 省 会 郑 州

市之间有京广铁 路、京 珠 高 速 相 通，且 只 有２３０多

ｋｍ的路程，比 南 京 到 驻 马 店 的 路 程 少 得 多；再 者

郑州作为中原城 市 群 的 核 心，正 在 日 益 强 大，其 影

响范围不 断 扩 展，所 以 将 驻 马 店 市 归 入 郑 州 经 济

腹地更符合实际。
南京－郑州：断裂点位于安徽亳州市的市区与其

东侧涡阳县的交界处，依此亳州市大部分地区属于

南京经济腹地。虽然亳州城市位于南京腹地之外，
但考虑地级市整体性，将整个亳州市都归入南京经

济腹地。
南京－济南：断裂 点 位 于 徐 州 邳 州 市 境 内，依 此

徐州市属于南京经济腹地。这符合南京与济南间经

济腹地划分的实际，不需修正。
另外，从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上勾画的圆弧来看，南

京经济腹地的范围仍需调整。依据圆弧范围，安庆

市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京经济腹地，但实际上安庆紧

邻昌九经济区，受南昌的辐射较大，故而将整个安庆

市归为南昌经济腹地较为合理。依据圆弧范围，河

南信阳市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京经济腹地，但由于信

阳城市并不在腹地范围之内，且紧邻武汉经济区，所
以将整个 信 阳 市 归 入 武 汉 经 济 腹 地。依 据 圆 弧 范

围，河南周口市东南地区属于南京经济腹地，但考虑

地级市的完整性和交通距离的远近，将整个周口市

划为郑州经济腹地更符合实际。根据圆弧范围，泰

州市位于南京经济腹地之外，但泰州十多年前才从

扬州市分离出去，且由于宁启铁路的开通，使得泰州

接受宁镇扬经济圈的辐射较大，所以将其归入南京

经济腹地。

４．２　南京经济腹地的分布特点

从图１可看出，南京与其经济区区外城市间的

经济腹地，大致呈现为“红桃心”的形状，但南京并

不位于腹地的中心，而是偏在东侧。即腹地大部分

位于南京以西的广大安徽省境内，而南京以东的江

苏省只有５个地区属于南京经济腹地，其余６个地

区却在上海经济腹地之内。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

一是上海的综合实力太大，辐射能力非常强，使得江

苏大多地区成为其经济腹地；二是南京虽然是江苏

省会城市，但其位置太偏于江苏西南；三是作为安徽

省会城市的合肥，其实力较弱，使得安徽很大部分都

成了南京的经济腹地。所以，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时，有必要考虑各大城市经济腹地的分布情况。
图２显示南京与区内周边城市间的经济腹地，

也大致呈现“红桃心”的形状，而且南京基本上处

于腹地中心位置。腹地范围包括南京市区和其郊县

高淳县、溧水县以及镇江句容市、扬州仪征市、安徽

马鞍山市、巢湖和县、滁州全椒县，这一范围与南京

日常交通圈基本一致。

５　南京经济腹地的层次划分

周一星将经济腹地划分为中心城市、核心区、紧
密腹地、次紧密腹地、竞争腹地和边缘腹地等层次［８］；

孙娟将经济腹地分为直接影响圈、间接影响圈、泛影

响圈等３个层次［１３］；陈联将经济腹地划分为核心影

响区、直接腹地、间接腹地、经济协作圈、泛经济影响

区等层次［１４］。根据经济联系的强度，借鉴前人研究

成果［１５］，将南京经济腹地划分为６个层次（图３）。

图３　城市经济腹地的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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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　即 中 心 城 市 的 主 城 区，包 括 南 京 的６
个区：鼓楼区、玄武区、建邺区、白下区、秦淮区和下

关区。
日常腹地　即 中 心 城 市 的 近 郊 区。日 常 腹 地

与核心区都是中 心 城 市 的 日 常 生 活 圈。日 常 腹 地

与核心 区 的 距 离 很 近，经 济 联 系 非 常 密 切。包 括

南京市的 栖 霞 区、雨 花 台 区、浦 口 区、江 宁 区 和 六

合区。
直接腹地　包括中心城市的郊县（市），或者距

离较近的其它地级市下辖的少数县（市），或者受中

心城市辐射较强的距离较近的地级城市的主城区。
直接腹地与核心区距离较近，经济联系比较密切而

且是直接联系。包括南京的高淳县、溧水县、镇江句

容市、扬州仪征市、滁州全椒县、巢湖的和县，以及扬

州、镇江、泰 州、淮 安、宿 迁、徐 州、马 鞍 山、滁 州、芜

湖、巢湖等城市的主城区。
间接腹地　包括距离较近的地级城市的腹地和

距离中等的地级市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距离较远的地

级城市的主城区。间接腹地与核心区距离稍远，两

者发生着间接的经济联系。包 括 扬 州、镇 江、泰 州、
淮安、宿迁、徐州、马 鞍 山、滁 州、芜 湖、巢 湖 等 城 市

的腹地，以 及 铜 陵、宣 城、合 肥、淮 南、蚌 埠 等 市 的

大部分地区和黄 山、六 安、阜 阳、淮 北、宿 州 等 城 市

的主城区。
边缘腹地　处于经济区边缘的一些地区。虽然

与核心区发生着经济联系，但由于一些原因（例如地

形上的阻碍、交通上的不便、文化上的差异等）使两

者间的经济联系受到较大限制，联系总量偏小。淮

北、阜阳、黄山、亳州、六安等市的一些地区就属于这

种情况。
竞争腹地　处于两个同等级城市经济区之间的

重合地区。两个经济区借助各自中心城市实力的此

消彼涨而影响这些地区的归属。例如，苏西北的徐

州、皖北的淮北、皖西北的亳州和阜阳、皖西的六安、
皖南的池州和黄山等市的一些地区。

城市发展取决于其与经济腹地互动一体化的程

度。因此，南京应加快向日常腹地（即近郊区）的空

间扩张，将溧水、高淳、句容、仪征、全椒、和县、马鞍

山等直接腹地纳入其空间发展规划；同时，南京应加

强与间接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克服与边缘腹地之

间的交流障碍，争取将竞争性腹地变成自己稳定的

腹地范围。

６　结论与讨论

构建多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

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值，以此修正断裂点模型中的城

市人口指标。结合加 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勾 画 南 京 与 其

经济区区外竞争城市间的经济腹地范围和南京与区

内周边城市间的经济腹地范围。鉴于断裂点理论的

假定是两城市之间为匀质区域，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故而采取实证法对腹地范围进行调整。研究表明：
南京与区外竞争城市间的经济腹地和南京与周边城

市间的经济腹地，两者都大致呈现“红桃心”的形

状。但在前者经济腹地中，南京并不位于中心，而是

偏于东侧，腹地范围覆盖安徽省大部分地区；而在后

者经济腹地中，南京大致位于中心位置，其范围与南

京日常交通圈基本一致。
根据经济联系的强度，将南京经济腹地划分为

核心区、日常腹地、直接腹地、间接腹地、边缘腹地和

竞争腹地等６个层次。南京应加快向日常腹地的空

间扩张，将溧水、高淳、句容、仪征、全椒、和县、马鞍

山等直接腹地纳入其空间发展规划；同时，南京应加

强与间接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克服与边缘腹地之

间的交流障碍，争取将竞争腹地变成自己稳定的腹

地范围。
许多学者在运用引力模型或势能模型时，都采

用交通距离或时间距离或成本距离来修正两点间的

直线距离。这样一来，一方面可扩展模型的应用领

域，另一方面可使计算结果更 符 合 实 际 情 况。那 么

断裂点模 型 中 的 直 线 距 离 可 否 用 其 它 距 离 代 替？

如果可以，那 么 断 裂 点 是 画 在 两 城 市 间 的 交 通 线

上，还是 仍 画 在 两 城 市 间 的 直 线 上？ 这 值 得 探 讨

与研究。另 外，虽 然 本 文 对 理 论 腹 地 范 围 进 行 了

修正，但是关于修 正 的 原 则 和 标 准 依 据，文 中 并 没

有详细说明。所以 在 腹 地 范 围 的 验 证、调 整 方 面，
有待于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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