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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 年 4 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

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 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

状分析，采用湘鄂赣 3 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 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

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 ①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 3 大省

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

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 ②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

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 ③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

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

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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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群已经

发展成为我国吸纳流动人口和集聚新增人口的主要

地区，并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过

程，对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承载人口就业以及

提升城镇化水平起到重要作用［1］。城市群人口与

经济发展平衡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直接影响着我

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层次和格局提升，城市群人口分

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程度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缩

小区域发展差距及平衡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2］。
人口分布是指人口过程在地理时空的表现形

式，即人 口 分 布 现 象 在 空 间 和 时 间 上 的 集 散 程

度［3］。针对人口分布问题，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一

系列的研究成 果。例 如，自 1950 年 以 来，国 外

学者提出了如克拉克模型［4］、正态密度模型［5］、
指数模型［6］、城市人口密度多核心模型［7］等一系

列重要的理论模型，形成了理论与实证、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实际

情况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如我

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口分布

的“胡焕庸线”。通过分析近年国内学者关于人口

分布的研究文献，发现: ①在研究区域上，多为

全国［8，9］、省域之间［10］以及省内［11，12］的人口分布

研究，仅有少量针对城市群区域［13～ 15］的研究; ②
在研究方 法 上，随 着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GIS 空间统计分析方

法日益被应用于人口分布研究，以更加直观、形象

地展示人口分布的空间集聚与演化过程［8～15］。
城镇化 格 局 是 人 口 分 布 研 究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
2020 年) 》发布，城镇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优化



与重构成为当前阶段国家战略决策的重点领域之

一［16］。据统计，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年末常

住人口为 1. 21 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55%，高于

全国 54. 77%的平均水平。2015 年 4 月国务院正

式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长江

中游城市群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我国当前

对城镇人口的界定，城镇人口主要由分布在“城

市”和“镇”的两部分人口构成。然而，目前各省

份统计年鉴数据中大多只统计了非农人口，对城

镇人口的统计较为缺乏，而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作为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反映人口城镇化的真

实水平，也无法分析人口的“城”“镇”分布变化。
人口普查数据是反映我国人口情况最全面和权威

的统计数据，是揭示中国城镇化格局的重要数据

来源［17，18］。本文在回顾了 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

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现状的基础上，利用第

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城－镇－乡的常住人

口数据，从人口总量、人口密度、人口城镇化等

角度分析 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

与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以揭示长江中

游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为该区域制定合

理的人口政策，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以及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提供重要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域

2015 年 4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江中游城市

群发展规划》，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包括:

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

市、咸 宁 市、仙 桃 市、潜 江 市、天 门 市、襄 阳

市、宜昌市、荆州市、荆 门 市，湖 南 省 长 沙 市、
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

阳市、娄底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

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

及抚州 市、吉 安 市 的 部 分 县 ( 区) ，国 土 面 积 约

31. 7×104 km2，201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 万亿

元，年末 总 人 口 1. 21 亿 人，分 别 约 占 全 国 的

3. 3%、8. 8%、8. 8%［19］。综合考虑《规划》及 数

据可获取性，本研究选择长江中游城市群所涵盖

的 28 个地级市和 3 个县级市作为研究单元，共计

31 个研究单元。
1. 2 数据来源

1990、2000 和 2010 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湘

鄂赣 3 省 第 四、五、六 次 人 口 普 查 资 料 中“城 －
镇－乡”的常住人口数据，2014 年的常住人口和

人口 城 镇 化 率 的 数 据 来 源 于《湖 南 省 统 计 年 鉴

2015》、《江西省统计年鉴 2015》和《湖北省统计

年鉴 2015》及 2014 年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 公 报。由 于 在 此 期 间 存 在 区 划 调 整 的 情

况，为了保持数据的统一性，本文将其他 3 个年

份的数据按 2010 年人口普查中的行政区划体系

进行调整，然后运用 ArcGIS 软件将各年份的人口

数据与行政区域矢量图相匹配，建立长江中游城

市群人口空间数据库。另外，本文涉及的 GDP、
土地面积以及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

《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江西

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2. 1 人口密度及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插值模拟

传统的以地级市行政单位为图斑单元进行分

级制图的 空 间 表 达 虽 有 助 于 揭 示 数 值 的 空 间 差

异，但其差异边界不够明显，直观性略差［20］。因

此，为更有效展现和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

布和城镇化的格局及演变趋势，将数值赋予以地

市为单元的图斑中心点，然后采用 ArcGIS 中的空

间插值 法 进 行 空 间 化 处 理。空 间 插 值 方 法 有 多

种，其中常用于人口分布的有克里金法和反距离

法。通过插值模拟和比较，反距离法的拟合效果

最好，误差最小( 图 1 ) ，因此选择反距离法进行

插值模拟和分析。
2. 2 人口分布结构指数

为研究某区域人口分布的集聚或分散趋势，常

采用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数、集中指数等人口分布结

构指数来模拟和衡量，二者的计算公式分别为［21］:

U =
∑ n

i = 1
槡2
2

( xi － yi )[ ]
2

n槡 ( 1)

C = 1
2∑

n

i = 1
| xi － yi | ( 2)

式中: U 为 不 均 衡 指 数; C 为 集 中 指 数; n
为研究单元个数; xi 为第 i 单元人口与研究区域

总人口的比值; yi 为 i 单元国土面积与研究区域总

国土面积的比值。U 和 C 值越大，表示人口分布越

集中; U 和 C 值越小，则表示人口分布越均衡。
人口分布往往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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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要求人口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

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反映在人口分布

方面，即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协同发展，人口分布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22］。因

此，构造人口－经济分布协调度指标: 人口－经济

分布协调偏离度指数( Ｒ) ［22］，即:

Ｒ = ∑ n

i = 1
xi( GPＲi － 1)槡 2 ( 3)

式中: xi 为第 i 单元人口与研究单元总人口的

比值; GPＲi 为 i 单元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占整个研

究区域比重的比值。Ｒ 越大，表示人口与经济分布

越不协调，人口集中趋势与经济集中趋势越不一致。

3 结果与分析

3. 1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发展现状

3. 1. 1 人口总量现状

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31 个地市总人口约

为12 718. 19 万人，区域内人口分布不均且差异

较大。从各市人口总量来看，人口最多的武汉市

( 1 033. 8 万人) 是 人 口 最 少 的 潜 江 市 ( 95. 44 万

人) 的 10. 83 倍; 从人口规模等级来看，长江中

游城市群城市规模集中在 200 ～ 1 000 万人之间，

其中 200 ～ 500 万的城市数量为 12 个，人口占城

市群的 35. 77%，500 ～ 1 000 万的城市数量有 10
个，人口占城市群的 48. 02%，而人口在 1 000 万

以上的城市仅武汉一个，200 万以下的城市数量

为 8 个，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江中游

城市群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大城市。
3. 1. 2 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

人口密度是人口总体分布情况的一种主要表现

形式。2014 年 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整 体 人 口 密 度 为

363. 49 人 /km2，从人口密度分布图 ( 图 2 ) 可见，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人口

密度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武汉、长沙及南昌 3 个

地区，其中武汉( 1 217. 09 人 /km2 ) 的人口密度最

高，其次是南昌 ( 707. 94 人 /km2 ) ，长沙 ( 618. 78
人 /km2 ) 则略低于鄂州( 664. 24 人 /km2 ) 位于第四;

低值区域则位于城市群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区域，人

口密度最低的为吉安( 193. 06 人 /km2 ) 。

图 1 两种插值方法的人口密度插值结果比较

Fig. 1 Contrast of Ｒesults for Population Density by Spatial Interpolation of Kriging and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 IDW)

图 2 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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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0～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

Tab. 1 Total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Dens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During 1990－2010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总人口增减量( 万人)

1990～ 2000 年 2000～ 2010 年

人口密度( 人 /km2 )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南昌市 378．39 433．17 504．26 54．78 71．09 511．20 585．20 681．24
景德镇市 134．35 145．34 158．75 10．99 13．41 255．61 276．52 302．03
萍乡市 160．55 172．47 185．45 11．92 12．98 419．85 451．03 484．97
九江市 406．39 440．12 472．88 33．73 32．75 215．90 233．82 251．22
新余市 97．33 107．18 113．89 9．86 6．71 306．25 337．26 358．36
鹰潭市 94．24 102．71 112．52 8．46 9．81 264．73 288．50 316．06
吉安市 415．32 436．09 481．03 20．77 44．94 164．27 172．48 190．26
宜春市 466．10 507．98 541．96 41．88 33．98 249．66 272．10 290．30
抚州市 331．20 357．24 391．23 26．04 33．99 175．98 189．82 207．88
上饶市 579．74 597．77 657．97 18．02 60．21 254．37 262．28 288．70
武汉市 690．31 831．27 978．54 140．96 147．27 812．71 978．66 1 152．04
黄石市 213．83 247．75 242．93 33．92 －4．81 466．26 540．22 529．72
宜昌市 392．37 414．93 405．97 22．56 －8．96 186．10 196．80 192．55
襄阳市 515．53 565．87 550．03 50．34 －15．84 261．37 286．90 278．86
鄂州市 90．64 102．33 104．87 11．69 2．54 568．65 641．96 657．88
荆门市 265．15 297．08 287．37 31．93 －9．72 213．77 239．51 231．67
孝感市 447．90 499．25 481．45 51．35 －17．80 502．69 560．33 540．35
荆州市 593．15 628．00 569．17 34．85 －58．83 420．91 445．64 403．90
黄冈市 650．45 710．90 616．21 60．45 －94．70 372．60 407．23 352．99
咸宁市 242．11 270．07 246．26 27．96 －23．81 245．52 273．87 249．73
仙桃市 137．12 147．41 117．51 10．29 －29．90 540．25 580．80 463．00
潜江市 87．39 99．24 94．63 11．85 －4．62 436．07 495．23 472．19
天门市 150．66 161．37 141．89 10．72 －19．48 574．59 615．46 541．16
长沙市 549．22 613．87 704．10 64．65 90．22 464．81 519．53 595．88
株洲市 347．57 358．18 385．71 10．61 27．53 309．04 318．47 342．94
湘潭市 262．54 267．21 275．22 4．66 8．01 523．52 532．82 548．79
衡阳市 644．80 678．49 714．83 33．69 36．35 421．47 443．49 467．24
岳阳市 478．45 501．14 547．61 22．69 46．47 317．13 332．17 362．97
常德市 569．02 574．09 571．46 5．06 －2．63 312．82 315．61 314．16
益阳市 426．80 430．91 430．79 4．11 －0．12 351．45 354．84 354．74
娄底市 367．74 378．32 378．46 10．58 0．14 453．05 466．09 466．26
合计 11 186．38 12 077．77 12 464．94 891．39 387．17 319．71 345．19 356．25

从图 2 可见，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

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城镇化水平较高

的 区 域 主 要 为 湖 北 的 武 汉 ( 79. 36% ) 、鄂 州

( 63. 58% ) 和 黄 石 ( 60. 88% ) ， 湖 南 的 长 沙

( 72. 34% ) 、株洲( 61% ) 和湘潭( 56. 55% ) ，以及

江西 的 南 昌 ( 70. 86% ) 、新 余 ( 67. 43% ) 、萍 乡

( 64. 61% ) 和景德镇( 62. 28% ) ，而城市群西南一

侧的常德、益阳和娄底以及东南一侧的吉安、抚

州和宜春的城镇化率则较低。
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

局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多核心”空间结构( 图

2) ，为进一步探讨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演化过

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文章接下来将利用 1990、
2000 和 2010 年的 3 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一步

对该区域人口分布、城镇化发展及其在空间上的

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以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

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为该区域城镇化发展提供

参考。
3. 2 1990～2010 年人口分布格局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3. 2. 1 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各市人口增长幅度差

异明显

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不断增

长，31 个地市总人口由 1990 年的11 186. 38万人

增至 2010 年 的12 464. 94万 人，增 加 了1 278. 56
万人。由表 1 可知: ①不同时段的人口总量变化

呈 现 不 同 特 点。1990 ～ 2000 年， 总 人 口 增 加

891. 39 万 人，增 长 8%，约 为 2000 ～ 2010 年 的

2. 3 倍，且 31 个 城 市 均 为 正 增 长; 2000 ～ 2010
年，总人口仅增长 3. 21%，增长速度减缓，同时

出现一些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②各城市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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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幅度差异显著，人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地域集

中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武汉、长沙和南昌的人口

增幅较大，而其他地市的增幅较小。2000 ～ 2010
年，武汉、长沙和南昌人口增长最多，其总人口

分别增加 288. 23、154. 87 和 125. 87 万人，而湖

北省除武汉和鄂州以外的其他地市均出现人口负

增长现象，其中以荆州、黄冈、仙桃和天门的人

口负增长现象最为明显。人口迁移是导致区域人

口减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除武汉和长沙属于

人口净迁入地区 外，宜 昌、岳 阳、株 洲、萍 乡、
南昌、九江等地属于人口迁入迁出相对均衡的城

市，其余各城市均为人口净迁出地区。
3. 2. 2 区域人口分布不均衡，整体呈集中趋势

运用人口分布结构指数分析 1990 ～ 2010 年长

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的集散趋势。从人口分布

结构指数来看( 表 2) : ①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人口

分布结构指数不断上升，其中不均衡指数由 1990
年的 0. 009 86 升 至 2010 年 的 0. 011 179; 集 中

指 数 由 1990 年 的 0. 163 225 升 至 2010 年 的

0. 166 301。两项指数的不断增加，表明长江中游

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整体呈集中趋势。由表

1 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不断向武汉、长沙

和南昌 3 大 中 心 城 市 集 聚: 1990 ～ 2010 年，武

汉、长沙和南昌 3 个城市人口增加总量占城市群

人口增 加 量 的 比 重，由 2000 年 的 40. 43% 增 至

2010 年的 64. 2% ; 同时 3 个城市的总人口占城市

群总人 口 的 比 重 由 1990 年 的 14. 46%增 至 2010
年的 17. 54%。②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经济协调

偏离度指数不断增加，由 1990 年0. 323 154增至

2010 年的0. 537 798，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不一

致的趋势日益显著。通过研究发现，总体上长江

中游城市群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
3. 2. 3 人口密度分布的“多核心”结构日趋显现

1990 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密度不断增

表 2 1990～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

分布相关指数变化情况

Tab. 2 Chang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dex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During 1990－2010

年份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不均衡指数 0．009 936 0．010 558 0．011 179
集中指数 0．163 225 0．165 020 0．166 301
人口－经济分布偏离度指数 0．323 154 0．458 869 0．537 798

长，由 1990 年 的 319. 71 人 /km2 增 至 2010 年 的

356. 25 人 /km2( 表 1) 。其中，1990 ～ 2000 年是长

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密度的快速增长期，人口集聚

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期间总人口增加 891. 39 万

人; 2000 ～ 2010 年，人口密度仅增加 11. 06 人 /
km2，增速减缓，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集聚能

力的减弱。
依据人口密度大小，将其划分为 4 个等级，

并统计 1990、2000 和 2010 年各类型区的人口数

量及其比重( 表 3) : 高度集聚区( 人口密度≥800
人 /km2 ) 、中度集聚区( 人口密度为 400 ～ 800 人 /
km2 ) 、低 度 集 聚 区 ( 人 口 密 度 为 200 ～ 400 人 /
km2 ) 和稀疏区( 人口密度为 0 ～ 200 人 /km2 ) 。从

表 3 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密度类型呈“中

间大，两头小”的特点，具体为: ①高度集聚区

一直为武汉市，集聚程度逐渐增加，其人口占区

域总人口比重由 1990 年的 6. 17%增至 2010 年的

7. 85% ; ②稀疏区由 1990 年的吉安、抚州和宜昌

减少为 2010 年的吉安、抚州，其人口占区域总

人口 比 重 由 1990 年 的 10. 18% 减 至 2010 年 的

7. 12% ; ③其余各市为低度集聚区和中度集聚区，

其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由 1990 的 83. 65%增

至 2010 年的 85. 03%。
1990 ～ 2010 年，各 地 区 人 口 密 度 增 减 变 化

差异显著，具体 为: ①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中 心 城

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不断提高，武汉、长沙和南昌

的人口密度分别增长 41. 75%、28. 2%和 33. 26% ;

表 3 1990～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市人口密度分级情况统计分表

Tab. 3 Statistics of Clas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During 1990－2010

人口密度
类型区划分

1990 年

城市个数
人口

( 万人)
人口比重

( % )

2000 年

城市个数
人口

( 万人)
人口比重

( % )

2010 年

城市个数
人口

( 万人)
人口比重

( % )

高度集聚区 1 690．31 6．17 1 831．27 6．88 1 978．54 7．85
中度集聚区 13 4 083．94 36．51 14 5 139．78 42．56 13 4 514．77 36．22
低度集聚区 14 5 273．24 47．14 13 4 898．44 40．56 15 6 084．64 48．81
稀疏区 3 1 138．89 10．18 3 1 208．26 10 2 872．26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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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形成了以湖北的鄂州、黄石，湖南的湘潭、衡

阳、株洲和江西的萍乡、新余、宜春为核心的 3
大人口密度较快增长区域; ③各市人口密度总体

呈上升趋势，但同时存在部分出现人口密度下降

的地区，如湖北的荆州、黄冈、仙桃、天门，其

中以仙桃市最为显著，人口密度下降 14. 3% ; ④
同 1990 ～ 2000 年相比，2000 ～ 2010 年江西的各城

市人口密度依旧保持增长趋势，湖南的常德、益

阳，除武 汉、鄂 州 之 外 的 湖 北 其 余 地 市 均 为 下

降。已有 研 究 表 明，2010 年 湖 北 省 总 人 口 比

2000 年减少 227. 12 万人，人口减少的地区主要

为中部和西部地区［23］; ⑤截至 2010 年，人口密

度的高值区域主要为武汉、长沙和南昌 3 大中心

城市，人口分布格局已经由 1990 年的“单核心”
结构发展为“多核心”空间结构，形成了多个核

心－边缘空间集聚区域( 图 3) 。
3. 3 1990 ～ 2010 年城镇化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

1990～ 2010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镇

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 1990 年的

24. 96%增至 2010 年 的 48. 69%。美 国 城 市 地 理

学家纳瑟姆发现了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特征，

将城市化发展划分为 3 阶段: 城市化初期( 城镇

化率低于 30% ) 、城市化中期( 城镇化率为 30% ～
70% ) 和城市化后期( 城镇化率大于 70% ) 。按此

标准，199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还处于

起步阶段，经过 20 a 的发展，城市群城镇化发展

进入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并且即将达到 50%的发

展拐点，机遇与挑战并存［24］。
3. 3. 1 人口“城”“镇”分布特征

根据我国当前对城镇人口的界定，城镇人口

主要由分布在“城市”和“镇”的两部分人口构成。
因此，研究城镇化问题中的人口“城”“镇”结构变

化，往往是我们深入了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内

在特点的关键所在。由图 4( a) 可知，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人口的分布呈现出由城区

人口占主导向城区与镇区人口相近的特点。从人

口绝对数量来看，1990 年城市人口为2 191. 28万

人，占城镇人口的 75. 36%，镇人口为 716. 34 万

人，占城镇人口的 24. 64% ; 到 2010 年，城市人

口占城镇人口的比例下降为 54. 39%，镇人口占

城镇人口的比重则上升至 45. 61%。从对城镇人

口增加的贡献来看，1990 ～ 2010 年城市人口增加

对城镇化 的 贡 献 在 减 小，镇 人 口 增 加 对 城 镇 化

的贡献不断增加。从图 4( b) 中可以看出，2000 ～

图 3 1990～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密度及其变化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ts Chang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During 1990－2010

图 4 1990～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人口分布情况

Fig. 4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During 19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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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城市人口增加占城镇人口增加的比重 为

24. 74%，相比 1990 ～ 2000 年减少了将近 24 个百

分点，而镇人口增加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则由 1990
～ 2000 年 的 51. 66%% 增 至 2000 ～ 2010 年 的

75. 26%，增加了 23. 6%，对城镇化的 贡 献 显 著

提高，由此说明这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镇人口扩

张对城镇化的作用不断增强，城镇化发展呈现以

人口“镇”化为主要驱动力的特征。
3. 3. 2 城镇化格局及其变化

1990 年城镇化格局。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据计算得 199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城镇化率

为 24. 96%，处于城市化初期阶段。从空间分布

来看，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域分布在武汉、鄂

州和黄石等地区，湖南与江西除了省会城市城镇

化率较高以外，其他地市城镇化水平均较低; 城

镇化水平呈现出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和以武鄂黄

为高值中心的单核心分布格局( 图 5) 。
2000 年城镇化格局。2000 年 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人口城镇化率 35. 42%，步入城市化中期发展

阶段。在空间分 布 上，与 2000 年 相 比，武 鄂 黄

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长沙、南昌和景

德镇的城镇化率都在 45% ～ 50%之间，同时出现

了 襄 阳、宜 昌、仙 桃、咸 宁、湘 潭、株 洲、新

余、宜春等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 城镇化率提高

10% ～20% ) ，城镇化低水平区域范围缩小，主要

分布在城市群的西南和东南两侧( 图 5) 。
2010 年城镇化格局。2010 年 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整体人口城镇化率 48. 69%，各市城镇化水平

进一步提升，空间差异显著，武汉城镇化水平最

高( 77. 07% ) ，黄 冈 城 镇 化 水 平 最 低 ( 34. 8% ) ，

二者相差 32. 13 个百分点。空间分布上，武鄂黄

地区依然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湖南的长沙

( 67. 09% ) 、株 洲 ( 56. 48% ) 和 湘 潭 ( 50. 11% ) ，

以及江西的南昌( 65. 71% ) 、新余( 61. 57% ) 、萍

乡( 59. 17% ) 和景德镇( 56. 4. 31% ) 等地区的城镇

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城市群的西南和东南两侧则

是城镇化率的低值区域( 图 5) 。
1990 ～ 2010 年城镇化格局变化。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

化格局由“单核心”结构发展为“多核心”空间结

构，城镇 化 水 平 呈 现 出 由 中 心 向 外 围 扩 散 的 特

征; 截至 2010 年，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

分布在长江沿岸以及京广、浙赣沿线地区，反映

出交通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城市群西

南一侧的常德、益阳和娄底和东南一侧的吉安、
抚州和宜春以及中部“绿心”地区受自然环境因素

的影响，其城镇化水平较低。
3. 4 与全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变

化对比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
城镇化格局与全国及其他城市群的异同情况，文

章简要分析了 1990 ～ 2010 年该区域与全国和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的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的

分布情况。

图 5 1990～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During 1990－2010

从 数 量 变 化 来 看 ( 表 4 ) : ①1990、2000 和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比重分别为 9. 89%、9. 73%和 9. 38%，均低于同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 10. 16%、10. 14% 和 11. 03% ) ; 1990 ～ 2010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增长 11. 61%，增长幅度

明显均小于全国( 17. 76% ) 和长三角( 27. 83% ) 地

区。②1990 ～ 2010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密度增长

11. 43%，增幅均小于全国( 17. 89% ) 和长江三角

地区( 28. 7% ) 。③长江中游城市群 3 个年份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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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化 率 分 别 为 24. 96%、 35. 42% 和 48. 69%，

1990 ～ 2010 年城镇化率的增长幅度大于全国，但

明显小于长三角地区。由此反映出，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人口集聚能力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人口集聚水平不足。其城镇化水

平与长三角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与全国相比

存在微小差距，但增长速度快于全国。
从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的空间结构来看: 由

图 6 可知，1990 ～ 2010 年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呈

以上海为集聚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单核心结构，而

城镇化格局则呈现出较明显的多核心结构。由前

面的分析已知，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

口密度和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均呈现出由以武汉

为集聚中心的单核心结构转向以武汉、长沙、南

昌为集聚中心的多核心结构，形成多个核心－边

缘的空间集聚区域( 图 3、图 5) 。

表 4 1990～ 2010 年中三角与全国、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和城镇化变化

Tab. 4 Contrast of Total Population Quantity，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During 1990－2010

地区
总人口( 亿人)

1990 2000 2010

人口密度( 人 /km2 )

1990 2000 2010

城镇化率( % )

1990 2000 2010

全国 11．32 12．43 13．33 117．76 129．44 138．83 26．41 36．9 50．3
中三角 1．12 1．21 1．25 319．71 345．19 356．25 24．96 35．42 48．69
长三角 1．15 1．26 1．47 540．88 594．32 696．11 30．55 50．26 64．91

注: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参照 2016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指定范围． 数据资料来源于 1990、2000

和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图 6 1990～ 2010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格局

Fig. 6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Ｒiver Delta During 1990－2010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了 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

城镇化的现状格局的基础上，利用湘鄂赣 3 省第

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 1990 年以来长江

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演化过程进

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 1) 1990 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总量不

断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人口集聚能力较

弱; 人口分布具有较明显的非均衡性，整体上呈集

中趋势; 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

向多核心结构的转变。
( 2) 人口“城”“镇”结构变化，是深入了解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内在特点的关键所在。1990 年

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镇”人口的增长是城镇人

口增加的主要贡献力量，人口“镇”化是城镇化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 在空间上，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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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

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

化格局。
( 3) 与全国相比，1990 ～ 2010 年，长江中游城

市群城镇化水平目前虽低于全国水平，但其增长速

度快于全国，将赶超全国城镇化水平。与同时期的

长三角地区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占全国比

重、总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水平均低

于前者，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人口集聚水平不足。
通过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格局与

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都呈

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转变的过程，表明

了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差异的影响，但城镇化水平

同时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

发展、区域投资等因素的影响［25］，导致其空间差

异更为明显，格局变化更为复杂、显著。长江中游

城市群应根据自身特点，合理调控人口，促进人口

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城镇人口的合理分布，发

展中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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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ＲIBUTION AND ITS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UＲBANIZATION IN
UＲBAN AGGLOMEＲATION IN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YANGTZE ＲIVEＲ

LIAO Chuan-qing1，ZHENG Lin1，2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Poyang

Lake Wetland and Watershed Ｒesearch，Ministry of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

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the proposed Yangtze Economic Belt strategy and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Ｒiver catch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urrent pattern of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distribution in 2014，by using the 1990，2000 and 2010 census data of Hunan，Hubei and Jiangxi，we analyzed
the distribution and its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since 1990，from the aspects of total population，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Ｒ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has been growing continuously since
1990，with a pace of slowing down． The popula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Wuhan，Changsha，and Nancha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s shifted from a single core to a multicore spatial pattern． 2 )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owns mainly contributes to the 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The area of high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s shifted from distributing in the north of Yangtze Ｒiver to distributing along the Yangtze Ｒiver，
Beijing-Kowloon and Zhe-Gan Ｒailway． And the multicor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has been formed． 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has a consistency to a certain extent，which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on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has more remarkable changes in spatial for
influenced by development of economy，industry level and more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spatial patter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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