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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保定

“核＋子”发展对策分析

孟 祥 林

（华北电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３）

　　摘　要：保定是京南第一个中等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不但要积极承接京津大都市的

疏解职能，还要从区域内部做文章，强化区域的吸引力，“核＋子”的发展模式就是城市体系构

建的理性选择。在“核＋子”发展模式下，保定需要以“一城三星”为基础，逐渐扩展到“２环＋２
片”，“２环”是“一城三星”基础上的“三星环”和“三星”外围的“十星环”，“十星环”包括了易县、
定兴、容城、安新、高阳、蠡县、博野、安国、望都、顺平等１０个县，“２片”即“２环”北侧的由涞水、
涿州、高碑店和雄县构成的“北片”和“２环”西侧的由涞源、阜平、曲阳、唐县构成的“西片”。“２
环＋２片”进一步弥补了保定“一分为五”发展框架的不足，使保定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得到均

匀发展，在坚持“城市向北、一城三星”发展战略的同时，强化保定对腹地的聚合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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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保定

作为京南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曾经是河北省省会

城市，目前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
通过“大马拉大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大

城市对河北省的拉动作用［１］。大都市是城市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城市群的基本单元［２］，对
腹地发展的辐射作用会逐渐增强。京津两个大都

市在京 津 冀 区 域 中 成 为 了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双

核”，但大都市从“吸收发展”走向“分散发展”是一

个必然趋势，在京津大都市的职能向外疏解过程

中，首选的两个城市就是唐山和保定，两个城市分

别向东和向南扩展京津大都市的影响力。城市发

展导向在区域城市体系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这是国际大都市发展的一般规律［３］，京津冀协

同发展中唐山和保定将逐渐发展成为京津两个大

都市的两个“子城市”，进而在京津冀区域内形成

“双核＋双子”［４］的发展格局。保定作为“双核＋
双子”结构中的“南子”，首先需要从区域内部做文

章，以“核＋子”的方式打造“大保定”的发展框架。

　　一、“核＋子”模 式 理 论 基 础 与 大 城 市

发展实例

　　（一）“核＋子”模式的理论基础

“核＋子”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卫星城”
基础之上的，通过发展卫星城，核心城市的职能得

到分解，腹地城市也能够得到发展。“卫星城”的

概念是霍华德于１８９８年提出的，霍华德的目标是

建立花园城市。在霍华德看来，卫星城市相对于

主城市而言应该具有依附性和独立性，“依附性”
是指卫星城应该依附大城市而存在，“独立性”是

指卫星城应该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城市。卫星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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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际上在于扩展主城市的规模，但不能按照

“摊大饼”方式蔓延。一般而言，卫星城要经历四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卧城”，该阶段由于主城

市规模已经很大，为了让出更多空间发展主城市，
同时居民为了得到更大的生活空间，城市居民选

择在主城市工作，在卫星城生活；第二阶段是“城

市新区”，主城市在一定空间距离外设置新区，这

个新区是与主城市的其他城区并列的，但是功能

上相对单一，但比“卧城”的功能复杂了很多，“新

区”与主城市的关系是“依附性大于独立性”，“新

区”还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城市；第三阶段是“相对

独立的卫星城”，这时候卫星城的独立性已经大于

依附性，卫星城的主要职能是从大城市分解出来

的，但主要职能之外的其他职能也在不断完善，已
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第四阶段是“多
中心城市格局”，该阶段在主城市的外围已经出现

了多个卫星城，卫星城一般都是发展于既有的小

城市，在多个卫星城发展的基础上，主城市发展成

为“多中心”的大城市。

　　 （二）国内大城市“核＋子”模式的发展

实例

　　保定由于辖区面积较大，采用“核＋子”的发

展模式，能够照顾到各个区域的不同发展状态，既
能够让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展示出优势，也能够

对发展处于劣势的地区产生拉力。纵观发达国家

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发展的后期大都市都进入

分散发展阶段，通过“核＋子”的方式构建以大都

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我国的很多大城市也进入

了“核＋子”的 发 展 阶 段。图１、图２分 别 表 示 了

西安、武汉的城市组团发展状况，这些城市已经进

入了“核＋子”的发展状态，以“核”为中心、以“子”
为卫星城的这些城市团都具有以下特点：①放射

状交通网络。两个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大，自主城

市中心向外围空间形成了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完

善的交通网络为主城市向外围空间分解非核心职

能提供了条件，依托既有小城市基础，主城市在外

围空间一 定 距 离 内 逐 渐 形 成 了 多 个 次 级 核 心 城

市。②腹地内小城市密度高。从图１中 看 到，在

西安周围分布有咸阳、泾阳、高陵、临潼、蓝田、长

安、户县等小城市；从图２看到，武汉周围有蔡甸、
孝感、汉川、黄陂、新洲、团风、华容、黄冈、鄂州等

小城市。主城市腹地内的小城市密度高，便于城

市间 联 系，也 有 利 于 城 市 向 外 围 空 间 均 匀 扩 展。

③主城市腹地质地均一。腹地质地均一就能够保

证主城市向外围空间均匀扩展，卫星城之间以及

卫星城与主城市间都能形成较好的互补关系，区

域经济要素能够更好地进行整合。西安与武汉相

比较，武汉腹地的城市密度更高，放射性交通网络

更好地在卫星城与核心城市间建立起了联系。

图１　西安城市组团

图２　武汉城市组团

　　（三）保 定“核＋子”模 式 发 展 的 可 能

性、必要性及适合性分析

　　保定是北京南侧的第一个中等城市，在呼应

北京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京津大

都市迅速扩大，京津大都市的职能向外分解是必

然趋势，为此保定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１．保定“核＋子”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分析

很多优越条件让保定采取“核＋子”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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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可能性。①小城市密度较高。保定腹地内

虽然小城市分布不均匀，但小城市密度很高，在保

定附近除了徐水、满城和清苑外，还有安新、定兴、
容城、顺平、博野等县级城市，在“一城三星一淀”
的发展举措下，这些小城市都会逐渐成为保定的

新型工业卫星城［５］。在主城市周边发展卫星城有

两种方式：其一是依托既有小城市建设，其二是在

合适的区位上规划新城，后一种方式当然成本会

很高，保定腹地内小城市密度高，为“核＋子”的城

市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②交通方便。保定周边

已经形成了“两 纵 两 横”的 高 速 公 路 网 络，在“涞

源—保定”、“保定—霸州”段的铁 路 修 通 后，也 会

成为铁路交通枢纽，这为保定的区域经济中心地

位奠定了基础。虽然在某些路段上通达性程度还

不是很高，但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些问题都

会不断解决，保定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一些镇

级行政单元（如 白 沟）也 逐 渐 会 成 为 保 定 的 子 城

市。③历史基础厚。历史上的保定曾经在很长时

期内是京津冀的区域中心，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６８
年以前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悠久的历史为

保定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保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文化中心的角色，这会强化保定对腹地小城市

的凝聚力，强化“核—子”关系。④有力的 行 政 举

措。随着京津地区发展趋势变化，保定的发展举

措也在变化，从最初的地市合并到“大保定”概念

提出，从将力量集中在主城区到提出“一城三星”，
从“一城三星”到“一城三星一淀”，从“对接京津”
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些变化中，保定的发展

思路在扩展，更大范围被纳入到保定的城市发展

规划中。

２．保定“核＋子”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核＋子”模式是保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中，保定不但需要积极争取从京津

大都市分解出来的职能，还要在区域内部做文章，
增强与京津协同发展的能力。保定虽然原先是河

北省的省会城市，并且具有较厚的历史基础，但在

城市化进程中显得落后了，这不仅表现在保定辖

区内的涞源、易县和涞水三个县级行政单元是“环
京津贫困带”中的成员，而且表现在保定的区域经

济统领作用不够强大，还表现在落后于石家庄的

城市发展速度，铁路枢纽对石家庄的发展起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６］。从多方面看，保定只有采取“核

＋子”的发展策略，才能够强化保定影响力，以保

定主城市为核心实现“大保定”的发展格局。
（１）实 现 区 域 经 济 均 衡 发 展。保 定 辖２１个

县，各县的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强化保定的核心作

用，并且将这种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地辐射到距离

核心地区更远的地方。在“大保定”发展中，不仅

要强调东侧 区 域 的 发 展，在 东 侧 区 域 构 建“子 核

心”，而且要在完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在西侧区

域构建次级核心，从这个层面看，“大保定”发展中

“核＋子”的任务主要地并不在东侧区域，在西侧

区域建设“子”的任务很大，发展“子”的地方以及

发展“子”的方法都是应该重点做的工作。
（２）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保定与京津的关系

上，原来的表述方式是“对接京津”，现在则是“协

同发展”，但是协同发展不单纯是一个概念表述问

题，不仅需要京津主动向保定疏解职能，还需要保

定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但是从目前的情况

看，保定虽然在协同发展问题上积极性很高，但由

于区域内部发展状态方面的原因，对京津的吸引

力还不够高。这就需要保定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上转变思路，通过“分片走＋分步走”的方式，以保

定主城为核心创立多个次级核心，用“核＋子”的

方式有步骤地拉动保定全域发展。
（３）将保定发展 成“京 南 子 中 心 城 市”。京 津

保协同发展的目标不仅在于疏解京津职能，还在

于拉动保定发展。保定是京南的中等城市，在资

源的聚合整合能力层面需要进一步扩大。在京津

冀区域中，“双核＋双子”结构的城市体系尚未形

成，在京津大都市迅速发展的同时，石家庄的发展

势头非常迅猛。保定只有将城市定位为“京南子

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建设中才能够赢得更多机

会。在构建 大 都 市 的 过 程 中，通 过 传 统 的“摊 大

饼”方式扩展城市规模是不够的，“核＋子”方式可

以迅速扩大 城 市 规 模，并 提 前 为“京 南 子 中 心 城

市”构 建 框 架，这 是 强 化 保 定 城 市 形 象 的 重 要

举措。

３．保定“核＋子”发展模式的适合性分析

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石家庄构成了“京
津石三角形”，北京、天津、保定构成了“京津保三

角形”，后者是前者的“子三角形”，保定位于“京津

石三角形”的核心位置，在京津石三角形的发展进

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样的区位条件为

“大保定”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构建“大保定”的
过程中，保定依托古城整合清苑、满城和徐水首先

提出了“一 城 三 星”的 发 展 举 措，这 是 保 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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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发展战略的最初设计，在此基础上又将东部的

白洋淀整合了进来，构建起了“一城三星一淀”的

“核＋子”发展举措。这在空间上为将更多的县级

行政中心纳入到“大保定”的“子”体系中奠定了基

础。保定在发展“核＋子”战略中，除了清苑、徐水

和满城外，东部的容城、高阳、雄县和安新实际上

在“一城三星一淀”的发展举措下已经进行着不同

程度地整合。这为“大保定”由“一城三星一淀”扩
展为“一 城 七 星 一 淀”甚 至“一 城 多 星”创 造 了 条

件。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与保定的“城市

向北”发展举措相呼应，保定北部的涿州、高碑店

发展势头逐渐增强，这两个县级城市以及高碑店

辖区内的白沟都逐渐会成为以保定为核心的“子

城市”，所以在“大保定”发展进程中，强化前文述

及的这些“子核心”城市，能够将保定的职能提前

有秩序地向“子核心”城市疏解，在腹地内出现新

生的“子城市”（如白沟），避免再通过单纯地“摊大

饼”式进行城市扩展所造成的城市建设成本增加。
在“天 津—保 定”高 速 铁 路 通 车 后，保 定 的“子 城

市”与天津的“子城市”、北京的“子城市”通过“京

津保三角形”更加高效地整合在一起，“子城市”就
会成为京津保共同影响的地区，在保定腹地内就

形成了“核”带动“子”，“子”呼应“核”，“核”与“子”
高效互动的发展局面，抬升保定的京南“子中心城

市”的地位。

图３　“核＋子”格局下的“２环＋２片”示意

　　二、“一分为五”基础上的“２环＋２片”
设计

　　（一）“一核三星”到“一分为五”

保定辖２１个县３个城区共２４个 行 政 单 元，
由于存在“小马拉大车”问题，所以长期以来保定

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为了提升保定市的城市化水

平，就需要采 取“分 步 走＋分 片 走”的 发 展 对 策。
“分步走”即“有先有后”，“分片走”即“集中发展”，
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不断提升保定

的城镇化质量。

１．“一城三星一淀”的“大保定”发展设计

在“分步走”的“大保定”发展设计中，“一城三

星一淀”的发展思路对保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产

生很大影响。“一城”即保定城区，“三星”即与保

定城区紧密连接着的徐水、清苑和满城三个县级

行政单元，“一淀”即白洋淀。在这样的发展设计

下，保定的概念由原先的“主城区”演变为“主城区

＋三个县城＋白洋淀”，在“大保定”的概念下，保

定城区由原来“摊大饼”式的集中发展转变为“分

片发展”，以保定主城区为核心，徐水、清苑和满城

将会发展成为保定的三个卫星城。白洋淀发展成

为“保定新区”，保定与白洋淀之间通过建设廊道

联系在一起。通过分片发展，保定城区的面积迅

速扩大，保定可以尽早对卫星城的职能进行规划

设计，主城区与卫星城之间可以尽早互动，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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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三星”可以分别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次级核心

城市组团，“大保定”以保定主城为核心，以“三星”
为触角从三个方向扩大保定的影响力。为从“一

城三星”向“一城多星”发展做准备。

２．“一分为五”的发展设计

“一分为 五”即 根 据 保 定 目 前 辖 县 的 具 体 情

况，以地域联系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为依据，通过

划分“子片区”并在“子片区”内设计次级核心城市

的方式，在各个“子片区”之间展开合作，促进保定

全域发展。“一分为五”［７］的基本思路如图３。
（１）古城片区。“古 城 片 区”即 以 保 定 古 城 为

核心所形成的“一城三星”覆盖的区域，这是“一分

为五”框架下其他四个“子片区”的核心。
（２）涿州片区。涿州片区以涿州为核心，包括

涿州、涞水、易县、涞源等四个县级行政 单 元。该

片区呈东西狭长分布，涿州位于片区的东部，虽然

并不是地理区域的重心，但由于涿州在区域经济

发展实力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以大带小、以强

带弱”原则下，能够拉动易县、涞源、涞水等山区县

快速发展。
（３）高碑店片区。高碑店片区以高碑店为核

心，包括高碑店、定兴、容城、雄县、安新等县级行

政单元。高碑店片区较涿州片区内的县级行政单

元经济基础好，并且主导产业突出，各个县级行政

单元间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优势互补，能够在

片区中心的影响下形成有影响力的专业化镇，并

逐渐成长为以片区中心为核心的次级组团。
（４）安国片区。安国片区以安国为核心，包括

安国、高阳、博野和蠡县等四个县级行政单元。该

片区与高碑店片区情况类似，各个县级行政单元

的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主导产业突出，县级行政单

元间在合作共赢基础上使得片区的城镇化水平得

到整体提升。
（５）望都片区。该片区以望都为核心，包括望

都、顺平、唐县、曲阳、阜平等区域。该片区南侧的

定州在划为省管县并从保定辖区中独立出去后，
望都成 为 了 该 片 区 的 次 优 选 择。该 片 区 中 的 唐

县、曲阳和阜平面积都比较大，并且区域经济发展

基础较差。以望都为该片区的核心，原因在于能

够借助京广线的优势为片区发展创造更多条件，
同时望都也是该片区中距离保定、安国较近的行

政中心，在“一分为五”发展思路下，便于以保定为

中心，整合望都、安国、涿州和高碑店城市集中发

展，形成以保定为核心的“一核四星”的城市体系。

　　（二）“一 分 为 五”基 础 上 的“２环＋２
片”

　　无论是“一核三星”还是“一分为五”都有其不

到位的地方，“一核三星”虽然能够体现以古城保

定为核心带动徐水、满城和清苑发展的思想，并且

为“大保定”的建设奠定基础，但是并没有将腹地

内更多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所以在长期发展中可

能会出现“一城三星”与腹地间的发展差距。“一

分为五”虽然考虑到了腹地各县级单元的差距，并
且在各片区中都创立了次级经济中心，但是各片

区的中心与相应片区内的其他县级单元间存在着

较大差距，而且有的片区中心由于位于片区的一

侧，如涿州片区的中心涿州位于片区的东侧，望都

片区的中心为望都，位于片区的东部，高碑店片区

的中心高碑店位于片区的北侧等。根据区域经济

学理论，片区的中心不仅应该是区域经济中心，而
且应该在地理区位的重心位置上，这样才能够对

整个片区更好地发挥影响作用。所以需要在“一

分为五”基础上对“大保定”腹地内的县级行政单

元与“一城三星”的关系进行分层设计。

１．“一城三星”下的“２环”
如图３所示，“一 城 三 星”机 构 下 的“２环”即

以保定为中心在保定外围空间内出现的两个环形

构造。从 图３中 可 以 看 出，第 一 环 是 由“一 城 三

星”中的“三星”所构成的环，徐水、定兴和满城三

个县在保定主城区外围构成环状，即图３中的 Ａ
区中除了保定以外的其他区域，这是“２环”中 的

核心区域。第二环紧紧环绕在第一环外面，从图

３中可以看 出，构 成 第 二 环 的 行 政 区 划 主 要 有 易

县、定兴、容 城、安 新、高 阳、蠡 县、博 野、安 国、望

都、顺平等１０个县。第二环包括了安国片区的全

部、高碑店片区的大部分、涿州片区的一部分和望

都片区的小部分。第二环虽然涵盖了除保定片区

以外的其他片区中的县域范围，但并没有将所有

的片区中心包括进来（安国和望都在第二环上，而
涿州和高碑店没有在第二环上）。在“子片区”的

基础上按照“２环”设计，不但能够进一步强化“一

城三星”，而且能够让“三星”外侧的１０个县得到

快速发展。根据“三星”与各县的地缘关系可以构

建“星带县”的发展机制。根据图３可以初步进行

如下设计：满城带易县和顺平；徐水带定兴、容城

带安新；清苑带高阳、蠡县、博野、安国和望都。按

照这样的设计，在第一环与第二环之间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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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中所列示的关系，图４中第二环中的各县与

第一环中的“三星”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第

二环与第一 环 各 星 之 间 就 形 成 了“星 带 县”的 关

系，在这种发展格局下使“大保定”的概念就由“一
城三星”变化为“一城三星十县”，更加强化了保定

在更大范围内的核心作用。

图４　“星带县”、“子片区”与“２片”间的关系

２．“一城三星”下的“２片”
根据前文，“大 保 定”从“一 城 三 星”扩 展 为

“一城三星 十 县”，“大 保 定”通 过“２环”设 计 将

１３个县 包 括 在“２环”中，另 外 还 有８个 县 被 分

为两片分布在“大 保 定”的 北 侧 和 西 侧。从 图３
中可以 看 到，“大 保 定”北 侧 有 涞 水、涿 州、高 碑

店和雄县等 四 个 县（“北 片”），“大 保 定”西 侧 有

阜平、唐县、曲 阳、涞 源 等 四 个 县（“西 片”）。“北

片”的区域经济 状 况 总 体 上 强 于“西 片”，笔 者 称

“北片”为 富 裕 区，“西 片”为 贫 穷 区。“北 片”中

包括了两个“子 片 区”中 心：涿 州 和 高 碑 店，该 片

区中的大部分环 绕 在 京 津 周 围，除 了 涞 水 为“环

京津贫困带”中 的 县 级 行 政 单 元 外，其 他 县 级 行

政单 元 都 在 京 津 的 带 动 下 得 到 了 较 快 发 展。
“西片”包括涞 源、阜 平、曲 阳 和 唐 县 等 县 级 行 政

单元，这 些 都 是 山 区 县，区 域 经 济 发 展 基 础 较

薄。“北 片”相 对 于“西 片”具 有 更 多 的 发 展 优

势。在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背 景 下，如 果 保 定 被 确

立为副中 心 城 市，在 谋 求 与 京 津 大 都 市 融 合 发

展的过程中，“北 片”由 于 与 京 津 具 有 区 位 优 势，

在京津 保 融 合 发 展 的 情 况 下，“北 片”会 面 临 更

多的发展机会。不 但 各 个 县 级 行 政 中 心 的 作 用

会进一步 强 化，而 且 还 会 有 更 多 的 镇 级 行 政 中

心的行 政 级 别 会 得 到 提 升，“北 片”的 小 城 镇 密

度 会 进 一 步 提 升。相 对 于“北 片”，“西 片”由 于

距离京津较远，城市发展的动力 来 自 于“２环”以

及通达性更高的 交 通 网 络。虽 然 定 州 已 经 成 为

省辖市，在城市规 模 逐 渐 扩 大，其 影 响 力 逐 渐 提

升的情况下，可以 将 阜 平、唐 县 和 曲 阳 等 划 归 定

州管辖，这不但会 减 轻 保 定 的 负 担，而 且 会 提 升

定州的城 市 影 响 力，并 且 在 保 定 南 部 形 成 以 定

州、望都、安国小城 市 整 合 在 一 起 的 次 级 城 市 组

团，与“一城三星”下 的 保 定 组 团 相 呼 应，于 是 在

“大保 定”格 局 中 就 沿 京 广 线 这 个 主 要 交 通 线，
形成了“定 州—安 国—望 都”三 角 形、“满 城—徐

水—清苑”三角 形、“涿 州—高 碑 店—定 兴”三 角

形等，在 这 三 个 三 角 形 中，“定 兴—徐 水”、“清

苑—望都”是 将 两 个 三 角 形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重 要

环节，三 个 三 角 形 将 五 个“子 片 区”紧 密 结 合 在

一起，构建出图５中 所 示 的 城 市 带，以 该 城 市 带

为轴向两 侧 逐 渐 扩 展，使 保 定 西 侧 的 山 区 县 也

得到快速 发 展。“西 片”的 四 个 县 级 行 政 单 元，
在依托城 市 带 以 及“望 都—定 州—安 国”三 角 形

发展的同时，为了 提 高 发 展 速 度，需 要 在 行 政 力

量的影响下，在四 个 县 级 行 政 单 元 中，对 唐 县 重

点发展，让 唐 县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阜 平、曲 阳、涞 源

的节点 城 市，于 是 保 定 在 坚 持“城 市 向 北、一 城

三星”的 同 时，也 会 增 加 一 个 向 西 发 展 的 增

长点。

图５　“核＋子”格局下的保定城市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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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核＋子”发展模式下“核”与“子”
的含义扩展

　　 “核＋子”在一 定 意 义 上 只 是 强 调 在 一 定 区

域内“核城市”与“子城市”间的关系。但是一定区

域内的“核”在更大区域内就会成为“子”，在“大保

定”的“核＋子”发展模式中，既要从微观层面认识

到保定是“核”，也要从更广的区域范围内看到保

定是“子”，讨论保定发展需要将保定放在京津冀

区域内，这样才能够对保定范围内的“核”与“子”
进行合理配置，在京津冀区域内以保定为核心的

城市群也才能够处理好与京津石间的关系，把保

定定位为京津冀区域内的“子”，以便处理好与京

津石这三个“核”之间的关系。

　　（一）突破行政区划让保定成为京津的

“子”

　　保定 与 京 津 不 但 在 地 缘 上 占 优 势，而 且 在

历史上就 同 属 一 个 行 政 区 划，在 京 津 独 立 为 直

辖市并且河北省 的 省 会 城 市 由 保 定 变 为 石 家 庄

后，保定在河北省 的 中 心 地 位 被 削 弱，在 京 津 迅

速发展的 同 时，石 家 庄 在 石 德 铁 路 和 石 太 铁 路

通车后也 进 入 了 发 展 的 快 车 道，保 定 于 是 成 为

了京津冀区域经 济 发 展 的 低 谷 区。保 定 由 行 政

区划变化之前的“核”演 变 为 行 政 区 划 变 化 之 后

的“子”，在京津 冀 区 域 中，保 定 就 是 京 南 依 托 北

京的“子 城 市”。保 定 是 京 南 的 第 一 个 中 等 城

市，在承接首都职 能 方 面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
如图６所 示，京 津 两 个 大 都 市 在 京 津 冀 区 域 内

形成了“双核”城 市 体 系，在 这 个 城 市 体 系 中，保

定和唐山是京津 向 南 和 向 东 的 两 个 重 要 中 等 城

市，与京津两个大 都 市 协 同 发 展 进 程 中，形 成 了

“双核＋双 子”的 发 展 格 局。从 图６中 可 以 看

出，唐山和保定分别是“双 子”中 的“东 子”和“南

子”。保定在“核＋子”结 构 的 发 展 设 计 中，应 该

从“双 核＋双 子”结 构 角 度 考 虑，只 有 这 样 才 能

够让保定更好地 融 入 京 津 冀 的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进

程中。从图６上 可 以 看 出，保 定 作 为“双 子”中

的“南 子”，在 区 位 上 位 于 北 京 与 石 家 庄 的 中 点

位置上。保定 不 仅 是 北 京 的“子”，也 应 该 是 石

家庄的“子”。北 京、天 津 和 保 定 之 间 形 成 了“京

津保”三 角 形，北 京、天 津 和 石 家 庄 之 间 形 成 了

“京津石”三角 形［８］。石 家 庄 依 托 省 会 城 市 优 势

以及交通 枢 纽 优 势，正 在 成 为 京 津 南 侧 的 第 一

个大都市，保定在 城 市 发 展 进 程 中，要 同 时 受 到

京津 石 三 个 大 都 市 的 影 响。从 图６中 可 以 看

出，以京津为核心，在 保 定 和 石 家 庄 处 分 别 形 成

了环绕京津的城市环Ｃ１ 和Ｃ２，同 时 在 京 津 保 石

的 东 侧 形 成 了“唐 山—天 津—沧 州—衡 水—邢

台—衡水”城 市 带（Ｂ１ 城 市 带），这 对 于 促 进“大

保定”城市 环 的 形 成 是 非 常 有 利 的 条 件。在 保

定“一 城 三 星 一 淀”的 发 展 举 措 下，保 定 不 仅 要

向北发展 对 接 北 京，还 要 向 东 通 过 打 造 白 洋 淀

这个区域经济增 长 点，与 天 津 融 合 发 展，这 样 就

能够与Ｂ１ 城市 带 整 合 在 一 起。保 定 位 于“京 津

石”三角 形 的 腹 地，借 助 三 个 大 城 市 的 影 响，保

定在“双核＋双 子”结 构 的 城 市 体 系 中 逐 渐 发 展

成为“核”。为 了 实 现 这 样 的 发 展 目 标，京 津 冀

协同发展就需要 突 破 行 政 区 划 限 制，实 现“京—
保”、“津—保”、“石—保”的 对 接，在 京 津 冀 区 域

内构建跨行政区 划 的 城 市 体 系，让 保 定 的“子 城

市”建 立 在 保 定 成 为 京 津 大 都 市 的“子 中 心 城

市”的发展基础 上，以 行 政 区 划 这 个“硬 区 划”为

基础，通 过 区 域 经 济 联 系 的“软 区 划”纽 带 将 京

津保整合 在 一 起，让 影 响 力 较 强 城 市 的 势 能 跨

越行政区 划 辐 射 到 更 广 的 区 域，通 过 创 造 更 大

的回波效应呼应大城市的发展。

图６　“核＋子”结构下的保定子城市群

　　（二）“核＋子”结构下保定城市团区域

结构

　　“核＋子”结构下的保定要定位为保定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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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核”和京津冀区域的“子”，在将自身打造成为

“核”的过程中，不仅要从行政区划内部做文章，还
要处理好与周边同等级别行政区域间的关系，通过

这种方式保定可以为自己营造出较大的发展空间。

１．向东侧构建三个“三角形”
如图７所示，保定东侧有三个重要的小城市，

分别是廊坊区域内的固安、霸州和沧州区域内的

任丘。前文述及，在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天 津 和

保定之间构成的“京津保”三角形不仅对保定发展

很重要，而且对于将京津职能高效地向保定疏解

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京津保”三角形中实际上还

包括着两个次级三角形：“涿 州—固 安—高 碑 店”
三角形（“涿固 高”三 角 形，图７中 的 Ｑ１ 区 域）和

“徐水—涿州—霸州”三角形（“徐涿霸”三角形，图

７中的Ｑ２ 区域），在这两个三角形中，固安和霸州

在区域联系上显得非常重要。固安在涿州与廊坊

的中点位置上，而廊坊是京津之间的隶属河北省

的中等城市，由于地缘优势，廊坊与京津已经进入

了一体化进程，所以“涿州—固 安—高 碑 店”三 角

形能够通过“固安—廊坊”互动，将京津的影响力

传递到高碑店，固安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节点城市

的角色。此前高碑店主要是通过京广线接受来自

北京的影响，借助“涿固高”三角形，高碑店可以高

效地接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高碑店的发展速

度可以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徐涿霸”三角形中，
霸州扮演着重要角色。霸州位于天津与保定的中

点位置上，其在保定和天津间的作用就相当于廊

坊在天津与北京间的作用。强化霸州在保定与天

津间的节点城市的作用，不但能够烘托保定在区

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地位，而且能够拉动雄

县、容城、安新等县级城市的发展。除了以上谈及

的固安和霸州两个城市，任丘是保定向东侧发展

的另外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城市，通过构建“保定—
任丘—安国”三角形（“保任安”三角形，图７中的

Ｑ３ 区域），强化三个城市间的互动，让任丘和安国

成为保定的“子城市”。在前文提及的“京津石”三
角形中，为了进一步完善“京石边”，需要继续强化

安国和任丘这两个城市的发展力度。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根据各城市间的联系以及在区域经济中

发挥的作用，任丘的行政级别得到提升的可能性

很大，所以提前构建“保任安”三角形，就为强化保

定的“核”角色奠定了基础。

图７　“核＋子”格局保定城市团区域结构

　　２．向西侧构建一个“四边形”
如图７，保定西侧虽然县级行政单元较少，但

每个行政单元的面积较大，所以占了保定行政区

划面积的绝大部分。相对于保定的东部区域，西

部区域的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并不是很高。从图７
可以看出，在保定西部有两条东西向平行的交通

线：“涿州—涞水—易县—涞源”一线和“保定—顺

平—阜平”一线。两条交通线之间在保定 西 侧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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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带没有高等级的交通线联系，这对于形成以

保定为核心的西侧小城市群就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此需要构建“涞 源—顺 平”（ｌ　ｘ１）段 和“涞 源—阜

平”段（ｌ　ｘ２）的高速公路线，使保定西侧区域各县级

单元之间进 行 高 效 互 动，在 保 定 西 侧 域 构 成“涞

水—易县—涞源—阜平—唐县—望都—顺平—满

城—涞水”四边形区域，增进四边形各条边上小城

市之间的联系。在ｌ　ｘ２ 建成后，顺平就会处于交通

枢纽位置，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高速公路与ｌ　ｘ２ 汇聚

在顺平，顺平会成为保定西侧的一个次级中心，强
化顺平与望都的联系，就会强化保定向西侧的影

响力，虽然保定的城市发展方向是“向北”，但西侧

区域充分发展，就会为保定向北与京津协同发展

提供支撑，“一城三星”的“大保定”就会向“一城五

星”方向发展（“五星”即在“三星”的基础上加上顺

平和望都）。在这个四边形中，涞源和阜平间的互

动水平得到提升，在保定西侧以生态、休闲、旅游

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就能够进行

更好的整合，涞源和阜平在向旅游中心方向发展

的过程中专业化程度就会更高。“分片”发展理念

下的保定，就不简单的是基于地理区域的分片，而
是在产业结构整合基础上的分片，资源在“分片”
整合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聚合整合优势，在京石

之间创造另外一个城市隆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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