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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石家庄城市组团“指状网络”
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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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为石家庄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在“大北京经济圈”的规划方

案中，从“２＋７”到“２＋９”的变化，石家庄成为“大北京经济圈”中唯一的省会城市。石家庄具有

省会优势，但距离京津大都市较远是其融入“首都圈”的困境。石家庄为了凸显在京津冀地区

的优势，需要考虑以自身为核心构建远京津城市群，以石家庄为核心、分层次、跨行政区划、向

东向南发展，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的“四层次”“指状网络”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要重点开发

以南宫、威县、曲周、馆陶、饶阳等地为新生的次级城市核心，构建以正定、栾城、藁城和鹿泉为

次级核心的“一城四星”的大都市“主辅结构”，与衡水、邢台、邯郸、沧州、阳泉等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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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 石 家 庄 为 中 心 构 建 城 市 体 系 的

影响因素分析

　　石家庄城市群在连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从区域经济发展角

度考虑发展石家庄城市群势在必行，但该城市群

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产业布局不合理、区域

合作程度低等诸多不利因素［１］，其中最大 的 不 利

因素就在于：石家庄距离京津较远，相对于近京津

的 其 他 河 北 省 城 市，石 家 庄 的 区 域 优 势 并 不 突

出［２］，区域内缺乏高度通达性的交通网络，为石家

庄城市群的构建以及一体化的京津冀城市群的构

建设置了诸多障碍。具体而言，构建石家庄城市

群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处于“首都经济圈”的边缘

石家庄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在京津冀 城 市 体

系中，京津两个直辖市才是区域核心。从区域经

济学角度看，石家庄并不位于京津冀的区域重心

上，石家庄位于保定以南，来自京津的经济影响首

先要在保定“过滤”。虽然在最近一次的“首都经

济圈”的规划中，石家庄被归入“首都经济圈”中，
但空间距离方面的弱势使得石家庄在京津冀一体

化进程 中 受 到 影 响。况 且 在 京 津 冀 一 体 化 进 程

中，保定也提出构建“京津保三角形”的发展构想，
并且提出通过构建“京保新区”将保定逐渐打造为

“政治副中心”的设想，保定位于北京与石家庄的

中点位置上，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保定有与石家

庄争夺发展机会的可能。如果“政治副中心”落户

保定，保定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京津的很多职

能向保定疏解后，石家庄就失去了与京津对接的

机会。这就需要石家庄提前着手考虑与保定合作

发展的事情，当保定南侧的石家庄和北侧的京津

大都市都选择整合保定的时候，保定的发展机会

就更多了。石家庄就可能在“首都经济圈”中在不

同程度上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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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

石家庄 是“火 车 拉 来 的 城 市”。新 中 国 成 立

后，河北省省会曾经两次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变

动，１９６８年省会 最 终 搬 迁 至 石 家 庄 后，石 家 庄 进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石德铁路和石太铁路修通

后，石家庄随即具有了省会城市和交通枢纽两个

重要角色。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石家庄就进

入了大 都 市 的 行 列。石 家 庄 的 发 展 速 度 虽 然 很

快，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石家庄的历史基础很薄。
文化是大都市的灵魂，城市缺少了文化做依托，就
很难形成高大的形象。所以石家庄在发展中，就

需要进一步强化文化氛围。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中，石家庄作为“京津石三角形”的一个顶点，要通

过借力发展，承接从京津疏解过来的文化资源，将
其逐渐打造成为城市的亮点。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知名品牌、特色资源等都能够成为打造城市文

化的条件。城市的现在就是城市的未来的历史，
虽然历史文化基础较薄，但是从现在着手塑造城

市文化，注定未来的城市就会有相对深厚的文化

底蕴。文化是石家庄发展的瓶颈，只有创造条件

不断承接来自其他区域的文化辐射力，并且不断

打造自身的文化增长点，才能够让石家庄成为有

文化灵性的城市。

　　（三）城市非均匀发展及发展空间受阻

在石家庄附近只有鹿泉、正 定、藁 城、栾 城 等

四个小城市，在石家庄的发展规划中，已经将“一

城四星”确定为“大石家庄”发展的核心。石家庄

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自然环境方面的约束。如

图１所示，石家庄西侧是山地，北侧是滹沱河，东

侧和南侧都是高速公路，这种环境条件对石家庄

的发展形成了严格的约束，按照传统方式以“摊大

饼”的形式向外围空间扩展使得建成区以“老石家

庄”为核心增长显然已经不可能。现有的条件约

束使得石家庄必须分块发展，并将发展方向定为

向北和向东，如图２中的大箭头所示。石家庄向

北发展必须跨越滹沱河，建立以正定为中心的“石
家庄正定新区”。石家庄东侧需要以藁城和栾城

为中心，越过高速公路建立“石家庄藁城（栾城）新
区”。分块发展有利于石家庄城市规模扩大，并带

动各个块区之间农村腹地的城镇化。

图１　石家庄发展约束与发展方向

　　石家庄作为京南第一省会城市，在构建以自

身为核心的城市群的过程中，发展的主导方向应

该是向东和向北，与京津两个大都市融合发展构

建“京津石三角形”。石家庄周边小城市非均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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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以及发展空间受阻，使得石家庄在构建“京津石

三角形”过 程 中 遇 到 诸 多 障 碍，构 建 石 家 庄 城 市

群，虽然西部山区的自然条件瓶颈不能突破，但北

部的滹沱河瓶颈可以突破，将正定作为石家庄的

副中心发展为次级城市团。

图２　石家庄城市群向北发展层次与通道

　　二、构建城市团的前提条件分析

　　 （一）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约束

行政区 划 一 般 是 城 市 发 展 的 思 考 前 提，城

市作为一 个 区 域 的 中 心，往 往 是 从 行 政 意 义 上

考虑的。这种以行 政 区 划 为 核 心 的 思 维 方 式 往

往会阻碍城市 之 间 的 合 作。目 前 在“大 石 家 庄”
构建过程中，与石 家 庄 关 系 最 密 切 的 就 是 保 定，
保定在石 家 庄 北 侧，位 于 北 京 与 石 家 庄 中 心 位

置处。在 北 京 向 南 施 加 辐 射 影 响 的 过 程 中，与

京津关系 最 密 切 的 小 城 市 就 是 保 定，加 上 保 定

深厚的文 化 底 蕴，京 津 与 南 侧 的 城 市 构 建 城 市

组团 的 过 程 中，京 津 与 保 定 最 容 易 组 成“京 津

保”三角形，这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就 会 影 响 资 源 向 石

家庄流 动。但 是 在 构 建 城 市 团 的 过 程 中，如 果

石家庄 不 与 保 定 强 化 合 作，在 构 建“京 津 石”三

角形的 过 程 中 就 会 受 到 影 响。如 图２所 示，石

家庄向保定发展 是 沿 着 三 个 方 向 和 按 照 三 个 层

次进行扩展 的。三 个 扩 展 方 向 分 别 是ｌ１、ｌ２、ｌ３，

ｌ１ 是“石 家 庄→阜 平”高 速 公 路，这 是“京 昆”高

速公路的一部分，ｌ２ 是“正 定→清 苑”方 向，这 是

“京石”铁路的 一 部 分，ｌ３ 目 前 还 未 形 成，这 是 由

石家庄出发，沿着“藁 城→无 极→深 泽→安 国→
博野→蠡 县→任 丘”一 线 的 发 展 方 向，这 是“京

津石”三 角 形 的“津 石 边”。三 条 线 都 是 跨 越 了

石家庄和保定行 政 区 划（ｌ３ 跨 越 了 石 家 庄、保 定

和沧州等三 个 区 划）。三 条 发 展 线 在 东 西 方 向

上分别构成Ｃ１、Ｃ２ 和Ｃ３ 等三 个 城 市 环：Ｃ１ 环 由

藁城、无极、新 乐、行 唐 构 成；Ｃ２ 环 由 安 国、定 州

等构成；Ｃ３ 环 由 任 丘、保 定 等 构 成。任 丘 是“京

津石”三角形的重要节点 城 市，尤 其 在ｌ３ 中 处 于

天津与 石 家 庄 的 中 点 位 置，成 为ｌ３ 与 Ｃ３ 的 交

点，“三 环＋三 线”是 建 立 在 突 破 行 政 区 划 的 基

础上构建起来的，石 家 庄 作 为 省 会 城 市，需 要 主

动与非 省 会 城 市 合 作，为“大 石 家 庄”格 局 的 形

成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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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构 建“大 石 家 庄”组 团 属 下 的“次

级组团”

　　石家庄城市组团虽然是以石家庄为核心构建

起来的，但这并不影响在“石家庄城市组团”下构

建“次级组团”。在构建次级组团的过程中要充分

展示保定、邢台、邯郸等城市的作用，让这些城市

担负起“大石家庄”组团构建过程中的“次级核心”
的作用。“保定组团”构建过程中，目前已经具有

了“一城三星一淀”的构架，并且在此构架基础上

要逐步形成“一分为五”的“子团”格局。在图２中，
安国和定州都是“一分为五”“子团”构架下以保定

为中心的“次团”，从图２可以看出，“次团”通过Ｃ１
和Ｃ２ 已经与石家庄连接在一起，在突破行政区划

的情况下，正定与定州很快就能实现融合发展。邢

台规模较小，但能够在呼应石家庄的基础上与邯郸

逐步形成“邢—邯”城市次团，从石家庄向南，将“栾
城—元氏—赞皇—高邑—临城—内丘—沙河—永

年”等串联在一起，在 石 家 庄 南 侧 逐 渐 形 成“邢 台

隆起”和“邯郸隆起”。在强化石家庄南北两侧的

“次级组团”的情况下，还要向东西两侧发展，分别

与东侧的衡水（隶属河北省）和西侧的阳泉（隶属

山西省），构建以石家庄为中心的“东子团”和“西

子团”，使得“子团”与“主团”相呼应。“大石家庄”
得以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匀发展。

　　（三）突出“软区划”在“一体化”进程中

的作用

　　“软 区 划”是 在 不 突 破 现 有 行 政 区 划 的 基 础

上，通过“硬区划”的行政力量得以协同发展的，在
更大的区域内施以无区域倾向性的资源布局政策

的行为。这是“硬区划”在短时期内不便进行调整

的权宜之计，“软区划”的本质在于通过对行政力

量作用方向的调整，让资源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

合理布局。“软区划”可以着眼于经济政策一体化

和资源布局一体化，在更大的区域内发展资源聚

合和整合的作用。城市首先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

在的，在履行政治中心的同时担负着经济中心的

职能。所以以城市为中心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时

候，行政区划往往会为思维设定框框。组建“大石

家庄”城市组团除了要在“大北京经济圈”前提下

构建外，还要以石家庄为中心，在更大的区域内谋

求金融、通讯、教育、交通等一体化运行机制，这些

方面除了交通属于硬件设施，其他均属于软件设

施。在交通条件更加便利的情况下，金 融、通 讯、
教育得以 一 体 化 运 营 后 就 会 实 现 异 地 同 城 化 运

营，区域间沟通的成本就会下降，资源在区域内布

局就会打破行政区划阻隔，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优

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之间存在

博弈，但是以“地方保护”为基础的博弈，博弈的各

个城市的发展动因都会被严重削弱。“软区划”的
制度设计会使得各个区域间的博弈建立在合作基

础上，城市之间的关系会是“互利共赢”而不是“此
消彼长”。

　　三、石 家 庄“四 层 次”指 状 网 络 的 城 市

组团设计

　　（一）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南部中心城市

如图３所示，石家庄是京南第一个省会城市，
以石家庄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城四星”的“大石

家庄”城市空间构架，“一城四星”中的“城”即石家

庄，“四星”即正定、藁城、栾城和鹿泉。以“一城四

星”为核心，在“大石家庄”发展思路下，石家庄的

城市影响力在向更广腹地的新乐、无极、晋州、赵

县、元氏、赞皇等扩展，这些小城市已经逐渐成为

了“大石家 庄”发 展 思 路 下 的 石 家 庄 城 市 体 系 的

“二级台阶”（“一城四星”为“一级台阶”）。将石家

庄打造成为京津冀第三极［３］，拉开“大石家庄”发

展构架，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副中心 城 市［４］已

经成为石家庄发展的主导思路，多方面的条件有

利于石家庄向城市组团方向发展。建设石家庄城

市组团，需要突破现有行政区划，在更大的区域内

进行跨区组团，为构建“大石家庄”进行空间储备。
“大石家庄”在建设 过 程 中，除 了 要 从 行 政 区 划 内

部做文章，构建“一城四星”的城市组团外，还要与

附近的其他小城市间形成互动，扩大石家庄的影

响力，这就需要石家庄在东（衡水）南（邢台）西（阳
泉）北（保定）四个方向上构建城市组团。“大石家

庄”需要在“双 核＋双 子”构 架 下 得 以 建 立，使 得

“大石家庄”在“双核＋双子”的构架中与京津唐保

四个城市产生高效互动。虽然“京津石”三角形内

部的交通通达性程度与预期中的发展状态还存在

一定差距，但交通干线已经相对比较完备，石家庄

已经是南北、东西方向的交通枢纽。石家庄城市

组团的目标不仅在于强化与京津的联系，还在于

与南侧的邢台、邯郸，东侧的衡水以及西侧的阳泉

等强化联系，让 石 家 庄 成 为“远 京 津 的 河 北 省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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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经济核”，以石家庄构建“京南城市群”的同

时，很好地呼应“双核＋双子”，为“双核＋多子”的
京津冀城市体系做充分地准备。“大石家庄”的影

响域面积广大，可以按照“四层次”指状网络的模

式构建城市组团。

图３　以石家庄为核心的指状网络城市体系构建

　　（二）“四 层 次”指 状 网 络 城 市 体 系 的

构成

　　 “四层次”是指 以 石 家 庄 为 核 心 向 东 侧 发 展

的四个圈层，即如图３所示的Ｃ１、Ｃ２、Ｃ３、Ｃ４ 等四

个圈层。四个层次以石家庄为核心，由近及远形

成四个“Ｃ环”，将邻近的市级行政区 划 范 围 包 容

进来。在“大石家庄”城市体系的框架下，以石家

庄为中心的“四层次”指状网络体系不断完善，这

样的城市体系为扩大石家庄的影响力，进而与京

津形成鼎足发展格局，为以京津“双核”为核心的

京津冀城市体系与周边的城市体系融合发展奠定

了基础。在图３中，以石家庄为中心向东、东南和

南等三个 方 向 伸 出 了 五 条 交 通 干 线：Ｆ１ 石 沧 线

（石家庄—沧州）、Ｆ２ 石 黄 线（石 家 庄—黄 骅）、Ｆ３
石德线（石 家 庄—德 州）、Ｆ４ 石 南 线（石 家 庄—南

宫）、Ｆ５ 石邯 线（石 家 庄—邯 郸），五 条 干 线 中，铁

路干线与各公路干线交互出现，Ｆ１、Ｆ３、Ｆ５ 为铁路

干线，Ｆ２ 和Ｆ４ 为 公 路 干 线。与 此 同 时 以 石 家 庄

为中心形成了“四层次”城市环：第一层即Ｃ１，包

括正定、鹿泉、藁城和栾城，四个小城市与石家庄

共同形成了“大石家庄”的城市体系的核心部分即

“核心层”；第二层即Ｃ２，从图３中可以看出，该层

城市圈包括了元氏、赞皇、高邑、柏乡、宁晋、赵县、
辛集、晋州、无极、深泽、新乐、行唐、灵寿、平山等

县级行政单 元，这 是“大 石 家 庄”城 市 团 的“影 响

层”；第三层即Ｃ３，包括了隆尧、临城、内丘、任县、

巨鹿、新河、冀州、南宫、衡水、武邑、武强、深州、安
平、饶阳、肃宁、河间、蠡县、博野，该层城市圈已经

打破了石家庄、邢台、衡水、保定的行政区划，在河

北省中南部构建了跨区划的“大都市圈”，这是“大
石家庄”的“影响层”；第四层即Ｃ４，该层城市环涉

及的区域更大，规模较大的城市包括沧州、威县、

馆陶、曲周、邯郸等小城市。该层城市环是跨省域

的城市环，在石家庄东南方向冀中南和鲁西之间

通过合作，扩大石家庄的城市影响力，使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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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渤海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四层次”指状网络城市体系中的

节点城市

　　“四层次”的“指状网络”模式的“大石家庄”城
市群的构架下形成了多个节点城市，重点发展这

些节点城市对于“大石家庄”城市体系的快速形成

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叙述方便，在表述某个城市

环与某个“手指”交叉处的节点城市时采用“城市

环（手指）”的方式表述，即Ｃ１（Ｆ１）表示Ｃ１ 城市环

与Ｆ１“手指”处的节点城市，以此类推。“城市环”
与“金手指”相交处的节点城市就是“指状网络”模
式的“四层次”城市体系的“手指关节”，这些“手指

关节”受到 强 化 后，才 能 够 让“指 状 网 络”活 动 自

如，“金手指”上的“节点城市”如表１所示。这些

节点城市是将“金手指”进行分段的关键城市，也

是将“金手指”的各段联系起来的城市。由于这些

节点城市并非分布在一个行政区划内，所以只有

各个行政区划联动发展，才能够让区域中心城市

在更大区域内产生辐射效应。“大石家庄”的构建

需要首先强化Ｃ１ 这个内核，然后强化Ｃ２ 这个“影
响层”，同时让Ｃ３ 的各个行政单元产生联动效应，

Ｃ３ 以内的三个环都是河北省行政区划内部各个

次级行政单元，相互配合就能够做到的事情，需要

在行政权力影响下，在Ｃ３ 范围内有差别地发展节

点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铁路对区域发

展的影响作用往往高于公路，所以在选择重点发

展的节点城市 时，需 要 做 如 下 考 虑：Ｃ１ 环 上 按 照

“正定→藁城→栾城→元氏”的顺序使得各个节点

城市得到强化；Ｃ２ 环 上 应 该 优 先 发 展 定 州、辛 集

和柏乡；Ｃ３ 环 上 除 了 强 化 衡 水 和 邢 台 外，还 需 强

化饶阳、南宫 两 个 小 城 市；Ｃ４ 环 由 于 区 域 范 围 较

广，在发展进程中需要突出重点，如图３所示，应

该首先强化以曲周为中心的城市团即“曲周团”的
建设，涉及邢台、威县、馆陶、邯郸范围内的广平、
肥乡、永年、沙河、鸡泽、邱县、广宗、南和、平乡等

县级行政区域。“曲周团”要逐步发展为戴在“指

状网络”模式中“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在强化

铁路线作用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指状网络”的

铁路交通体系，图３中用虚线连接的区域都是应

表１　“四层次”“指状网络”模式的“大石家庄”节点城市

城市环

Ｃｉ

“手指”

Ｆｊ

节点符号

Ｃｉ（Ｆｊ）
节点城市 周边联动城市

Ｆ１ Ｃ１（Ｆ１） 正定 鹿泉、正定、平山、灵寿、行唐、藁城

Ｆ２ Ｃ１（Ｆ２） 藁城
正定、无极、深泽、晋州、栾城

Ｃ１ Ｆ３ Ｃ１（Ｆ３） 藁城

Ｆ４ Ｃ１（Ｆ４） 栾城 藁城、辛集、赵县、元氏、

Ｆ５ Ｃ１（Ｆ５） 元氏 栾城、赵县、宁晋、柏乡、高邑、赞皇

Ｆ１ Ｃ２（Ｆ１） 定州 博野、安国、行唐、新乐

Ｆ２ Ｃ２（Ｆ２） 深泽 安国、无极、晋州、安平、深州

Ｃ２ Ｆ３ Ｃ２（Ｆ３） 辛集 藁城、栾城、赵县、宁晋、深州、衡水、晋州

Ｆ４ Ｃ２（Ｆ４） 宁晋 赵县、柏乡、辛集、新河

Ｆ５ Ｃ２（Ｆ５） 柏乡 高邑、隆尧、临城、宁晋、内丘、任县

Ｆ１ Ｃ３（Ｆ１） 河间 蠡县、肃宁、博野

Ｆ２ Ｃ３（Ｆ２） 饶阳 安平、肃宁、武强、献县

Ｃ３ Ｆ３ Ｃ３（Ｆ３） 衡水 辛集、武邑、冀州

Ｆ４ Ｃ３（Ｆ４） 南宫 新河、冀州、巨鹿、故城

Ｆ５ Ｃ３（Ｆ５） 邢台 内丘、任县、南和、沙河

Ｆ１ Ｃ４（Ｆ１） 沧州 黄骅、海兴、南皮、孟村、盐山、泊头

Ｆ２ Ｃ４（Ｆ２） 泊头 南皮、东光、献县、沧州

Ｃ４ Ｆ３ Ｃ４（Ｆ３） 德州 景县、故城

Ｆ４ Ｃ４（Ｆ４） 临清 清河、临西

Ｆ５ Ｃ４（Ｆ５） 邯郸 武安、永年、肥乡、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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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尽快发展铁路交通网络的地方，通达性的铁路

交通网络才能够将“指状网络”中的各个“关节”连
通，指状网络才会一盘棋运作，以石家庄为中心的

“大石家庄”城市体系才会得以形成。

　　四、“四 层 次”指 状 网 络 城 市 体 系 的 经

济核和铁路网构建

　　（一）强 化 县 级 中 心 地，构 建 经 济 核

体系

构建经济核也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阻 隔，需 要

从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构建经济核体系。首先，
“大石家庄”组团需要在“双核＋双子”的背景下构

建。在历史上京津冀原本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划，
区域经济发展也无须考虑行政区划问题，但是在

三地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单元后，原本作为京津冀

“经济核”的京津两个大都市在发展中与河北省就

存在行政区划分界，原本地缘关系非常密切的三

个行政单元，在区域经济发展联系上整合的程度

被削弱。在以石家庄为中心构建经济核体系的时

候，只有以“双核＋双子”进而“双核＋多子”为背

景才能够使“大石家庄”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

新的经济增长极。其次，在构建石家庄城市群的

过程中，要从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等辖区

内的小城市做文章。以Ｃ１ 和Ｃ２ 为核心，强化Ｃ３
和Ｃ４ 的建设，强化区域内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
如图３所示，按照“四层次”指状网络模式在石家

庄的东侧和南侧，强化建设一些重点小城市。在

“指状网络”模式中，除了沧州、衡水、邯郸、邢台属

于市级中心地外，还有饶阳、南宫、威县、馆陶、曲

周等县级中心地，这些小城市在构建“指状网络”
模式的城市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让这些小城

市发挥“节点城市”的作用，显得极其必要。从区

域经济联系层面看，要以饶阳为中心，强化对邻近

的肃宁、安平、深州、武强等小城市的建设；要以南

宫为中心，加强邻近的小城市新河、巨鹿和清河的

建设；要以邢台为中心，加强内丘、任县、南和、沙

河等小城市的建设。在Ｃ３ 环上要强化对曲周、威
县和饶阳的建设，以曲周为中心建设邱县和肥乡，
以威县为中心建设广宗，使得威县与曲周两个次

级城市群相互融合发展起来。以饶阳为中心，加

强安平、肃宁、武强、献县等小城市的建设。在Ｃ３
层中，在构造“大邯郸”城市群的时候，要以邯郸为

中心强化发展永年、武安、成安、临漳，与此同时要

突出强化馆陶的“小城市核心”的角色，以馆陶为

中心，充分发展广平、大名和冠县。在Ｃ４ 环的馆

陶和沧州之间，要突破行政区划建立省域联系，发
挥德州的中心城市作用。Ｃ４ 环的北侧区域内，应

该强化献县在该区域内的重要作用，以献县为中

介沟通饶阳和沧州，同时要强化对孟村、南皮、东

光的发展。这样就能够以石家庄为中心，形成大

中小城市互补共赢的发展格局。

　　（二）完 善 铁 路 交 通 网 络，提 高 腹 地 的

通达性

　　石家庄是京广线（北京—广州）上的重要枢纽

城市，南北方向上的交通比较便利，与此相比，东

西方向的交通通达程度就相对较低。目前以石家

庄为核 心 的 交 通 网 络 主 要 有“石—邯”线、“石—
衡”线。石家庄与天津建立联系的铁路交通需要

绕行衡水或者德州（后者较前者绕行距离更大）。
目前的交通网络在通达性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一方面在于石家庄与天津建立联系过程中的绕行

距离较远，这对于在京津石之间形成鼎足发展格

局造成了障碍；另一方面在于“石家庄—衡水—聊

城—邯郸—邢台”（“五城市区域”）围 成 的 区 域 内

没有能够发挥中心作用的小城市，这就增加了在

该区域内构建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次级城市体系的

难度。为了更好地构建石家庄城市组团，需要从

以下层面着手完善该区域内的路网建设：其一是

要在“石家庄—沧州”方向上构建两条铁路线，一

条是“定州—博野—蠡县—肃宁—河间—沧州”铁
路线，另外一条是“正定—无极—深泽—安平—饶

阳—武强—献县—泊头—南皮—孟村—盐山—海

兴—黄骅”铁路线，两条铁路线的建设，不 但 能 够

将石家庄的影响力疏散到更远的地区，而且两条

铁路线之间的地区能够得到拉动；其二是构建以

南宫、威县和曲周为核心的铁路网。南宫、威县和

曲周是构建“石家庄城市团”过程中的重要“次级

节点城市”，发 展 以 这 三 个 小 城 市 为 核 心 的 铁 路

网，对 于 强 化 石 家 庄 向 南 的 影 响 力 有 重 要 作 用。
在构建铁路线的过程中要进行如下考虑：以南宫

为中心构建两条铁路线，其一是“石家庄—栾城—
赵县—宁晋—新河—南宫—清河”铁路线；其二为

“内丘—隆尧—南宫—故城—德州”铁路线。以威

县为核心也要构建两条铁路线：其一是“南宫—广

宗—威县—馆陶”铁 路 线；其 二 是“邢 台—南 和—
鸡泽—威县—临清”铁路 线。以 曲 周 为 核 心 要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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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邯 郸—曲 周—邱 县—临 西—临 清”铁 路 线。
图４中用虚线表 示 规 划 构 建 的 铁 路 线。该 铁 路

网最大限度地解 决 了“五 城 市 区 域”内 部 的 交 通

通达性问 题，不 同 等 级 的 城 市 间 能 够 方 便 地 进

行沟通，为 构 建 以 石 家 庄 为 核 心 的 城 市 群 奠 定

了基础条件。

图４　以石家庄为核心的“次级组团”

　　五、确 定“石 家 庄 城 市 组 团”的 发 展 方

向并构建“多级组团”

　　（一）确 定“石 家 庄 城 市 组 团”的 发 展

方向

纵观世界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大都市 发 展 的

后期都要强化城市体系的“主辅结构”，在大都市

周围充分发展卫星城，不但能够让大都市与周围

腹地更大的空间产生较好的互动，而且能够较好

地分解大都市的职能，大都市只承担核心城市的

主导职能，非主导职能则疏解到卫星城，卫星城与

主城市之间则形成较好的互动。研究石家庄的发

展历史可以发现，在石家庄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

历了向东南扩展、沿东西向铁路线扩展、四周蔓延

式扩展以 及 奠 定 中 等 城 市 雏 形 的 扩 展 等 四 个 阶

段［５］。在新中国成立前，石家庄主 城 区 的 规 模 已

经形成，目前的石家庄就是围绕这个核心区发展

起来的，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展过程中，石家庄经历

了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发展变化。
有关石家庄的城市发展规划问题，最早可以追溯

到１９５３年，在 该 年 编 制 的 石 家 庄 城 市 发 展 规 划

中，将石家庄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向东，认为向西和

向北发展会遇到诸多限制。但这种规划实际上并

没有得到落实，因为后来的“文革”将这种发展规

划全部打乱，石家庄实际上是在以火车站为中心

以“摊大饼”方式向外围地区扩展。石家庄向北和

向西发展受到禁锢的原因在于地形地貌限制，北

侧的滹沱河和西部的山区使得石家庄向这两个方

向发展的可能性较小。除此之外，目前石家庄主

城市周围的京石、京珠、青银、石黄和石太等高速

公路的格局也是石家庄市区向外围空间进行连续

扩展的障碍。综上分析，向东和东南方向发展是

石家庄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在此过程中就要以

石家庄为核心，强化发展正定、栾城、藁城和鹿泉

等四个卫星城市，按照前文述及的“四层次”指状

网络模式逐步强化对赞皇、柏乡、赵县、宁晋以及

无极等小城市的发展力度。让石家庄在由滹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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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银高 速 公 路 形 成 的 带 状 区 域 内 得 到 充 分 发

展。使得 石 家 庄 东 侧 和 东 南 侧 区 域 得 到 优 先

发展。

　　（二）构建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次级组团”

　　石家庄依托省会优势已经逐渐朝向大都市方

向发展，在京津冀区域中石家庄的大都市优势正在

得到强化，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规划设计下，为
了完善“大石家庄”城市组团的结构体系，需要进一

步完善以正定、藁城、栾城和鹿泉为中心的“次级组

团”，这四个小城市要逐渐发展为依托石家庄的“次
级城市团”，成为大城市与农村城镇间的过渡性质

的城市。如图４，有三条高速公路线围成的区域是

石家庄主城区。主城区与四个次级城市中心之间

的镇级行政单位就成为“次级组团”发展的重点。
以栾城为中心，发展窦妪镇、冶河镇和郄马镇，以藁

城为中心要重点发展南营镇、邱头镇、南董镇和南

孟镇，以正定为核心，主要发展诸福屯镇、新安镇和

北早现乡，以鹿泉为中心，重点发展大河镇、上庄镇

和铜冶镇（图４中以次级中心为核心的重点发展镇

用实线连）。在这种次级组团的构 架 下，“大 石 家

庄”就能够突破既有地形的限制，让石家庄在北、东
和东南方向上得到快速发展，为构建“大石家庄”的
框架赢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１］戈钟庆，武 剑，戈 力 禾．构 建 石 家 庄 市 融 入 京 津 冀 一

体化体制 机 制 分 析［Ｊ］．河 北 省 社 会 主 义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１１（１０）：６９－７２．
［２］周春荣．找准定 位 协 同 发 展———石 家 庄 在 京 津 冀 协 同

发展中的 定 位 思 考［Ｊ］．中 共 石 家 庄 市 委 党 校 学 报，

２０１４（１０）：３９－４２．

［３］夏靳苗，颜 景 渊．打 造 京 津 冀 第 三 极 背 景 下 石 家 庄 发

展新思路［Ｊ］．石家庄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５９－６２．
［４］赵冰 琴．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中 石 家 庄 的 路 径 选 择 研 究

［Ｊ］．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４（６）：２７－２９．
［５］李惠民．近代石家庄 城 市 的 空 间 扩 展［Ｊ］．石 家 庄 经 济

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６）：１１４－１２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ｆｏｒ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ｂｉ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２＋７”ｔｏ“９＋２”，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ｂｉ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ｈａ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ｂｕｔ　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ｏ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ｓ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Ｓｈｉｊｉ－
ａｚｈｕａｎｇ，ｔｈｅｎ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ｆｏｕｒ　ｌｅｖｅｌｓ”“ｆｉｎｇｅｒ－ｆｏｒ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ｉｘｉａｎ，Ｑｕ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ｔａｏ，Ｒａｏｙａ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ｏｎｅ－ｃｉｔｙ－ｆｏｕｒ－ｓｔａｒ”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Ｌ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Ｇａｏｃｈｅｎｇ，Ｌｕｑｕａ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ｏｒ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Ｘｉａｎｇｔａｉ，Ｈａｎｄａｎ，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ｎｇｑｕ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ｇｅｒ－ｆｏｒ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９　第２期　孟祥林：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石家庄城市组团“指状网络”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