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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职能体系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以太原市为例 

郭文炯  , 张复明 

(1.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系 ,山西 太原 030012 ; 2.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1) 

摘要  : 全面认识城市职能体系需从其结构属性和空间属性两方面着手 ,从职 能层次 、职能规模 和职能强度 三方 

面来界定 ,思路是将城市职能的结构属性与空间属性结合起来 ,研究城市在 不同空间尺 度的主要职 能 。文章以太 原 

市为案例 ,构造了区位熵 、职能规模 、职能强度 3 个指标 ,对太原市在省域 、中西部 、全国 3 个空间层 次的城市主 要职 

能进行了分析 。力图通过该市的案例 ,探讨单个城市职能体系实证研 究的思路和方 法 ,从 多角度较为 系统地认识 一 

个城市的职能体系 ,为城市定位和城市性质确定提供更丰富的基础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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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空间属性 ,即职 能的 尺度 特征 和区 域范 围 。城 

城市职能研 究是 编制 城市 规划 ,制定 城市 发展 战    市职能体系还具有 3 个重 要特征 ,即职能 层次 、职 能规 

略的基础性 工 作 ,在 理 论与 实 践 中具 有 重 要的 意 义 。   模和职能强度 。但 是 ,在 该文 中仅 提出 了理 论的 思想 

在我国城市地 理研 究中 ,城 市职 能研 究主 要集 中于 全    和框架 ,如何应用于具体城市研究之中 ,采取什么样 的 

国和区域城市职能类型的划分 ,周一星 先生在 20 世 纪    方法和指标来进行可操作性的实践 研究却未探 讨 。文 

80 年代末 和 90 年 代 初 关 于 中 国 城 市 工业 职 能 的 研    章即是根据上述理 论框架 ,结合 城市 职能 分类 研究 的 

究  和 1996 年关于城市职能的 综合分 类研究   ,较 为    思路和定量方法 ,以太原市为案例进行的实证研究 。 

法框架 ,奠定了区域城镇体 系职能分类 研究的基础 ,为 

认识区域城镇体系职能 结构特征和职能结构规 划提供    2.  1  研究出发点与资料选择 

全面认识一个城市的职能体系 ,应从 两方面 入手 , 

即其结构属性和空间属性 。 

从结构属性 来看 ,任何 一个 城市 的职 能都 是有 若 

分 。依照有关分类方法 ,可将城市职能体 系分成 政治 、 

文化 、经济管理 、工业 、矿业 、商贸 、金融 、交通和 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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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研究。gwj2278222 @tom. com         能城市 、中心城市等 。在进行定量研究 时 ,一般选 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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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1  引言 

[1]                                    [2] 

系统地提出了“城市职 能三要素”理论和 定量研究的 方 
2  出发点 、方法与资料选择 

了坚实的理论依 据和 方法 。然 而 ,对 于单 个城 市的 职 

能体系的深入 研究 成果却 不多 见 ,相 关的 研究 仅有 杨 
[3] 开忠先生 等 1996 年对 北京 市经 济职 能的 研究   。基 

于城市职能研究在城市 规划中确定城市性质和 城市定 
干个职能要素或职能组分构成 。这些组 分分属于 不同 

位方面的实践意义 ,不仅要 进行城市职 能类型的划 分 , 
的城市职能域 ,它们 之间的 配比 和组 合关 系支 配着 城 

而且要深入研 究单 个城市 职能 体系 的结 构和 特征 ,以 
市职能体系的发 展和 变化 。从城 市职 能域 来讲 ,  城市 

城市与区域的 关系 为基本 着眼 点 ,全 面认 识城 市在 不 职能可划分成 4 个 职能 域 :政 治职 能 、文 化职 能 、经济 
同区域尺度的主 要职 能 。这样 ,才能 为城 市总 体规 划 

管理职能 、生产服务职能 ,各职能域又包 涵若干职 能要 
中城市定位 、城市 性质 的确 定提 供坚 实的 依据 。基 于 

素 。在工业化发展 时期 ,  经济 职能 组分 在城 市发 育和 
[4] 这一认识 ,作者 在“城市 职能 体系 的若 干理 论思 考” 

发展过程中扮演 着十 分重 要的 角色 。因而 ,  在城 市职 
一文中 ,初步构 筑了 单个城 市职 能体 系研 究的 理论 框 

能研究中 ,通常将工 业职能 按生 产类 别作 进一 步的 划 
架 ,提出城市职能体系具有 两个重要的 属性 ,一个是 结 

收稿日期  : 2003 - 10 - 27 ; 修回日期  : 2004 - 04 - 21 
组分 。据城市职能组分数量的多少 、职 能影响的 特征 , 

基金项目  : 山西省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993088) 
可将城市分为 : 单一 职能 城市 、专业 化城 市 、多样 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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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项目的就业资料作为研究基础 。遵循 资料的可得 性 济活动水平 ; Ni 为整个区域体系第 i 种经济活动水平 ; 

和可比性原则 ,我们 以分行 业社 会劳 动者 人数 统计 资 

料作为表征各职能组分和比较分析 的基本资料 。该 资 

料将城市各种经济活动分成 13 个行业 ,基 本涵盖了 城 

市各职能组分 。但是 ,在该资 料中旅游职 能无法反 映 , 

同时满 足 不了 工 业 职能 进 一步 划 分的 资 料 要 求 。为 

此 ,又需辅以工业产值的统计资料作为补充 。 

从空间属性 分析 ,城市 经济 活动 的影 响存 在空 间 

特性 ,有的职能组分影响范 围很小 ,有的则 影响范围 很 

大 。因此 ,研究城 市职 能必 然要 界定 城市 各种 职能 作 

用的区域范围和 尺度 。具 体而 言 ,城 市各 种职 能就 空 

间范畴首先可分为两大类 : 一是为腹地 区域服务的 ,称 

之为区域性职能 。这 类职 能一 般有 较强 的综 合性 ,主 

要表现在综合性工 业部 门与 腹地 间垂 直和 水平 联系 , 

区域性交通枢纽和区域 商品批发中心对腹地交 通组织 

和商品流通的作用 ,企业总 部和行政决 策作用 ,城市 为 

腹地提供的科技 、教育 、金融 、信息 、咨询 等服务功 能
各 

方面 。它是城市 职能 体系 的支 柱 ,是 城市 中心 地位 的 

基石 。二是为腹 地区 域以 外服 务的 ,称之 为跨 区性 职 

能 。它主要表现为 超越 腹地 尺度 的专 业化 工业 职能 , 

专业化商贸职能 ,专业化交 通运输职能 ,专 业化旅游 职 

能等 ,是在更大尺度范围内 所承担的劳 动地域分工 ,是 

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根本所在 。在全 国性城市职 能 

分类中所揭示的各城市的职能多属 这一类 。太原是 山 

西省会 ,省域 中心城 市 ,处 于中西 部过 渡地带 。因此 , 

对太原市城市职能 尺度 的认 识有 :  山西 晋中 经济 区 、 

省域范围 、环渤 海经 济区 、中 西部 地区 、全国 5 个 空间 

层次 。其中 ,省域 、中西部 、全 国为主要层 面 ,文章 选择 

这 3 个地域空间层次来进行分析 。 

将城市职能 的结 构属 性和 空间 属性 结合 起来 ,全 

面认识太原市在不同空间尺度下 ,即省 域范围 、中西 部 

地区 、全国 3 个 地域 空间 所承 担的 主要 职能 和表 现出 

的结构特征就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 

2 .  2  测度方法 

揭示城市职能体系的基本特征 ,需从 职能层次 、职 

能规模 、职能强度 3 方面出发 。 

对于一个城 市而 言 ,不 同职 能组 分的 层次 性等 级 

特征是不同的 ,具有相当明 确的空间影 响范围 ,据此 可 

标定城市职能的空间层次和职能等 级 。考虑到实际 应 

用中的可操 作性 和方便 性 ,参照 相关 研究 方法    ,我 

们用区位熵来作为研究指标 ,即 

i      i        i 

式中 : L Qi 为研究区域第 i  种经济活动的区位熵 ;  Ei 为 

研究区域第 i 种经济活 动水平 ;  E 为研究 区域全部 经 

N 为区域体系总的经济活动水平 。 

如果太原市第 i 种经济活动 在某一空 间尺度 范围 

内 (如省域或全国  区位熵大于 1 ,则该部门为相应地域) 

空间尺度的职能部门 ,处于相应的职能层次 。 

职能规模是 城市 职能 的主 要量 态特 征 ,反 映职 能 

部门中活动的绝对规模 。计算公式为 

( Ei/ E - N i/ N ) E = (1 - 1/ LQi) Ei , 若 LQi ≥0 。 

式中 : Si 为研究区域第 i 部门的职能规模 。 

职能强度主要用于城市之间职能的 比较和职能 类 

型的划分 ,反 映城 市职 能部 门的 专业 化程 度 。可 用职 

能规模与职能部门规模之比例来界定 。公式为 

Pi = S  i/ Ei  。 

式中 : Pi 为研究区域第 i 部门的职能强度 。 

3  太原市职能体系分析 

2000 年 ,太原市市区单位从业人员 127.  9 万人 ,其 

中 ,采掘业 4 .  1 万人 ,制造业 37 .  7 万人 ,建筑业 11 .  3 万 

人 ,交通 仓储 邮电 业 8 . 7 万 人 ,批 发零 售贸 易业 25 . 4 

万人 ,金融保 险业 1 . 9 万 人 ,社 会服务 业 6 . 8 万人 ,教 

育文化业 6. 5 万人 ,科研综合 技术服务 业 2 . 5 万 人 ,机 

关和社会团体 3. 6 万人 。根据 上述研究思 路与计 算公 

式 ,计算结果如表 1 。 

太原市是山 西省 中心 城市 ,同时 也是 一个 重要 的 

工业城市 ,在 城市 三 次产 业 结构 中 , 第二 产 业 占 GD P 

的 48 . 7 % ,2000 年 实现 工业 总 产值 285 .  4 亿元 ,工业 

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对城 市工业职 能有 

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 又利用 工业 总产 值指 标对 太原 市 

主要工业部门在省域 、全国两个空间 尺度的区位 熵 、职 

能规模 、职能强度进行了 计算( 表 2 ) 。遗憾 的是 , 由于 

未收集到中西部地 区的相 关资 料 ,因 而无 法计 算出 在 

中西部空间尺度的相关指标 。 

3.  1  职能组分及其结构特征 

根据城市职能组分数量的多少 、职能 影响特 征 ,可 

将城市划分为 3 类 :单一职能 城市 、专业化 城市和 中心 

(综合性) 城市 。太原市在 省域尺度上制 造业 、建 筑业 、 

交通邮电 、批零 贸易 、金融保 险 、社 会服 务 、教育 文化 、 

科研技术 8 个部门区位熵 均大 于 1 ,为基本 职能 部门 , 

中西部有 6 个 职能 组分 为 基本 部门 ,全 国尺 度也 有 5 

个职能组分为基本部门 ,这表明不论在 哪一空间 层次 , 

太原市职能组分均具有综合性特点 。从 职能组分 构成 

分析 ,尽管目前 太原市 产业 结构 表现 为“二 ,三 ,一”的 

结构特征 ,但无论哪一空间层次 ,在职能规模构成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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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原市主要职能部门  、职能规模和职能强度 

Tab. 1  Chief f unct ion department ,function scale and intensity in Ta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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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域 

中 
西 
部 

全 
国 

行业门类 

区位熵 

职能规模/ 万人 

职能强度/ % 

区位熵 

职能规模/ 万人 

职能强度/ % 

区位熵 

职能规模/ 万人 

职能强度/ % 

采掘 

0  . 21 

0  . 00 

0  . 00 

0  . 46 

0  . 00 

0  . 00 

0  . 71 

0  . 00 

0  . 00 

制造 

1  . 39 

10 . 55 

0  . 28 

1  . 19 

6  . 00 

0  . 08 

0  . 98 

0  . 00 

0  . 00 

建筑 

1  . 17 

1  . 60 

0  . 14 

1  . 24 

2  . 18 

0  . 19 

1  . 27 

2  . 44 

0  . 22 

储邮电 

1  . 73 

3  . 65 

0  . 42 

1  . 29 

1  . 92 

0  . 22 

1  . 30 

1  . 98 

0  . 23 

售贸易 

1  . 26 

5  . 22 

0  . 21 

2  . 00 

12 . 69 

0  . 50 

1  . 69 

10 . 39 

0  . 44 

金融保险 

1  . 21 

0  . 34 

0  . 18 

0  . 64 

0  . 00 

0  . 00 

0  . 68 

0  . 00 

0  . 00 

社会服务 

2  . 09 

6  . 21 

0  . 95 

1  . 56 

2  . 34 

0  . 36 

1  . 25 

1  . 28 

0  . 20 

教育文化 

1  . 09 

0  . 56 

0  . 09 

0  . 45 

0  . 00 

0  . 00 

0  . 50 

0  . 00 

0  . 00 

合技术 

2  . 65 

1  . 54 

0  . 62 

1  . 45 

0  . 76 

0  . 31 

1  . 46 

0  . 78 

0  . 31 

机关社团 

0  . 97 

0  . 00 

0  . 00 

0  . 35 

0  . 00 

0  . 00 

0  . 41 

0  . 00 

0  . 00 
 

表 2  太原市主要工业职能部门  、职能规模和职能强度 

Tab. 2  Chief f unct ion department , 

f unct ion scale and intensity of in dustry in Taiyuan 

工业行业      煤炭   冶金   机械   化工   电子 

区位熵         0  . 60   1  . 45   1  . 45   0  . 99   0 . 89 

域 
职能强度/ %     0 . 00   0 . 31   0 . 31   0 . 00   0  . 00 

区位熵         7  . 77   3  . 49   0  . 85   0  . 88   0 . 12 

国 
职能强度/ %     0 . 87   0 . 71   0 . 00   0 . 00   0  . 00 

能强度方面 均以 综合服 务职 能为主 。由此 表明 ,在 太 

原市职能定位中“高级 中心地”职能应 为首要职能 , 综 

合性城市”是其最典型 的职能特征 。 

从各职能组分分析 ,太原市是在“内陆新兴重工 业 

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历次的城 市规划中 , 重 工 

业城市”或“以能 源重 化工 为主的 工业 城市”都作为 城 

市性质的重 要方 面 。事实 上 ,太原 工业职 能只 在省 域 

和中西部层次为基本职能 ,职能强度 均较低 ,职能规 模 

仅在省域层次具有 明显 优势 ,在 城市职 能体 系中工 业 

职能并不具 有突 出的地 位 。就工 业部 门来 看 ,仅有 煤 

炭和冶金工业在全国层次上具有较高的职能强度 和较 

大的职能规模 ,化工 、机械 、电 子等 工业 部门 仍属 于非 

基本职能部门 ,工业职 能层次偏低 。在交通邮电 、批零 

贸易 、金融保 险 、社 会服务 、教育 文化 、科研 技术 、机
关 

团体等服务部门中 ,职能规 模和 职能强 度较 为突出 的 

是批零贸 易 、社会 服 务和 交 通邮 电 3 个 职 能 部门 ,其 

中 ,尤以商贸职能最为突出 。它表明 ,近年来太原市 的 

综合服务功能已有 明显 提高 ,特 别是商 贸和 社会服 务 

功能不仅在省域占有绝对优势 ,在中 西部 、全国尺 度也 

具有一定影 响 。但同 时也 反映出 ,太原市 综合 服务 职 

能也如工业职能一样处于较低的层次 ,教育文化 、金融 

服务 、科研服务等职 能仍 很薄弱 ,前两者 在中 西部 、全 

国层次均为非基本部门 ,后者虽为基 本部门 ,但职 能强 

度和职能规模均较低 。 

3 .  2  不同空间尺度城市职能特征 

职能尺度是 确定城 市定 位的重 要内 容 ,从 山西 省 

域 、中西部 、全国 3 个 主要层 面分 析 ,太原 市职 能部 门 

分别为 9 个 ,6 个和 5 个 ,职能总规模  区域各职能部门( 

规模加总) 分别为 29 . 9 ,26 . 0 和 16. 2 万 人 ,职 能总 强 

度分别为 23. 0 % ,20 . 0 %和 13. 0 % 。无论职 能强度 还 

是职能规模 ,在全国尺度上均大幅 度降低 ,与前 2 个层 

面形成明显 的差 距 。据此 ,我 们可 以粗略 判定 太原 市 

职能区域以省域和中西部为主要尺度 。 

在省域尺度上 ,制造业 、建筑业 、批零贸易 、金融保 

险 、社会服务 、科研技术是基本职能部门 ,具有 政治 、经 

济 、文化 、交通 、信息中心的综合职能  反映政治 职能的( 

指标为非基本部门 ,但省会应为全省政治中心) 。职能 

规模差异较大 ,以制造业最高 ,为 10 . 5 万人 ,社会服 务 

业与批零贸易业的 规模也 较大 ,分别为 6 . 2 和 5 . 2 万 

人 。职能强度则以社 会服务 业最 高 ,依次 分别 为科 研 

服务 、交通通信 、制造业 、商贸 ,反映出综合服务 业较强 

的专门化水平 。从工业内部来看 ,省 域范围内冶 金 、机 

械行业为基本职能 部门 ,虽 然与 全省产 业结 构形成 一 

定分工 ,但总体上仍处于同一层次 ,与 区域产业的 垂直 

分工体系尚未形成 。 

在中西部尺度上 ,太 原市 的制 造业 、建筑 业 、交 通 

邮电业 、批零贸易业 、社会 服务业 、科研 技术 产业 是基 

本职能部门 , 职能组分也具有 综合性 的特点 。但 在组 

分构成上与省域层次有明显不同 。职 能规模以批 零贸 

易业最大 ,依次为制造业 、社会服务业 、建筑业 、交通仓 

储邮电 、科研技术 。职能强度也以批零贸易业最 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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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职能规模/ 亿元   0  . 00  32  . 99   8  . 78   0  . 00   0 . 00 

全 
职能规模/ 亿元  27  . 15  76 . 19   0 . 00   0 . 00   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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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业最小 。批零贸易业有较强的“外向性”区 际影 

响力 。 

在全国尺度上 ,建 筑业 、交通仓储邮电 、批零 贸易 、 

社会服务业 、科研技术产业为基本职能部门 。其 中 ,以 

批零贸易业规模最 大 ,职 能强度 最高 ,其 次为 建筑 业 。 

工业职能中煤炭与冶金业具有较高的职能强度和 较大 

的规模 ,具有相对较大的比较优势 。 

3 .  3  对城市定位与城市发展的启示 

以上分析结 果 ,对城 市定 位与城 市发 展至 少可 提 

供以下几点启示 。 ①太原 市职 能发展 应淡 化“工 业基 

地”“工业城市”的观念 ,以综合化 、高 度化为方向 ,突 出 

“综合性区域中心”职能 ,“高级中心 地”职能 应为首 要 

职能 。 ②太原市职能区域应以省域和中西部为主 要尺 

度 。在省域范围内 ,太原市是全 省政治 、经济 、文 化 、科 

教 、交通 、信 息商 贸和社 会服 务中心 ,未来发 展要 采取 

“有所不为 ,才能有所 为”的发 展方针 ,着力 提升和 充分 

发挥省内其它城市当前还不可替代的功能 ,重点强化经 

济管理 、科技教育 、高层次服务 、高加工度工业生产等为 

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层次服务的专业化职能 ;在中 

西部层面上 ,太原是中西部地区以商贸 、生产服务 、重型 

制造 、交通通信为主的重要的生产与服务复合型中心之 

一 。③在城市综合服 务职能中商业 贸易和社会 服务是 

太原市目前具 有优势的职能 部门 ,应进一步 强化 ,同时 

必须注重提升城 市综合服务 功能的层次 。 ④工 业职能 

层次偏低 ,与区域同构性突出 ,调整工业结构 ,提升工业 

层次 ,是职能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 。 

4  结语 

在实际的应用中 ,为使分析更有 深度 ,对规划 实践 

更有应用价值 ,研究 还可向 两方 面延伸 : 第一 ,可再 增 

加一个时段 (如 1990 年) 作城 市职能 体系 演进 的动 态 

分析 ,揭示城市 在不 同空间 尺度 主要职 能的 动态演 变 

特征 ;第二 ,可 选择 邻 近区 域 同等 级 城市 进 行 比较 分 

析 ,获得更为 丰富的 城市 职能信 息 。也基 于我 们研 究 

的出发点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提供一种分 析思 

路与方法 ,故文章中并未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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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t is t he f undatio nal wo rk of determining u rban fi xed positio n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 d fo rmulat2 

i ng u rban develop ment st rat egy to st udy o n u rban f unct io n sy st em . To k now urban functio n system co mp rehen2 

sively ,we should start wit h structu ral p ropert y and sp at ial p ro pert y , define f ro m th ree facet s : functio n ran k or2 

der ,fu nctio n scale and fu nctio n i ntensity . Its t hin king is co mbining t he struct ural p roperty of urban fu nction wit h 

i ts spatial prop ert y ,t hen stu dyi ng chief fu nction of cit y i n different sp at ial measures . This article takes Taiyuan 

fo r examp le , co n st ruct s area-q uot ient , f unctio n scale an d fu nctio n i ntensit y t hree i ndexes ,analyes t he chief fu nc2 

tio n of Tai yaun in pro vi nce  ,t he mid dle-west and t he natio n th ree differen t sp atial rank o rders. It st rives to dis2 

cuss t he t hi nking s and met ho ds of empirial st udy o n single cit y’s fu nctio n system an d know a cit y’s f unct io n sys2 

tem f rom multi-an gle more systemat ically . So more abundant basis may be p rovided fo r determi ning urban fixed 

po sit io n and urban qual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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