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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空间关联性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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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城市群理论及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的空间关联特征及规律。结果显示: 新疆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群属于“一极双核”和“分散组团”空间关联模式，中心职能及空间关联性不强; 乌鲁木齐市的首位性突

出，但其关联范围主要是乌—昌经济圈; 关联职能局限于外向性或国际化，内联性不足弱化了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功能，加剧了

过度城市化问题; 二级中心城市与首位城市间的发展断层巨大，彼此间的空间关联不足，团聚规模小、层次低、功能弱，趋同、
内聚、稳定等地方性职能突出; 城市发展缺少外向活力和升级动力; 石( 河子) —玛( 纳斯) —沙( 湾) 组团较克( 拉玛依) —奎

( 屯) —乌( 苏) 组团关联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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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集聚规模效应是影响城市规模增长和功能增强

的首要因素，而城市间的经济分工与协作及由此形

成的空间关联，决定了城市在区域发展和城镇体系

中的分工职能和地位［1］，各级各类中心城市通过极

化增长和辐射带动作用，组织、引导并带动城市带和

经济区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 － 2020 年) 》要求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

能，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

要( 2005 － 2020 年) 》也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发展

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准确分析和评价核心城市的

极化增长和辐射带动能力，建设和完善具有地域特

色的城市体系结构和功能，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空间关联研究主要遵循增长极理论和“中

心—外围”学说。格鲁维从多中心区域的构成要素

视角探索了城市( 区域) 从单中心发展到多中心的

演化路径，并分析了相应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变

化［2］; 白重恩、潘文卿等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

术 ( ESDA) 研究了中国省域城市空间关联及空间溢

出效益，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和空间俱乐部效益，局域性空间集聚特征及空间溢

出效益明显［3 － 4］。从现有研究文献看，国内的研究

主要涉及省域和县域两个层面，空间上逐渐由三大

地带、省域等宏观尺度向县域等微观尺度深入［5 － 6］，

县域经济差异及空间关联研究备受关注［7 － 9］。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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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主要限于江苏、河南、安徽等省区，大多采用

断面数据做绝对空间关联分析，缺少基于面板数据

的动态演变分析，且使用的多为 2010 年以前的数

据，其成果的时效性不强［10］。有学者也对新疆地区

的城市展开了研究，认为受干旱气候和“三山两盆”
地形的影响，新疆地区的城镇布局深受铁路交通、行
政区划、地理位置等刚性要素的影响，普遍具有生态

依赖、结构分散、组团集聚等空间异质性特质，加之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群东西延展上千公里，地域辽阔

且发展差异大［11 － 13］，其空间关联只适用多中心城市

融合理论。
作为全新的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丝绸之路经济

带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多学科的研究热点，众多学

者从战略意义、路径和应对策略等宏观层面，分析了

丝绸之路沿线的生态环境、资源分布、产业规划、城
市布局等基础性问题［14 － 17］。中科院课题组研究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路径［18］; 李

泽红、于会录等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资源环

境和生态系统格局［19 － 20］; 董锁成等研究了“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经济分工及发展格局［21］。“丝绸之路

经济带”中的城市化关联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冯

朝阳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国段的城市等

级规模结构［22］; 贾百俊等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城市化的动力机制［23］; 高新才、袁丹、冉淑青等

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系统地分析了“丝绸之

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空间的分异规律［24 － 26］。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是当前各学

科关注的焦点，相关成果较多，但省域内部、微观领

域、动态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基于区域尺

度的交通和城市关联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对于“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地区的研究更为

薄弱。新疆是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

区，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又承担着新疆核心区建

设的主体功能，是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顺

利推进的重中之重。因此，为提升丝绸之路沿线

城市带的整体实力，需要对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及

引力范围进行科学分析，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及

存在的问题。

二 研究区域概况

新疆段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东起哈密，西至伊

宁，东西相距 1000 多公里，依次分布着哈密市、托克

逊县、鄯善县、吐鲁番市、奇台县、吉木萨尔县、乌鲁

木齐、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石河子

市、沙湾县、奎屯市、克拉玛依市、乌苏市、察布查尔

锡伯自治县、霍城县、伊宁市、伊宁县、博乐市、精河

县( 因五家渠统计资料不全，米泉 2007 年并入乌鲁

木齐，因此剔除这两个城市) 等 22 个市 ( 县) 。其

中，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是地级市，其他是县级市及

县。该区面积约 30． 66 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

的 18． 4%，人 口 847． 38 万 人，占 新 疆 总 人 口 的

37. 95%，城镇化水平为 76． 9%。2012 年该区域的

GDP 之 和 占 新 疆 GDP 的 69． 1%，人 均 GDP 为

59750． 5 元，是 新 疆 人 均 GDP 的 1． 78 倍 ( 33614
元) 。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的中心

城市的等级划分，探寻与分析中心城市与其他市

( 县) 的空间关联特征、形成原因、存在问题及优化

途径。

三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的城市间距较远，且

分布较为分散，公路是主要的连接途径。因此，选取

城市间最短公路里程数代表距离，所用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地图册( 2013 ) 》
和车次网( http: / /www． checi． cn / ) 。

城市化质量有别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城市综合

实力或综合能量、城市化水平、城市竞争力等判断城

市发达与否的显著标准。根据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内

涵要求，并结合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特征，本研究采用

复合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参照国家与地方城镇化质

量指导思想，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数据

的可获得性等原则，借鉴国内外权威研究成果以及

其他省市的评价指标，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

和生态环境 5 个维度，选取了 28 个指标，建立了城

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并通过数量

极化无量纲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借助熵值法计

算了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的城市综合质量得

分，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3 年的《新疆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新疆县域经济社会统计

资料等。
2． 中心性职能强度模型

城市中心性是指一个城市为它以外的其他城市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是衡量城市功能地位高低

的重要指标。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27 － 29］，结合新疆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特点，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选取

·12·

《城市问题》2016 年第 5 期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空间关联性测度



城市科学

表 1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城市发展质量

人口发展
城镇人口比重( % ) 、非农就业比重( % ) 、专业技术人员数占就业人员比重( % ) 、在岗职工平均货币

工资(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元)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元)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 元)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 元) 、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 )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 、地均 GDP( 元 /平方公里)

社会发展
社保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普通中小学教师负担学生数

( 人) 、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 册)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万人医院床位数( 张)

基础设施
人均用电量( 千瓦时) 、地均公路里程数( 公里) 、万人车辆拥有量 ( 辆) 、人均邮电业务量( 元 /人) 、万

人互联网用户数( 户)

生态环境
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公里) 、万元 GDP 耗电量( 千瓦时) 、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 ) 、造林面积比重( % )

了 22 个市( 县) 的城镇人口数( Pi ) 、国内生产总值

( Gi ) 、固定资产投资额( Fi ) 、消费品零售额( Ci ) 、二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Di ) 、专业技术人员数( Si ) 。其

中，城镇人口数指标 ( Pi ) 反映区域城市发展规模、
集聚能力及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 Gi )

反映 城 市 综 合 经 济 实 力，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指 标

( Fi ) 反映城市经济基础条件和投资环境，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指标 ( Ci ) 反映城市市场繁荣程度，二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 ( Di ) 反映城市产业结构，

专业技术人员数指标( Si ) 反映城市科技发展水平

和创新能力即城市发展潜力。分别计算各中心城市

的职能指数［30］。计算公式为:

Kpi = Pi /
1
n∑

n

i = 1
Pi ( a)

Kei =
Kti

6 =
KPi + KGi + KFi + KCi + KDi + KSi

6
( b)

公式( b) 对各职能指数加总取算术平均值即得

到城市中心职能强度 Kei ，然后依次进行中心城市

等级划分。
3． 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是基于区域影响力的分析，以影响力

确定城市经济联系的主导方向。本研究以综合指标

测度城市发展质量来表示引力模型的质量，以城市

间最短公路里程作为城市间的距离，修正后的引力

模型公式为:

Ｒij =
Pi·V槡 i· Pj·V槡 j

D2
ij

( c)

其中，Ｒij 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即

经济引力，Pi 和Pj 为两城市城镇人口数( 万人) ，Vi 和Vj

为两城市综合发展质量，Dij 为城市间距离( 公里)。
4． 断裂点模型

断裂点理论是由康弗斯在赖利模型基础上提出

的，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心城市辐射范围的研究。
该模型反映了中心城市对相邻区域发展的影响状

况。修正后的断裂点公式为:

Di = Dij / 1 + Vj /V槡( )
i

( d)

公式( d) 中: Di 表示断裂点到 i 市的距离，Dij

表示 i 市和 j 市间的最短公路里程( 公里) ，Vi 和 Vj

为两城市综合发展质量。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中心城市及等级划分

根据上述指标和公式( a) 、( b) 计算出新疆丝绸

之路沿线 22 个市( 县) 的中心性职能指数，并对其

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及等级划分( 图 1、表 2) 。

图 1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中心性分布图

由图 1、表 2 可知: 其一，沿线 22 个市( 县) 的中

心职能强度差异明显，形成了“一极双核”空间关联

格局。乌鲁木齐市的中心职能强度最高为 8． 99，是

排名最低的察布查尔县的 33 倍，是排名第二的克拉

玛依市的 5． 14 倍，是排名第三的石河子市的 7 倍。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的城市中心性职能强

度极化特征相当显著，城市差异度很大。克拉玛依

市和石河子市的中心性职能指数分别为 1． 75 和

1. 27，在( 1，2 ) 区间，与一级中心相差悬殊，表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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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各县、市中心职能强度等级划分

等级 kei 区域中心

一级中心 Ke ＞ 8 乌鲁木齐市

二级中心 1 ＜ Ke ＜ 2 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三级中心 0． 55≤Ke ＜ 1 哈密市、昌吉市、伊宁市、奎屯市、阜康市、博乐市

四级中心 Ke ＜ 0． 55
鄯善县、吉木萨尔县、奇台县、霍城县、乌苏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吐鲁番市、伊宁县、沙湾

县、托克逊县、精河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两个市的整体发展实力较弱，其对外围地区提供生

产和服务的能力与乌鲁木齐市存在较大差距。且二

级与一级中心之间在中心性职能强度的( 2，8) 区间

存在断档。其二，沿线中小城镇数量比重大，经济发

展实力不足。三、四级中心的中心性职能强度指数

均低于 1，占县市总数的 86． 4%，除奎屯、阜康、昌

吉、乌苏、沙湾和玛纳斯县位于沿线中部外，其余市

( 县) 均分布在沿线东西两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这既与现有交通条件限制、产业支撑不足有关，也与

城市规模较小等因素有关。总体来看，新疆“丝绸

之路”沿线市( 县) 中心职能不完善，经济极化特征

显著，空间关联不强，总体上呈“一极双核”团聚式

空间格局，形成了独特的一极超强及分散组团的关

联模式。
2． 中心城市空间联系格局分析

在对沿线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的

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其与其他市( 县) 的空间

作用强度，以分析其空间关联特征。本研究以综合

城市化质量作为引力模型的质量，以熵值法得出丝

绸之路沿线 22 个市( 县) 的城市质量综合得分( 表

3) 。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和乌鲁木齐市 3 个中心

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较高，居于前三，乌鲁木齐市因生

态环境质量较差，排名在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之

后。

表 3 2012 年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城市化质量综合得分

区域 克拉玛依 石河子 乌鲁木齐 伊宁市 奎屯 昌吉 阜康 哈密 博乐 乌苏 吉木萨尔

得分 0． 5428 0． 5117 0． 4684 0． 414 0． 4091 0． 3258 0． 2857 0． 2592 0． 2328 0． 2304 0． 2283
区域 玛纳斯 鄯善 吐鲁番 呼图壁 沙湾 奇台县 托克逊 察布查尔 精河 霍城 伊宁县

得分 0． 1911 0． 1815 0． 1804 0． 1732 0． 1673 0． 1535 0． 1489 0． 1474 0． 1471 0． 1365 0． 1124

( 1) 中心城市的空间联系强度

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越大表明城市空间的相互

作用越大，联系越紧密。根据公式 ( c) 计算得出新

疆丝绸之路沿线各市( 县) 的经济联系量，分析城市

间的空间经济联系程度( 表 4、图 2) 。

表 4 2012 年新疆丝绸之路沿线中心城市空间经济联系量( 亿元·万人 /平方公里)

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 石河子 哈密 昌吉 伊宁市 奎屯 阜康 博乐 鄯善 吉木萨尔

乌鲁木齐 － 0． 38 2． 03 0． 09 23． 8 0． 09 0． 38 4． 92 0． 08 0． 14 0． 45

克拉玛依 － － 2． 96 0． 14 1． 28 0． 63 5． 53 0． 34 0． 49 0． 12 0． 2

石河子 － － － 0． 22 9． 35 0． 54 10． 7 1． 9 0． 57 0． 25 0． 53

奇台 乌苏 霍城 呼图壁 玛纳斯 吐鲁番 伊宁县 沙湾 托克逊 精河 察布查尔

乌鲁木齐 2． 75 0． 04 0． 19 2． 64 0． 72 0． 43 0． 03 0． 29 0． 24 0． 06 0． 02

克拉玛依 0． 19 0． 22 0． 48 1． 03 0． 69 0． 19 0． 12 0． 75 0． 11 0． 36 0． 14

石河子 0． 45 0． 28 0． 66 16． 1 198 0． 49 0． 13 104 0． 27 0． 56 0． 12

由表 4、图 2 可知，城市带内部的对外经济联系

强度的地域分异特征明显。联系紧密区主要集中在

沿线中部的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一带，亚

欧大陆桥横穿其中，联系强度向东西两端迅速递减。
纵向看，以城市间经济联系量大于 1 为限，与石

河子市经济联系量最大的是玛纳斯县，为 198． 56，

其次是沙湾县，再次是呼图壁县、奎屯市、昌吉市及

阜康市。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的联系强度是沙湾县

的近 2 倍，是呼图壁县的 12 倍，是奎屯市和昌吉市

的 19 倍左右，是阜康市的 100 倍左右。与乌鲁木齐

市经济联系量最大的是昌吉市，为 23． 85，其次是阜

康市，再次是奇台县、呼图壁县、石河子市。乌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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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齐市与昌吉市的联系强度是阜康市的 5 倍，是奇台

县和呼图壁县的 8 倍，是石河子市的 11 倍。与克拉

玛依市经济联系量最大的是奎屯市，为 5. 53，其次

是石河子市，再次是昌吉市和呼图壁县。克拉玛依

市与奎屯市的联系强度是石河子市的近 2 倍，是乌

苏市的 2 倍，是昌吉市和呼图壁县的 5 倍左右。
横向看，石河子市与丝绸之路沿线市( 县) 的经

济联系强度之和最大，为 353． 51; 乌鲁木齐市次之，

为 39． 84; 克拉玛依市最小，为 17． 98。这说明石河

子市对周围市( 县) 的凝聚力最强，联系最紧密。而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的超大城市，由于其周边市

( 县) 的规模较小，导致了产业承接、城市辐射的断

层，影响了对周边市( 县) 的带动作用，同时周边市

( 县) 的接收能力也受到了制约。克拉玛依市作为

资源型的第二大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强，但其

综合服务水平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单一，对周边市

( 县) 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
从纵向和横向分析可知，乌—昌、石—玛—沙、

克—奎—乌( 苏) 城镇组团已具雏形 ( 图 2 ) 。不论

是沿线城市带整体还是局域内的城镇群组，城市空

间联系的距离衰减强度差异较大，石—玛—沙城镇

群组间的引力值大于乌—昌及克—奎—乌 ( 苏) 城

镇群组，三个城镇组团内的联系呈线性“核心—边

缘”结构。
为进一步了解中心城市与其他市 ( 县) 的空间

关联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按照经

济联系量的大小将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划分为

四个等级( 表 5) 。石—玛—沙、乌—昌、克—奎—乌

( 苏) 城镇群组属于强吸引城市圈，但乌鲁木齐市和

克拉玛依市均由于缺乏超强吸引力，而与周围市

( 县) 体系的层级关系不明显，出现断层。这说明乌

鲁木齐市的单极化优势突出并强劲，但其联系强度

主要局限于乌—昌经济圈，导致其内联性或内聚性

功能不足。受城市化水平及绿洲承载力低等地域因

素的影响，新疆大—中城市( 乌—昌) 团聚效益不及

中小城市( 石—沙—玛) ，一级中心城市的城市化问

题严峻，中心性职能弱化，辐射带动功能不强，未形成

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辐射带动功能及联系范围，而二级

中心城市尤其是石—沙—玛组团的关联性适度且稳

定，形成了明显的地方性中心城市职能。

表 5 中心城市空间联系引力范围

吸引强度 经济引力 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 石河子

超强吸引 ( 100，—) ——— ——— 玛纳斯、沙湾

强吸引 ( 5，25) 昌吉 奎屯 呼图壁、昌吉、奎屯

吸引 ( 1，5) 阜康、奇台、呼图壁、石河子 乌苏、石河子、昌吉、呼图壁 阜康

弱吸引 ( 0，1)

克拉玛依、哈密、伊宁、奎屯、博乐、

鄯善、吉木萨尔县、乌苏、霍城、玛

纳斯、吐鲁番、伊宁县、沙湾、托克

逊、精河县、察布查尔县

哈密、伊宁、阜康、博乐、鄯善、吉木

萨尔县、奇台、玛纳斯、吐鲁番、伊

宁县、沙湾、托克逊、霍城、精河县、

察布查尔县

哈密、伊宁、博乐、鄯善、吉木萨尔

县、霍城、奇台、乌苏、伊宁县、吐鲁

番、托克逊、精河县、察布查尔县

( 2) 中心城市的空间联系范围

仅从空 间 经 济 联 系 量 无 法 了 解 邻 域 地 带 市

( 县) 的归属问题，因此，本研究引入断裂点模型进

行空间经济联系影响范围的分析，由断裂点公式

( d) 计算出中心城市之间的 3 个断裂点，以各个中

心城市距断裂点的距离为半径做圆判断其辐射范

围。由图 3 可知，石河子市和乌鲁木齐市的断裂点

大致位于呼图壁县中部。将断裂点作为两市之间的

影响边界，以石河子市为中心，以 75． 64 公里为半

径，得出石河子市的辐射范围包括玛纳斯县、沙湾市

和呼图壁县大部分; 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辐射半径

为 72. 36 公里，乌鲁木齐市的辐射范围包括昌吉市、
阜康市。

石河子市与克拉玛依市的断裂点大致位于沙湾

县北端。以石河子市为中心，辐射半径为 115． 27 公

里，石河子市的辐射范围包括沙湾县、玛纳斯县、呼
图 壁 县、昌 吉 市。而 以 克 拉 玛 依 市 为 中 心，以

118. 73 公里为半径，克拉玛依市的辐射范围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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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市和沙湾市北部的一小部分。这说明石河子市

交通便利，其与周围市( 县) 的近距离优势、第三产

业及社会服务水平优于克拉玛依市，辐射能力较强，

对克拉玛依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产生了屏蔽作用，侵

蚀了其经济影响范围。
同样，克拉玛依市和乌鲁木齐市之间的断裂点

大致位于玛纳斯县境内。以克拉玛依市为中心，以

173． 67 公里为半径，克拉玛依市的辐射范围包括精

河县东北部、乌苏市的大部、奎屯市、沙湾县和玛纳

斯县的一部分。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以 161． 33 公

里为半径，乌鲁木齐市的辐射范围从沙湾县的东部

边界、石河子市、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昌吉市、阜康

市、吉木萨尔县一直到吐鲁番市和托克逊县的西北

部。可见，由于区位优势乌鲁木齐市的辐射范围大

于克拉玛依市。

图 3 新疆丝绸之路沿线中心城市

间断裂点及空间辐射范围

由表 5、图 3 可知: 乌鲁木齐市作为一级中心城

市，其 辐 射 范 围 最 大; 石—玛—沙 和 克—奎—乌

( 苏) 两个二级中心的辐射范围更趋收敛，与一级中

心城市的差距较大，城市带的断层明显，团聚引力及

辐射范围都较为狭小; 更低级中心也以此分形并具

雏型。

五 结果分析及对策建议

总的说来，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呈现以下

特征。
第一，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中心职能差距悬

殊，乌鲁木齐市为一级中心，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

为二级中心，哈密、昌吉、伊宁、奎屯、阜康、博乐为三

级中心，其余为四级中心，城市带总体上呈“一极双

核”团聚式空间格局，形成了独特的一极超强及分

散组团关联模式。
第二，乌鲁木齐市的单极化优势突出并强劲，其

关联范围、强度及腹地主要局限于乌—昌经济圈，外

向性或国际化职能显著，但其内联性或内聚性功能

不足。受城市化水平及绿洲承载力低等地域因素影

响，新疆大—中城市( 乌—昌城镇群组) 团聚效益不

及中小城市 ( 石—玛—沙城镇组团) 。一级中心城

市的城市化问题严峻，中心性职能弱化，辐射带动功

能不足，未形成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辐射带动功能及

联系范围。而二级中心尤其是石—沙—玛组团的关

联性适度且稳定，形成了明显的地方性中心城市职

能。
第三，石—沙—玛和克—奎—乌( 苏) 两个二级

中心职能更趋收敛，与一级中心差距较大，断层明

显，团聚引力和影响范围更小。更低级中心也以此

分形并具雏型。
基于以上分析，为促进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空间

布局的优化、城镇体系的完善以及城市带整体实力

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一

级中心城市的内联职能，积极吸纳并转化“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职能。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唯一的特大型城市和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在产业、综合实力上具有一定的基

础，作为重要枢纽和门户，必将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中发挥龙头作用。乌鲁木齐市应依托“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契机，承接区域功能，提升区

域地位，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文化创

意产业、高科技研发产业等，推动其成为区域内最大

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文化科教中心区以及域性金

融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成为中国西部中心城市及

面向中亚地区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同时要与周围

市( 县) 保持较高的经济联系量，充分发挥其特大中

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强化和扩大乌—
昌经济区的辐射范围，延长辐射半径，充分发挥对其

他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增强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能

力。
第二，发展壮大二级中心城市体系，积极培育具

有地方特色的中小城市集聚体，通过不断优化城市

体系结构、强化城镇组群凝聚力来提高新疆丝绸之

路沿线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功能与地位。
二级中心城市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承接高一

级城市的辐射功能，多引入强增长性企业，形成覆盖

沿线的经济辐射架构，同时加强与中心城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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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道路交通建设，使溢出效应发挥到最大; 完善城

市体系规模结构，提高昌吉、奎屯、乌苏等城市的城

市规模，填补乌—昌、克—奎—乌城镇群组的断层，

构建城市规模等级合理、内部分工协作有序、空间联

系紧密的城镇体系，提升城镇组群的凝聚力; 同时培

育一批有潜力的三级中心城市，使其发展为二级中

心，形成中小城市集聚体，形成城市发展合力。

【Abstract】 Using urban agglomeration theory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this essay studies and analyzes spatial correla-
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Silk Ｒoad in
Xinjiang． Spatial association model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One pole Dual － core”and“dispersion group”，which central
functions and spatial association are not strong． As Urumqi is
the first － level central city，its status is prominent． But its spa-
tial association scope includes mainly Urumqi － Changji Econom-
ic Circle． So is its hinterland． And its associated function is lim-
ited to extravers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t the lack of its
association scope is weakening function of radiation of the city is
contributing to excessive urbanization．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
level central cities，second － level central cities have a great
fault，lack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the cities
and with each other，with small scale，low level，the weak func-
tion in the reunion of the city，with local functions such as con-
vergence，cohesion and stability，and lack of outward energy and
upgrade momentum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mong them，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Shihezi － Manasi － Shawan towns group
is more modest than of Karamay － Kuitun － Wusu towns group．
Lower central cities are also fractal and initial prototypes．
【Key words】 spatial association; economic belt along

the Silk Ｒoad; urban belt;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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