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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演化与中心商务区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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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集效应及其演变导致城市中心区形成和向多中心演化。在向多中心演化这一过程中，商 

贸功能和商务功能在城市多中心之间的动态调整，导致了现代化城市中心商务区(CBD)的形成。重庆 

解放碑商圈及其演化的过程，充分验证了城市中心区演化与 CBD形成的内在机理。 

CBD形成与城市中心区演化的这一内在机理表明：对CBD的规埘和政策引导，一定要遵循城市中 

心区演化的经济：规律，尤其要遵循商务活动聚集经济性的原则；对 CBD功能的定位应主要体现为对商 

务活动的聚集，而不能只图眼前的利益“兼收并蓄”；CBD的选址既可以是原城市中心区，也可以在原城 

市中心外围另劈新地。 

关键词：聚集效应；商贸功能；商务功能；中心商务区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打造 

城市中心区的浪潮，其中令人关注的热点是城市中心 

商务区的规划和建设【l】。国内中心商务区的规划和 

建设，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被当地政府 

提上议事日程。此后，关于类似题材的报道和研究成 

为最热门的主题。然而，几乎所有这些研究报道文章 

表现出一个共同的迷失之处：那就是缺乏对城市中心 

区功能的合理界定，更少有从深入到城市中心商务区 

形成机理的层面去研究和指导城市中心商务区的规划 

和建设，有的甚至把中心商贸区和中心商务区混为 
一 谈。 

因此，笔者针对这一迷失之处，以对商贸和商务功 

能的明确界定为出发点，以聚集效应及其演变导致城 

市中心的形成和向多中心演化为线索，以商贸功能和 

商务功能在城市各中心之间的动态调整为切入点，把 

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作为促进因 

素，研究现代化城市高级功能区——中心商务区的形 

成机理。同时，还以重庆解放碑商圈及其演化过程为 

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根据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 

1 城市商贸功能与商务功能的内涵界定 

关于城市和城市功能区功能定义有很多 ，然 

而要研究城市中心区及其功能、尤其是要研究现代化 

中心商务区的形成机理，必须明确城市中心区商务和 

商贸功能合理内涵界定。从分工的角度看 】，现代化 

城市在人类生产和贸易整个链条中的作用可以表述为 

制造、商贸、和商务的功能。从空间结构上看，制造活 

动主要分布在城市或城市各中心区的外围，而商贸和 

商务活动则多集中于城市各中心区。因此，恰当的城 

市中心区商务和商贸功能内涵界定为： 

商贸功能：城市中心区对商品交换和消费性服务 

交换活动的聚集功能，如商品买卖、生产资料交换等。 

商务功能：城市中心区对商贸和制造活动服务的 

聚集功能，如金融、保险、会计、咨询、跨国公司管理等 

服务功能。 

2 聚集效应演变与城市中心区的演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活动 

空间聚集的产物，城市的中心区是社会经济活动聚集 

的核心，聚集效应及其演变对城市中心区的形成和演 

化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H】【引。 

2．1 聚集效应 

“聚集效应”指社会经济活动因空间聚集所产生 

的各种经济效果，这种效果有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 

两种情况。所谓“聚集经济”，主要指社会经济活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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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节约、收入和效用增加；而“聚 

集不经济”，则是指 由空间集中所引起的成本费用增 

加或收益、效用损失。 

导致聚集经济的主要原因有：分工与专业化利益、规 

模经济利益、乡}部性经济利益等；导致聚集不经济的主要 

原因有：因聚集而引起的拥挤成本、负外部效应、要素投 

入成本的上升、“交易成本”的增加及规模不经济等。 

2．2 聚集效应的演变 

聚集效应作为聚集规模的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由 

于专业化分工深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等原因，聚集 

经济以递增的速度增加；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 

于规模不经济的出现和负外部效应等原因聚集不经济 

逐步加大，从而聚集经济利益逐步以递减速率增加，甚 

至出现完全递减的现象。因聚集而导致的交通费用的 

节约利益随聚集规模的扩大也有类似的规律，即交通 

费用的节约利益会有一个以递增的速率增加、以递减 

的速率增加和完全递减到拥挤成本出现的过程。如果 

把聚集净利益简化为聚集经济利益和交通费用节约利 

益，那么聚集效应净利益演变规律可用下图表示。 

2．3 聚集效应演变与城市中心区的演化 

在聚集效应演变规律作用下，城市内部空间布局 

也会表现出相应的演化特征，即由城市早期的单中心 

向多中心演化。社会经济活动聚集利益最大化的空间 

布局，不仅是城市早期单中心区形成的经济根源，而且 

也是驱动现代化城市 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的经济动 

因。随着聚集规模的不断扩大，原城市中心区聚集利 

益不断被 日益增加的聚集不经济和交通拥挤成本所耗 

尽，在聚集经济利益驱动下，社会经济活动在原中心外 

围的重新聚集将导致城市次中心产生的可能，使城市 

的空间布局有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的趋势。在这种 

趋势下，结合以城市为中心极的区域经济总量增长和 

各层面有利政策、机遇的推动，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副中 

心就会应运而生，而且这种副中心还可能不只一个。 

可见，聚集效应演变规律决定了城市中心区演化历程。 

3 城市中心区演化与城市特定功能区的产生 

3．1 城市中心区演化与各中心区功能的动态调整 

在城市单中心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聚集利益的驱 

动，社会经济活动在城市中心的聚集，既有商贸活动的 

聚集，也有为商贸服务活动的聚集，该阶段的城市中心 

兼有商贸功能与商务功能；在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 

化的过程中，如前所述，随着聚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聚集 

不经济和交通拥挤成本的反作用越来越明显，商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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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效应演变规律图示 

上图中：A——聚集经济的变动状况；卜 交通成本的 

变动状况；NA——聚集净利益的变动状况；Nl——聚集 

净利益最大点；NE一 交通拥挤成本出现点；N2——聚 

集经济利益耗尽点。 

与商务活动及其它社会经济活动，为寻求低的交易成本 

和新的客户群向中心外围副中心分流转移，这就意味着 

现代化城市各中心区之间的竞争与重新分工，孕育着商 

贸功能与商务功能在各中心区之间的动态调整。 

3．2 城市各中心区功能的动态调整与城市特定功能 

现代化城市商贸功能与商务功能在各中心区之间 

的动态调整，主要体现为商贸活动与商务活动在各中 

心区之间的分工与调整。这种分工和调整的结果就会 

导致城市各中心区在商贸功能和商务功能方面各有侧 

重，于是就产生城市特定功能区出现的可能。 

在已有商贸功能和商务功能概念的基础上，我们 

把聚集商贸活动为主的城市地理范围和空间区域定义 

为商贸区，把聚集商务活动为主的城市地理范围和空 

间区域定义为商务区。这样，在城市各中心区功能动 

态调整的过程中，侧重在商贸功能的中心区就是城市 

的中心商贸区(Central Trade District Or CTD)，侧重在 

商务功能的中心区就是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r CBD)。在现实生活中，如北京的王 

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心商贸区；而 

法国的拉德方斯、日本的新宿、香港的中环、上海外滩 

与陆家嘴等，都是非常著名的中心商务区。 

前面的分析表明：一个城市早期的中心区既是商 

务功能区，又是商贸功能区，即商贸功能与商务功能融 

合体现在城市的一个中心区；随着城市中心向多中心 

的演化和各中心之间商贸功能与商务功能的动态调 

整，商贸功能和商务功能还会超越融合发展的形态。在 

城市的地域空间范围内进一步的分化和独立，并形成 

特定的城市功能区。 

3．3 技术进步对城市中心商务区分化形成的促进 

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及交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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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改善：一方面，使原城市中心区再现聚集经济的比 

较优势而重新走向繁荣；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心商务区 

的进一步分化形成和发展。以社会化网络设施为基础 

的电子商务、电子国际贸易、电子政务、电子银行等技 

术平台的开发启用，让大量的商务活动(如资金的融 

通和结转、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物流管理等)可以远 

离制造和商贸现场便捷进行。因此，商务活动可以进 
一 步从商贸和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在聚集经济利益 

的驱动下，结合城市向多中心演化和各中心区功能的 

动态调整聚集并形成独特的城市功能区——中心商 

务区。 

商务功能与商贸功能在城市地理空间范围内分 

离，产生中心商务区的同时，也意味着城市中心商贸区 

的独立。这样 ，中心商贸区和中心商务区作为城市独 

特的功能区就 自然形成。 

3．4 城市中心商务区的特点 

现代化城市中心商务区演化产生之后，与中心商 

贸区相比较，集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从聚集的内容 

上看，中心商贸区主要聚集的是商品和消费性服务交 

换活动，中心商务区主要聚集的是为商贸和制造服务 

的活动 ；从空间距离来看，彼此更加独立；从环境条件 

来看，中心商贸区繁华而喧嚣，中心商务区则相对清净 

而幽雅；从产生的结果来看，中心商务区对商务活动的 

聚集，规模更大、经济利益更明显，对商贸和生产活动 

的服务更趋专业化，商贸与生产活动为此效率更高；从 

发展的前景来看，中心商务区因其对生产和商贸活动 

服务功能的日益强大和重要，将成为区域经济真正的 

中心极，成为具有象征性的城市名片。 

4 以重庆解放碑商圈演化过程为例的实证 

以团组结构为显著特征的重庆市为例，其中心解放 

碑中心商圈向多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态势的演变，印证了 

现代化城市中心区演化和中心商务区形成的机理。 

4．1 重庆解放碑中心商圈商贸与商务功能融合发展 

重庆尽管是一个团组结构为显著特征的城市，然 

而得长江和嘉陵江两江舟楫之利，历经多年对长江上 

游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只有解放碑商圈发展为重庆 

市的城市经济中心。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我 

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宏观动因拉动下，结合重 

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的良机，解放碑商圈累积了对商 

贸活动与商务活动史无前例的聚集规模，是一个典型 

的商贸功能与商务功能融合发展的城市中心区。 

从 1997年解放碑 中心购物广场建成——解放碑 

商圈初步形成，解放碑商圈显示出了强大的商贸功能。 

在以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为中心、东起小什字、西至较 

场口、南起新华路、北至民生路、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 

商圈范围内，常住人口7万人，流动人口数量 日均超过 

30万人次，重大节日最高日流量可达90余万人次， 

2000年实现商贸销售总额 12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50亿元，零售总额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已达 7．78％，占渝中区区域内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更是高达 55．2％。商圈内拥有大小商业 

网点3000多个，由新世纪百货、重百大楼、太平洋百 

货、重庆商社集团等几个大型商贸流通企业构成的商 

业“航空母舰”发挥着巨大的商贸规模经济效应。 

解放碑商圈内五一路片区和小什字片区为事实上 

的商务功能区。在五一路片区，扬子岛大酒店、半岛酒 

店、大都会广场等楼群聚集了会计、咨询、中介、技术服 

务等大量商务服务活动。在有重庆市金融中心之称的 

小什字片区，聚集了人行、招商银行、商业银行、工商银 

行和光大银行及西南有价证券、银河证券、华夏证券、 

阳光证券等一批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活动。 

4．2 尉中心的崛起和未来重庆中心商务区的酝酿 

作为重庆市的经济中心，解放碑商圈历来都是重 

庆的象征。然而，用“九五”时期近郊五区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增长速度来分析：以解放碑商圈为代表的渝中 

区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分别为 20．1％ 、16％、13．2％、 

10．6％、10．3％，2000年的增长速度仅比江北区的9． 

8％高0．5个百分点，列五区倒数第二位；沙坪坝区的 

增长速度逐年上升，2000年上升到第二位；南坪区一 

直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基本上列前两位， 

2OOO年居第一位。这表明重庆各团组区在已有聚集 

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聚集因宏观经济总量增长而解 

放碑商圈由于聚集不经济的出现分流出来(及其它来 

源)的社会经济活动，已发展为能与解放碑中心商圈 

抗衡的副中心。 

． 各副中心的崛起表明，重庆市已进入多中心既竞 

争又协作的城市经济发展态势，预示着城市各中心区 

间功能的动态调整已悄然展开。在商贸功能方面：因 

日用生活消费品的分散化、连锁化程度 日益加快及副 

中心商贸功能日益凸现，一方面商贸活动从解放碑中 

心向其它副中心继续分流并有加速之势；另一方面，各 

中心区根据差异化的原则调整各自对商贸活动内容的 

聚集，如渝中区政府及解放碑商圈管委会在“十五”规 

划中，明确提出要走“精品”之路、“特色”之路。在商 

务功能方面：一方面在遭遇来自其他副中心在商贸领 

域的挑战之际，解放碑商圈管委会明确提出要增强解 

放碑中心区的商务功能，把加大商务活动的聚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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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放碑中心商圈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江北北 

部新城也显示出聚集商务活动的强劲后发优势。 

’ 总之，在副中心的崛起之后，商贸功能和商务面在 

各中心区之间的分化和调整孕育着高级城市功能 

区——未来的重庆中心商务区的诞生。针对重庆发展 

已进入多中心既竞争又协作的城市经济发展现实，许 

多专家、学者已开始酝酿论证未来重庆的中心商务区 

及其选址问题，市政府也把打造重庆中心商务区的规 

划提上了议事日程。 

5 结语 

从现代化城市 中心区演化和中心商务 区形成机 

理，可以得到关于打造现代化城市中心区的如下政策 

建议 ： 

1)城市中心商务区是城市 中心区演化发展的自 

然产物，规划和政策引导一定要遵循城市中心区演化 

的经济规律，尤其要遵循商务活动聚集经济性的原则。 

2)城市中心商务区是商贸功能和商务功能分化 

并在各中心区间动态调整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功能区， 

定位一定要体现对商务活动的聚集，而不能只图眼前 

的利益“兼收并蓄”。 

3)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交 

通等公共环境条件的改善：既可以使商务活动在原城 

市中心外围另劈新地聚集形成中心商务区；也可以改 

善聚集不经济和交通拥挤成本情况，并结合旧城改造 

和低层次商贸业太淡出的机会，使原城市中心重现辉 

煌并发展为中心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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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Formation of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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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glomeration ts and its evdution lead to the formation an d further evolution to multi-centers of a 

cit)r’s center．During the further evolution to multi．centers．there exists a rule which is proved to be true by the 

example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functions between business and trade within cen． 

tersdrive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city’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This rule discloses the foUo~ facts in plan' 

ning and policy making of CBD：we must obey the natural rules of city centers’evolution．inchding nle mles of Agglom． 

@~ttlon-Effects；we must lead CBD to mainly a罢翟知lmerate business，not agglomerate everything；we can choose the original 

cit)r center or other place out of the original city center鹪 a CBD’S location． 

Key words：agglomeration effects；function of trade；function ofbusiness；C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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