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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明确城市内部存在空间差异的前提下，综 合 考 虑 城 市 物 质 空 间 和 社 会 经 济 空 间，以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 郑 州 市

辖区为研究对象，利用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数据进行了建成区的提取及其扩展强度与方向特征的分析、城市重心

位置的识别及其转移规律的测算、城市内部发展差异与相对发展率的研究。结果发现，近２０年来郑州市建成区面

积不断增大，且扩展速度也逐渐增大；城市重心在逐渐东移，且转移的速度略有增加；各辖区的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辖区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同时分析了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应用于建成区提取、城市重心识别方面的优势，并对该数

据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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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准确把握城 市 发 展 的 空 间 特 征，是 进 行 城 市 规

划和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在以往有关

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更关注建成区或建 设

用地的变化，往往利用卫星遥感影像解译得到城 市

建成区的范围，将建成区视为均质的空间，然后进行

多种 指 标 的 计 算，借 以 研 究 城 市 空 间 扩 展 的 特

征［１－４］。该方法 运 用 方 便，但 忽 略 了 城 市 内 部 空 间

的差异性，而城市是一个复杂且综合的对象，城市化

的内涵包括土 地、经 济、人 口 等 多 方 面，仅 仅 依 靠 单

一的建成区或建设用地指标研究城市的发展变化有

以偏概全之嫌。如何在充分明确城市内部存在空间

差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经 济

空间，进行城市发展空间特征的研究是一个重要 而

迫切的问题。

ＤＭＳＰ－ＯＬＳ夜 间 灯 光 数 据 由 ＤＭＳＰ（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卫星的ＯＬＳ（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ｅｓｃ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传感器在夜间获得，用以

记录全球范 围 内 的 夜 间 灯 光 亮 度。目 前，该 系 列 数

据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化［５－８］、经济评估［９－１１］、人口估

算［１２－１４］等研究 中，结 论 表 明，夜 间 灯 光 数 据 能 够 较

好地表征城市化水平、经济状况、人口密度等人类活

动因子，是人类活动强度的综合表达。
在利用ＤＭＳＰ－ＯＬＳ数 据 进 行 城 市 发 展 研 究 方

面，国外部分学者［１５－１７］利用该数据进行了城市空间

发展方面的研究，但都重点讨论建成区范围的提取，
而未将城 市 视 为 有 内 部 空 间 异 质 性 的 个 体 进 行 研

究。何春阳 等［１８，１９］虽 利 用ＤＭＳＰ－ＯＬＳ数 据 进 行 了

城市化过程方面的研究，但其仅仅利用ＤＭＳＰ－ＯＬＳ
数据进 行 了 城 市 斑 块 的 提 取。本 文 将 ＤＭＳＰ－ＯＬＳ
数据作为表 征 城 市 内 部 人 类 活 动 强 度 的 综 合 因 子，
将城市看作有内部差异的空间，研究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郑州市建 成 区 的 提 取 及 其 扩 展 强 度 与 方 向 特 征、
城市重心的转移及其规律、城市内部各辖区的发 展

差异与相对发展率；同时分析了利用此种数据进 行

城市发展研究的优势与应用前景。

１　数据与研究区

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 灯 光 数 据 来 源 于 美 国 ＮＯＡＡ
国家地理数据中心，包含３种全年平均数据：无云观

测频数图、平均灯光数据图、稳定灯光数据图。数据

的空间分辨率 为３０弧 秒，在 赤 道 处 约１ｋｍ。数 据

的灰度值范围为０～６３，０值表示 无 灯 光 区 域，灰度

值越 大 表 示 该 处 灯 光 亮 度 值 越 高。稳 定 灯 光 数 据

（Ｓｔａ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包括来自城市、乡镇及其他有持久光源

的场所，并且去除了背景噪声，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

采用此种数据，根据研究时段选取Ｆ１０１９９２、Ｆ１４１９９８、

Ｆ１５２００４、Ｆ１８２０１０共４期影像。
郑州是河南省 省 会，现 辖６区５市１县。上 街

区虽然为郑州市辖区，但其并不与主城区接壤，而是

郑州 的 卫 星 城 区，因 此，本 文 的 研 究 范 围 仅 包 括 金



水、二七、中原、管城、惠济５个市辖区。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预处理

该系列数据 由 不 同 卫 星 获 得，不 同 年 份 数 据 之

间存在 年 际 差 异，且 在 城 市 中 心 区 有 像 元 饱 和 现

象［２０］，所以需要进行相对辐射校正与饱和纠正。本

文选用日本冲绳岛为不变目标区，以ＮＯＡＡ提供的

无饱和数据Ｆ１６２００６为基准影像，采用不变目标法

建立幂函数模型，对该系列数据进行了校正［２１］。考

虑到郑州市的特定地理位置，同时为了减小由面 积

变形所带来的误差，本文采用 ＷＧＳ８４地理 坐 标 系，
投影 方 式 为 兰 勃 特 等 积 方 位 投 影，中 央 经 线 为

１１３．６５°，起始纬度为３４．７８°。同时为提高空间计算

的精度，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地统计模块中的径向基函数工

具，选用薄板样条函数方法将影像重新采样成空 间

分辨率为２００ｍ的栅格。

２．２　建成区提取与扩展强度

首先，根据式（１）将校正后的栅格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使其栅格灰度值位于０～１范围内；然后，对

照《郑州市统计年鉴》中２０１０年的郑州市建成区 面

积，确定建成区归一化指数的临界值ＤＮｌ，大于或等

于此临界值的区域为建成区，小于此临界值的区 域

为非建成区；最后，利用该临界值提取４期影像的建

成区范围并统计面积。

ＤＮｇ＝
ＤＮｉ－ＤＮｍｉｎ

ＤＮｍａｘ－ＤＮｍｉｎ
（１）

式中：ＤＮｇ 表示归一化处理后的灰度值，ＤＮｉ 为第ｉ
级栅格的灰度值，ＤＮｍｉｎ为研究区域内栅格的最小灰

度值，ＤＮｍａｘ为最大灰度值。
城市扩展强度表征在单位时间内城市建成区的

增长速度［２２］，其表达式为：

Ｅ＝Ａｍ－ＡｃＡｃ ×１Ｔ×１００％
（２）

式中：Ｅ为研究 时 段 内 的 城 市 扩 展 强 度，Ａｍ 为 研 究

末期的建成区面积，Ａｃ 为研究初期的建成区面积，Ｔ
为时间间隔。

２．３　城市重心识别及其转移规律

重心 理 论 在 经 济［２３－２５］、人 口［２６，２７］、能 源［２８］、产

业［２９］、旅游［３０］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城市重心

是描述城市空间分布最具代表意义的量算指标，可

以看作是该城市的平均位置，且是该城市保持均 匀

分布的平衡点［３１］。本文将城市看作一个有内部空间

差异的三维立体对象，市辖区范围内的所有区域 都

参与计算，将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的灰度值大小作为人

类活动强弱的指示因子，以像元为基本研究单元，以

灰度值为权重计算得到城市重心的位置，公式如下：

Ｘ＝
∑
ｎ

ｊ＝１
ＤＮｊ×ｘｊ

∑
ｎ

ｊ＝１
ＤＮｊ

；Ｙ＝
∑
ｎ

ｊ＝１
ＤＮｊ×ｙｊ

∑
ｎ

ｊ＝１
ＤＮｊ

（３）

式中：Ｘ、Ｙ 表 示 该 城 市 重 心 的 坐 标，ＤＮｊ 表 示 第ｊ
个像元的灰度值，ｘｊ、ｙｊ 分别表示第ｊ个像元 的 横、

纵坐标，ｎ为该城市内的像元总量。
在得到４个 年 份 中 城 市 重 心 的 位 置 之 后，本 文

采用转移距离、转移速度、转移角度３个量化值描述

城市重心转移的空间规律。
转移距离描述的是城市重心在一个时期内移动

的距离，其公式可表达为：

Ｄｔ＝ （ｘｔ－ｘｔ－１）２＋（ｙｔ－ｙｔ－１）槡 ２ （４）

转移速度描述的是城市重心在一个时期内移动

的平均速度，其公式可表达为：

Ｖｔ＝
Ｄｔ
Ｔ

（５）

转移角度描述的是城市重心在一个时期内移动

的方向与正东方向的夹角，其公式可表示为：

θｔ＝ｎπ＋ａｒｃｔａｎ（ｙｔ
－ｙｔ－１

ｘｔ－ｘｔ－１
）　（ｎ＝０，１，２） （６）

式中：ｘｔ、ｙｔ 表示第ｔ年城市重心的坐标，ｘｔ－１、ｙｔ－１表

示第ｔ－１年城市重心的坐标，Ｔ为时间间隔。

２．４　城市内部发展差异与相对发展率

将５个市 辖 区 作 为 研 究 对 象，以 区 域 灯 光 总 量

（Ｓｕｍ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ｓ）作为表征区域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
用标准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和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测算城市内部发展差异的总体水平。

ＳＬ＝∑
ｉ
ＤＮｉ×Ｃｉ （７）

ＳＤ＝
∑
ｎ

ｉ＝１
（ＳＬｉ－ＳＬｐ）２

槡 ｎ
（８）

ＣＶ＝ＳＤＳＬ
（９）

式中：ＳＬ为区域灯光总量，ＤＮｉ 为第ｉ级灰度值，Ｃｉ
为第ｉ级灰度的栅格数；ＳＤ为标准差，ＳＬｉ 为第ｉ个

市辖区的灯光总量，ＳＬｐ 为平均灯光总量，ｎ为市辖

区的个数；ＣＶ为变异系数。
为了解 城 市 内 各 辖 区 经 济 发 展 速 率 的 空 间 特

征，本文选用相对发展率［３２］作为测度指标，其表示某

市辖区在某一段时间内发展水平的变化与同时期内

整个城市发展水平变化的关系。该指标不仅能反映

各区域的发展速度，还能间接反映经济基础［３３］。

ＲＤＲ＝ＳＬ２ｉ－ＳＬ１ｉＳＬ２－ＳＬ１
（１０）

页１２第第２期 　 　　 吴健生等：基于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的城市发展空间特征研究



式中：ＳＬ１ｉ和ＳＬ２ｉ分别代表第ｉ个市辖区在研究时段

内的首、末灯光总量，ＳＬ１ 和ＳＬ２ 分别代表城市整体

在研究时段内的首、末灯光总量。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建成区提取与空间扩展分析

将提取出的４个年份郑州市建成区结果分别赋

予不同的灰度级进行叠加分析（图１），通过建成区面

积统计（表１）和扩展情况比较（表２），可以很容易得

出建成区面积及扩张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建成区

在不同方向上的增长，以１９９２年的建成区中心位置

为坐标原点，以正东方向为横轴正方向建立坐标系，
将平面划分为４个象限（图１），分别统计各年份中４
个象限建成区的面积，并绘制成柱形图（图２）。

图１　不同年份的建成区叠加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表１　不同年份的建成区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年份 临界值ＤＮ１ 栅格数（个） 面积（ｋｍ２）
１９９２　 ０．８９６９５４５　 ２　２５７　 ９０．２８
１９９８　 ０．８９６９５４５　 ２　９６７　 １１８．６８
２００４　 ０．８９６９５４５　 ４　７８４　 １９１．３６
２０１０　 ０．８９６９５４５　 ８　５６７　 ３４２．６８

表２　不同阶段的建成区扩展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阶段 时间
扩展面积
（ｋｍ２）

扩展速度
（ｋｍ２·ａ－１）

扩展强度
（％）

贡献率
（％）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 ２８．４　 ４．７３　 ５．２４　 １１．２５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 ７２．６８　 １２．１１　 １０．２１　 ２８．８０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１５１．３２　 ２５．２２　 １３．１８　 ５９．９５
研究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 ２５２．４　 １４．０２　 １５．５３　 １００

图２　分象限建成区面积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ｓ

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城 市 扩 展 并 不 明 显，扩 展 方

向主要集中在东部，南部和北部略有增加，西部几乎

没有变化；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主 要 扩 展 方 向 为 东 南

和北部，西部变化较小；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扩展方向

以东部和西北为主，其他方向建成区面积略有增加。
从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看，建成区面积增长的速 度

逐步增加。从 扩 展 贡 献 率 看，第 三 阶 段 的 扩 展 面 积

几乎占到了总扩展面积的６０％，这是由经济的快速

发展、房地产业的崛起及交通业的日益发达等一 系

列因素加快了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结果。

３．２　城市重心位置及转移规律

计算得到４个 年 份 的 城 市 重 心，并 将 其 绘 制 成

图（图３），同时计算得到其转移规律（表３）。可以发

现，郑州市的城市重心在逐步东移，且移动的距离略

有增加。城市 重 心 在 第 一 阶 段 向 东 南 方 向 移 动，第

二阶段向东北方向移动，第三阶段向东偏北１５°左右

的方向移动。城市重心在前期阶段的转移主要受到

西南部产业基地大量建设的驱动，随着郑东新区 的

大规模开发建设及其产生的集聚效应，使得郑州 东

部区域的发展水平迅速增长，成为研究区内最大 的

增长极，导致了城市重心的东移；但其移动速度相比

于前期阶段增加并不明显，说明其他方向的发展 水

平也有着较快的增长。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至国家

战略及郑汴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预计郑州城 市

重心东移的现象仍会持续。

图３　郑州市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城市重心转移轨迹
Ｆｉｇ．３　Ｂ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１９９２　ｔｏ　２０１０

表３　城市重心转移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特征参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距离（ｍ） ４２２．４６　 ４２２．９１　 ４７３．７３　
速度（ｍ·ａ－１） ７０．４１　 ７０．４９　 ７８．９５

角度（°） ３１１．７７　 ４８．４９　 １５．４７

　注：角度以正东方向为０°方向，逆时针为正方向。

３．３　城市内部空间发展均衡度

计算得到５个市辖区的灯光总量及其差异情况

（表４），发现平均值随时间变化逐渐增大，说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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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不 断 提 高，且 提 高 的 速 度 也 不 断 增 大。在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变异系数逐渐变小，说明各辖区之间

发展水平的差距在逐年减小。
计算得出各辖区的相对发展率（表５），大于１表

明该辖区 在 该 阶 段 中 发 展 速 率 高 于 郑 州 市 平 均 水

平，小于１表 明 低 于 郑 州 市 平 均 水 平。位 于 东 部 的

金水区和管城区相对发展率都大于１，再次表明郑州

向东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
表４　市辖区灯光总量与差异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Ｌ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Ｖ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年份
市辖区灯光总量（ｋｍ２） 差异参数

金水区 二七区 惠济区 管城区 中原区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１９９２　 ４　５５９．５２　 ３　２３１．２２　 １　６１８．２１　 ２　７７６．６６　 ５　２６３．９６　 ３　４８９．９１　 １　２９３．８５　 ０．３７０７
１９９８　 ６　１４４．２８　 ４　３３２．８４　 ２　０５８．２２　 ４　６９６．７６　 ６　１０６．６８　 ４　６６７．７６　 １　４９４．８８　 ０．３２０３
２００４　 ９　４０７．８８　 ５　９６２．２　 ３　７１２．９　 ７　９５４．２４　 ８　９２０．３２　 ７　１９１．５１　 ２　１０２．１３　 ０．２９２３
２０１０　 １２　９４０．２４　 ８　７１３．０４　 ６　７０４．０４　 １２　１００．８８　 １１　４３８．９２　 １０　３７９．４２　 ２　３２０．７３　 ０．２２３６

表５　不同阶段各辖区的相对发展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市辖区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金水区 １．３４５４７８　 １．２９３１５４　 １．１０８０４７
二七区 ０．９３５２８７　 ０．６４５６１　 ０．８６２８９６
惠济区 ０．３７３５７１　 ０．６５５６４３　 ０．９３８２７４
管城区 １．６３０１８５　 １．２９０７２９　 １．３００７３７
中原区 ０．７１５４７８　 １．１１４８６４　 ０．７９００４６

４　讨论

４．１　建成区的提取方法

对比前人有 关 郑 州 市 建 成 区 的 提 取 结 果［３，３４，３５］

和官方统计资料之后，发现本文的提取结果具有 较

高的可信度。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判别出的区域

只是建设用地，可以预见此种方法解译出的结果 会

包含大量的破碎图斑；但建成区是指市区集中连 片

部分及分散在近郊与城市有密切联系、具有基本 完

善的市政公用设施的城市用地，并不完全等同于 建

设用 地。本 文 利 用ＤＭＳＰ－ＯＬＳ数 据 进 行 了 建 成 区

的提取，充分考虑了人类活动同城市建成区之间 的

关系，得出的建成区范围集中连片，都是人类活动的

密集区域，较 为 符 合 城 市 建 成 区 的 划 定 方 式。但 此

种方法尚有一 些 缺 陷（如 分 辨 率 不 高），本 文 虽 然 采

用了径向基 函 数 进 行 了 内 插，将 分 辨 率 转 换 为２００
ｍ，但相比于 ＴＭ 数 据、ＳＰＯＴ数 据 和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数

据，分辨率仍不够高，并且也未对此内插方法带来的

影响进行严格的评估。美国计划在未来的几年中发

射一批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观测卫星［３６］，可以预见，随
着卫星技术的发展和传感器分辨率的提高，利用 与

人类活动相关的卫星数据进行建成区的提取，可 能

会成为一种更为精确、便捷的方法。

４．２　城市重心的识别方法

前人有关城 市 重 心 识 别 的 研 究 中，往 往 只 利 用

建成区范围这一信息，并且将建成区内部视为均 质

的空间进行计算，求得其重心的位置［３７－３９］。然而这

样得出的城市重心并没有考虑非建成区部分，由 此

计算得出的城市重心并不十分可信；另外，将建成区

范围内的区域视为均质空间，这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还有些研究，利 用 城 市 内 各 辖 区 的 经 济、人 口、社 会

等因子作为权重计算得到城市的重心位置［４０－４２］，虽

然考虑了城市内部空间的差异性，但忽略了辖区 内

部的差异性，并且此种方法过度依靠统计数据，所以

无法将研究尺度降到最小行政单元以下，同时还 受

到统计资料缺失或不准确等情况的制约。本文利用

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进行城市重心的测算，每个栅格的

灰度值代表此处的人类活动强度，更多地考虑到 人

类活动在城市重心测定中的重要性；数据的空间 尺

度为２００ｍ，且不受统计资料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卫

星，客观性更强，也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综合来

看，利用ＤＭＳＰ－ＯＬＳ数 据 进 行 城 市 重 心 的 识 别，具

有更高的精确度、精细度和客观性。

４．３　几个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本文采 用 了 不 变 目 标 法 对 数 据 进 行 了 校

正处理，此方法对于年际差异有较好的校正效果，但

对于数据饱和问题只是进行了削弱，并没有彻底 消

除饱和像元带来的影响，在之后的应用研究中如 何

彻底解决饱和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且十分重要 的

问题。其次，郑 州 城 市 发 展 空 间 变 化 的 驱 动 因 素 有

很多，本文主要 从 经 济、社 会、规 划 等 角 度 进 行 了 简

单的考虑；如需厘清城市发展中每个变化特征背 后

的驱动因素，可能需要结合更为详尽的微观数据，进

行更为精细 的 定 量 化 研 究。再 次，在 准 确 把 握 城 市

发展的规律之后，如何将结果合理地应用到城市 规

划与建设活动中，值得政府管理者与城市规划师 重

点关注。最后，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是一种非常 理 想 的

空间数据，结合元胞自动机和多智能体进行城市 发

展的模拟与预测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

５　结论

本文通过提取郑州市建成区范围，发现在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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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且扩展的速度不断增

大；扩 展 方 向 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 主 要 在 东 南 方 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主要在东南和西 北 方 向，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主要集中在正东和西北方向。郑州城市重心有向

东转移的趋势，其中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向东南方向移

动，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向东北方向移动，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向

东偏北约１５°方向移动，且在这３个时段内转移速度

略有增 加。以５个 市 辖 区 为 研 究 对 象，发 现１９９２－
２０１０年各辖区的发展水平都逐渐提高，城市内部空

间的发展水平差异逐渐减小。

ＤＭＳＰ－ＯＬＳ数据 可 以 客 观、精 细、综 合 地 表 征

城市的发展状况，利用该数据进行与城市发展相 关

的研究，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城市的发展 阶

段，为城市规划与建设、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产业结

构布局等提供依据，对于制定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政

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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