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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增长期，学术界对东部沿海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已做了诸多研究，但对于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的量化研究不多。
本书在对全国多个城市中心漂移的案例进行考查的基础上，运用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和第四次、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重点针对1990年之后南宁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作实证研究。
　　以城市空间发展的生态边界作为约束条件，以街道办事处为基本空间单元划分南宁城市中心区，
分别从社会人口、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与交通三个方面，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比研究1990年代初
和2000年后，在此三者作用下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之后综合政府政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将各个因子对空间的影响叠加综合，来考察南宁城市空间
结构的演化，推演出近20年来南宁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模型，总结其变化的特征，提出城市中心分移
的理论假说，并与国内外相关模型进行比较。
　　本书研究认为，1990年至今，在人口自然流动、政府政策、土地开发和产业布局变动等多种因素
合成作用下，南宁城市中心存在一个分移的过程，其中地方政府的意图起了主导作用。
城市空间结构已由单中心圈层结构演变为两心结构，两者之间以一条轴带相连。
在人口流动和城市中心分移的相互作用下，城市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区，其
中，地方政府政策起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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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中心漂移论》研究认为，1990年至今，在人口自然流动、政府政策、土地开发和产业布局
变动等多种因素合成作用下，南宁城市中心存在一个分移的过程，其中地方政府的意图起了主导作用
。
城市空间结构已由单中心圈层结构演变为两心结构，两者之间以一条轴带相连。
在人口流动和城市中心分移的相互作用下，城市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区，其
中，地方政府政策起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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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科教文化因子（特征值15.6 ，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41.0％）　　从第一个因子的变量负荷来看
，在中、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平均年龄，15～64岁人口比重，近五年内省内流人人口等变量上正负荷
较大，而在文盲、小学、初中人口比重，老龄人口比重等变量上负负荷较大。
因此主要反映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科教文化人群的所占比重的状况。
　　从各街道的因子得分看，最高的街道是城北区西乡塘街道办事处，得分为2.4 29，从单位分布看，
这一带主要是大学聚集区，因子得分高主要是来南宁求学的大学生比较多的缘故。
其次是建政街道办事处，得分为1.2 75。
而最低的是永新区华强街道办事处，得分为－1.064。
　　这个因子的解释方差高达419／6，对于南宁市的城市社会区特征影响很大。
　　2）商业服务业因子（特征值9.2 ，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24.1 ％）　　从第二个因子的变量负荷来
看，在商业服务业、第三产业等变量上正负荷较大，而在第二产业、工业、工人比例等方面负负荷较
大，说明这个因子主要反映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从各街道的因子得分看，比较高的街道是兴宁区民生和朝阳街道办事处，得分分别为1.3 60，1.1
37，这个区域也一直是南宁传统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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