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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4_BB_8E_

E5_A4_A7_E4_B8_9C_E4_c61_182714.htm 大东京都市圈同城

化发展态势的形成 东京是世界公认的同城化建设较好的国际

大都市。大东京都市圈又称首都圈，是指以东京为中心，半

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主要包括东京都、琦玉县、神奈川

县、千叶县、茨城县、群马县、枥木县和山梨县等一都七县

，面积36274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9.6%，人口4040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3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114人，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三倍多。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3，尤其是制

造业、服务业更是高达60%以上。大东京都市圈是世界闻名

的城市集聚区，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 1956年，日本政

府实行“首都圈整顿方案”，规定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

里以内的地区，构建一个“首都圈”，颁布了《首都圈整治

法》，并于1958年编制了第一个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奠

定了区域同城化发展的基础。1968年，日本又发布了第二个

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提出了将东京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

全国管理中枢，并实施以实现合理中枢功能为目的城市改造

。这次规划使东京中心区实现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城市外

围地区的开发建设。第三次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于1976年

出台，规划中提出了在首都圈中分散中枢管理功能，建立区

域多中心城市复合的设想。第四次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

于1986年制定，进一步对周边城市的职能定位和发展布局进

行了调整，同时提出了要强化中心区的国际金融职能和高层

次中枢管理职能的设想。 大东京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区域职能



分工 1985年，日本国土厅大东京都市圈整备局对区域改造进

行了规划，提出将东京一极集中的结构改变为多极、多圈层

的城市结构。即将大东京都市圈进一步分成几个自立性的区

域，在它下面又细分为业务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在那里

配置政府机关、业务、金融、信息服务等中枢机构或会议场

所，培育出自立性强的都市圈，并对各自的职能进行了相对

明确的分工。日本政府根据区域职能分工，进行科学合理的

投资。 大东京都市圈是根据生产和生活这两大最基本的社会

活动，着眼于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一群功能不同的大

中小城市通过集聚而成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城市群。目前，大

东京都市圈主要由中枢管理城、生产城、居住城、生产和生

活兼用城、学园城、游览城构成的。中心城市东京为整个城

市群体的中枢管理城，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整个城市群体的政

治、经济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的组织管理，在文化娱乐方面主

要增强它对其它城市的吸引力。其它城市的活动是在中心城

市的统一规划下展开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城市，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工业过度集中带来的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和交通拥

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中枢管理活动“点”的高度集中和生

产、生活活动“面”的水平分散的这种空间分散和内在联系

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