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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发展失调，会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将“公园绿地、

城市人口、建设用地”纳入统一框架，采用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方法，从全国、四大地区及不同规模城市尺度，

分析三者在 1996—2016 年发展失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发展失调缓解，两者增长关

联性逐步增加；公园绿地与建设用地协调发展趋势加强，“以地推绿”现象明显；应加强“以人为主，用地为辅”

的公园绿地增长模式。2）全国“人 – 绿 – 地”失调程度不断缓解，协调发展范围不断扩大；根据三者失调发展

状况，可将中国城市分为持续发展、人口集中、土地集中、发展严峻、发展平稳和发展波动六大类型。研究可

揭示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发展动态关系，为优化人地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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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ark green space, urba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urban residents’ life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research, we 

adopt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dispersion coefficient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ark green space,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from 1996 to 2016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urban sca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ark green space and population has been alleviat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trend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ark green space and 

construction land is reinforced.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growth mode of park green space, taking people 

priority over land. 2)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ark green space, urba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has been alleviated, and the scop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been expanded. Six types of cities can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imbalance level, which a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land 

concentration, trudge development, stable development and unst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park green space,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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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是新时代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1]，建设用地是公园绿地发展的重要

支撑，市民是公园绿地的需求主体。充分把握

“城市人口 – 公园绿地 – 建设用地”（下文简称

“人 – 绿 – 地”）三者间动态关系，是推进以人

为本城镇化的关键。因此，揭示公园绿地和城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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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下文简称“绿 – 人”）、公园绿地和建

设用地（下文简称“绿 – 地”）失调特征，并

综合分析三者间动态关系，将有助于优化人

地资源配置。

当前，关于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关系的

研究已较为深入，主要集中在人地城镇化水

平 [2-3]、人地规模增速 [4]、人地规模耦合特 

征 [5] 等方面。对于公园绿地而言，其可达性

和公平性 [6-7]、公园绿地与土地价值关系 [8]、

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关系 [9-11] 等方面已成为国

内外的研究热点 [12-17]。然而，学界较少探讨

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三者间关系，

难以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等多个视角，综

合揭示公园绿地配置问题。

因此，笔者从全国、四大地区、不同规

模城市尺度，以全国县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

究单元，使用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方法，综

合分析“人 – 绿 – 地”三者发展差异及失调特

征。以期对协调统筹城市资源合理配置，促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亦是新研

究视角在本学科领域的一次尝试。

1  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1.1.1 时间范围

研究时段选取 1996—2016 年。此阶段覆

盖了中国城镇化由快速发展到质量提升的全

过程，利于观察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

用地间的演变情况。

1.1.2 空间范围

截至 2016 年底，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及台湾地区外，全国共设城市 659 个，依

据数据可得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则，剔除

定西、昌都等 55 个数据缺失城市，确定将

604 个城市作为研究单元。

1.1.3 数据来源

公园绿地面积、城市人口和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的数据均来源于 1996—2016 年的《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报）》。公园绿地面积名

称变更，2005 年及以前年份为“公共绿地面

积”；城市人口 2006 年以前为“城市人口”，

2006 年及以后根据年鉴中的“城区人口”和

“城区暂住人口”数据相加而得。为使数据具

有可比性，文中统一用“公园绿地面积”及

“城市人口”表述。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失调”指失去平衡、调配不当，失调

研究已成功运用于城乡规划学、资源科学、

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领域 [18-20]。文中“绿 –

人”“绿 – 地”失调是指一定时期内公园绿地

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之间的定量不匹配关

系 [21]，即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之

间发展不协调，实质是动态变化不同步。

笔者对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面积三者进行联动分析，遵循“增速变化规

律—‘绿 – 人’‘绿 – 地’空间演化特征—

‘人 – 绿 – 地’整体失调特征及整体分类—

提出调控对策”的逻辑主线。1）从时序上厘

清 21 年间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三

者各自的变化趋势；2）从空间上分析“绿 –

人”“绿 – 地”两两失调空间演化规律；3）分

析三者整体演变情况并将全国城市进行失调

分类；4）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人 – 绿 –

地”配置对策。

1.2.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用于测度数据的离散程度，即

不均衡程度，“绿 – 人”“绿 – 地”失调也是一

种不均衡现象。笔者采用基尼系数 G 分别测

算公园绿地面积、城市人口、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的不均衡度，取值范围为 0 ～ 1。数值越

高，表明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不

均衡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G=
1

2 n2x  |Xi–Xj|， （1）

式中，G 为基尼系数；Xi 和 Xj 分别为 i 城市

和 j 城市的公园绿地面积（km2）[ 或城市人口

数量（万人），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 ； 

X 为其相应的区域均值；n 为城市数量。公园

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基尼系数的差异

反映了两者空间分布集中特征的失调程度。

1.2.3 离差系数

为衡量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之间的相对规模变化是否失调，引入离差系

数模型，定量解析公园绿地和城市人口（建设

用地）的相对规模的发展差异。公园绿地和城

市人口、建设用地的相对规模均可用比较优

势指数来表征，比较优势指数越高说明其相

对规模越大，越低其相对规模越小，计算公

式如下：

                        S =
Xi

X
， （2）

式中，S 为比较优势指数；Xi 为 i 城市的公园绿

地面积（km2）[ 或建设用地面积（km2），或城

市人口数量（万人）]；X 为其相应的全国均值。

离差系数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C= Sl –Sp
Sl +Sp

， （3）

式中，C 为公园绿地面积与城市人口（建设用

地）的离差系数；Sl 和 Sp 分别为公园绿地和城

市人口（建设用地）的比较优势指数。

离差系数大于 0 时，说明公园绿地的相

对规模高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的相对规

模，离差系数越大说明公园绿地增长越理想；

反之，离差系数越小说明城市人口聚集（建设

用地扩张）越严重。借鉴现有研究成果 [19-21]，

将“绿 – 人”“绿 – 地”失调程度划为 5 个等

级（表 1、2）。

2  中国“公园绿地 - 城市人口”“公园

绿地 - 建设用地”的失调演变
2.1  中国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时序演变特征

1）公园绿地高速增长，快于城市人口集

聚及建设用地扩张。21 年间 3 个指标总体为

上升趋势，公园绿地增幅均为正增长且波动

小（图 1）。公园绿地起始基数虽较小，但每

年增长量显著，增速均值高达 9.89%，而城市

人口仅为 1.43%，建设用地为 5.32%。这是由

于中国绿地建设多为政府推动，加大绿地建设

以获取财政收入是公园绿地快速扩张的制度根 

源 [25]。另外，“绿 – 人”增长不同步呈现先扩

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公园绿地增幅波动与

城市人口渐趋于一致，“以人民为中心”的绿

地增长模式增强。21 年间建设用地增幅波动

大，“绿 – 地”增长不同步，但早期公园绿地

增幅与建设用地增幅波动相似，可见公园绿地

的前期增长依托于建设用地的扩张。

2）公园绿地长期分布不均，且不均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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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公园绿地基尼

系数历年均值为 0.64，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分别为 0.59、0.56，表明公园绿地城市分布不

均衡度最高（图 2）。但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

基尼系数的极差远大于公园绿地，表明城市

人口和建设用地分布变动更剧烈。所以城市

人口、建设用地分布的波动分别是城市“绿 –

人”“绿 – 地”变动的直接原因。

2.2  中国“公园绿地 – 城市人口”“公园绿

地 – 建设用地”空间演变特征

2.2.1 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的失调演变

1）中国城市整体“绿 – 人”失调大致经

历“人口集聚—‘绿 – 人’同步”的演变过程，

公园绿地发展普遍快于城市人口，整体水平

有所提升（图 3）。①中国失调情况均有所缓

解，城市人口高度集聚和集聚城市的数量快

速减少；至 2016 年，“绿 – 人”同步形成连

片趋势，公园绿地增长突破区域限制。②绿

表 1  公园绿地和城市人口空间失调的分级标准及特征 [21-24]

Tab.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mbalance between park green 

space and urban population[21-24]

失调等级 失调类型 失调特征

C
绿 – 人

≤ -0.4 人口高度集聚
城市人口增长的相对规模远超公园绿地增长

的相对规模

-0.4<C
绿 – 人

≤ -0.2 人口集聚
城市人口增长的相对规模超过公园绿地增长

的相对规模

-0.2<C
绿 – 人

≤ 0.2 “绿 – 人”同步
城市人口与公园绿地增长的相对规模相当，

城市人口与公园绿地发展同步

0.2<C
绿 – 人

<0.4 绿地增长
公园绿地增长的相对规模超过城市人口增长

的相对规模

C
绿 – 人

≥ 0.4 绿地快速增长
公园绿地增长的相对规模远超城市人口增长

的相对规模

1  中国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面积增幅（1996—2016 年）
The increment of park green space, urba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China 

(1996–2016)

2  公园绿地面积、城市人口、建设用地面积基尼系数（1996—2016 年）
Gini coefficient of park green space, urba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1996–2016)

表 2  公园绿地和建设用地空间失调的分级标准及特征 [21-24]

Tab. 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mbalance between park green 

space and construction land[21-24]

失调等级 失调类型 失调特征

C
绿 – 地

≤ -0.4 建设用地高度扩张
建设用地增长的相对规模远超公园绿地增长

的相对规模

-0.4<C
绿 – 地

≤ -0.2 建设用地扩张
建设用地增长的相对规模超过公园绿地增长

的相对规模

-0.2<C
绿 – 地

≤ 0.2 “绿 – 地”同步
建设用地与公园绿地增长的相对规模相当，

建设用地扩张与公园绿地增长同步

0.2<C
绿 – 地

<0.4 绿地增长
公园绿地增长的相对规模超过建设用地增长

的相对规模

C
绿 – 地

≥ 0.4 绿地快速增长
公园绿地增长的相对规模远超建设用地增长

的相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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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增长和快速增长城市的数量快速减少，表

明局部区域公园绿地未能与城市人口同向增

长，“绿 – 人”配置协调程度降低。③ 21 年

间，公园绿地和城市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均为

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①，“绿 – 人”离

差系数持续呈现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

市（图 4），说明小、中城市人口集聚程度高，

失调程度严重；大城市人口聚集虽快但公园

绿地的“发展效应”更为突出，缓解了大城

市的“绿 – 人”失调。表明大城市公园绿地 

“发展效应”明显快于其人口“聚集效应”。

2）四大地区②失调特征差异明显，呈现

由西部向东部逐渐恶化态势，而东北局部失

调现象最为严重。从各地区动态演变看：①东 

部为城市人口集聚板块，失调构成最复杂、

变动最激烈；多数城市转向同步发展，但部分

城市绿地建设未能跟进，导致城市失调存在

倒退趋势。②东北为混合板块，多种失调等

级并存；绿地发展因气候地形受限，区位限

制又造成绿地扩张受限与城市建设滞后并存，

少数大城市却形成了城市人口集聚突出的态

势。③中部为同步板块，在政策刺激下公园

绿地快速发展，空间分布向均衡演化，使中

部城市空间分布失调得到缓解。④西部为绿

地增长板块，前期地形使城市人口集聚状态

明显，后大多转变为“绿 – 人”同步，即使

个别城市表现出其他特征，也只轻微偏移同

步临界值。

2.2.2 公园绿地与建设用地的失调演变

1）中国整体大致经历了“较多城市用地

扩张—‘绿 – 地’同步”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多数城市公园绿地正向发展，建设用地消耗

减弱（图 5）。①研究时段内，中国“绿 – 地”

关系协调性加强，建设用地高度扩张和扩张城

市数明显减少，同步城市大幅增加。②然而绿

地增长和快速增长城市数量锐减，可看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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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是城市“绿 – 地”关系难以突破的瓶颈。

③ 21 年间建设用地平均增长率为小城市＜ 

中等城市＜大城市，“绿 – 地”离差系数为小

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图 6）。可见小、

中城市建设用地与绿地进程缓慢，但其失调

问题更为突出。从 2016 年不同规模城市内部

失调等级来看，只有小、中城市中存在建设

用地扩张，小城市比例最高并且“以地推绿”

现象明显。可见城市越小，建设用地“扩展

效应”要大于公园绿地“发展效应”。

2）四大地区呈现由内陆向沿海区域失

调性逐渐缓和态势。从分区动态演变来看： 

①东部为同步板块，政府愈发重视生态文明

考核指标，东部政策先行，绿地规模增长迅

速 [26]，逐渐形成同步态势。②东北为建设用

地扩张板块，国家多次提出振兴东北战略，

促进东北城镇用地扩张迅速 [27]。“齐齐哈尔—

凌源”以南形成了建设用地扩张区，失调情

况不容乐观。③中部为绿地增长板块，80%

以上城市“绿 – 地”同步，中部为东部经济

繁荣和西部政策繁荣的洼地 [28]，城市建设速

度放缓，以投资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

了绿地增长。④西部为混合板块，同时存在

绿地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聚集区，但发展整

体呈现公园绿地发展速度快于建设用地扩张，

也存在绿地低效扩张等现象 [28]117。

3  中国“城市人口 - 公园绿地 - 建设

用地”发展的整体失调特征及类型
3.1  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整体

失调特征

研究时段内，“绿 – 人”“绿 – 地”失调

发展具有一致性，“绿 – 人”同步、“绿 – 地”

同步成为主导态势，且同步发展的城市从集

中于东部、中部逐渐向西北扩展，并以中、

小城市增加为主；东北及西部城市人口集聚、

3  1996、2006、2016 年中国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失调城市数量分布
Urban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imbalance between park green space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1996, 2006 and 2016

4  1996—2016 年中国大、中、小城市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失调情况
Imbalance of park green space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in 

China (1996—2016)

5  1996、2006、2016 年中国公园绿地与建设用地失调城市数量分布
Urban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imbalance between park green space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1996, 2006 and 2016

6  1996—2016 年中国大、中、小城市公园绿地与建设用地失调情况
Imbalance of park green space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in 

China (199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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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扩张的城市增加，多为小城市。而

“绿 – 人”“绿 – 地”关系处于绿地增长或快速

增长的城市在中部、东部减少最为剧烈。

综合中国“绿 – 人”“绿 – 地”演变情况，

全国“人 – 绿 – 地”失调程度在不断缓解，公

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协调发展的范

围在不断扩大。3 个指标的相对增长速度过快

或过慢都会造成“人 – 绿 – 地”失调的情况。

公园绿地早期发展受限于城镇化建设，其高

速增长主要依赖土地面积扩张。而人口城镇

化主要依附于用地城镇化，以“土地为中心”

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 – 绿 – 地”空

间失调。城镇化建设转型提升阶段，公园绿

地是人民美好生活的迫切需求，渐渐突破对

建设用地的持续依赖 [29-32]，缓解了“人 – 绿 –

地”的空间失调。

3.2 “城市人口 – 公园绿地 – 建设用地”

失调类型

“绿 – 人”“绿 – 地” 离 差 系 数 的 时 空

演化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异，根据前文“绿 –

人”“绿 – 地”两者失调划分临界点且综合两

者研究时段内综合失调动态演变过程，将研

究对象分为持续发展、人口集中、土地集中、

发展严峻、发展平稳和发展波动六大类型 

（表 3）。

1）持续发展型：“绿 – 人”“绿 – 地”状况

良好的城市，包括北京、重庆、广州等 250 个 

城市。这些城市以中心城市为主，分布较为

分散，21 年间城镇化水平发展快，GDP 增

长 迅 速。 其 中， 承 德 是 唯 一 21 年 间“绿 –

人”“绿 – 地”正向发展的城市。

2）人口集中型：城市主要呈现人口聚集

快于公园绿地增长的态势，包括上海、郑州

等 30 个城市。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除上海、

郑州外多为小城市，城市发展对人口吸引具

有滞后性，人地配置协调程度不受重视，公

园绿地发展过慢，造成了人口相对聚集的态

势。而上海作为中国重要城市，人口大量聚

集，却因受限于城市面积，公园绿地扩张速

度相对慢于城市人口聚集速度。

3）土地集中型：城市主要呈现建设用地

扩张快于公园绿地增长态势，包括江阴、太

仓、开封等 76 个城市。主要为分布于大城市

周边的中、小城市，它们不断加强与周边大

城市的产业和要素对接，城镇化扩张快，但

通常绿地发展较土地扩张具有一定滞后性，

其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于绿地扩张。

4）发展严峻型：城市呈现人口集中以及

土地扩张均快于绿地增长的特征，包括高碑

店、铜仁等 43 个城市。其主要分布于东北、

中部以及西部，都集中在远离中心城市、交

通相对闭塞的区位，其经济发展水平均不高。

5）发展平稳型：城市 2 种离差系数变动

都很小，一直均处于同步状态或中间略微波

动状态，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地区居多，

在城市发展上大多呈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

转移过渡状态，包括天津、苏州、福州等 

175 个城市。

6）发展波动型：“绿 – 人”“绿 – 地”离

差系数呈现起伏不定的特征，空间分布较为

随机，城市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包括德州、

宁国等 30 个城市。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笔者将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以 604 个县级市及以上

城市作为研究单元，从时间、空间 2 个层面，

揭示三者发展的失调特征，以期从城市人口、

城市用地 2 个角度，为优化中国公园绿地配

置，以及协调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用

地三者间的演化关系提供理论支撑。主要结

论包括 3 个方面。

1）从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的失调特征来

看，公园绿地长期高水平空间失衡、城市人

口分布愈加不均衡导致了“绿 – 人”发展失

调；21 年间全国失调情况有所缓解，但东部

局部失调最为严重，局部地区公园绿地增长

无法满足城市人口需求问题凸显，同时西部

要注意绿地低效增长的问题，需关注公园绿

地与城市人口适应性变化。

2）从公园绿地与建设用地的失调特征来

看，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波动剧烈导致“绿 –

地”发展失调格局不断变动；全国“绿 – 地”

发展协调性加强，但东北失调情况严峻，“以

地推绿”现象明显，亟须转变牺牲土地资源

为代价的公园绿地发展模式。

3）就公园绿地与城市人口、建设用地

整体而言，三者失调情况不断好转；其中大

城市公园绿地发展最为理想。早期城市人口、

建设用地增加会促进公园绿地增长，但长期公

园绿地增长依赖于城市人口、土地增长的模式

不具有可持续性。根据三者失调关系可将全国

分为持续发展、人口集中、土地集中、发展严

峻、发展平稳和发展波动型六大类城市。

4.2  规划建议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基于中国“人 – 绿 – 地”发展失调特征，进

一步提出公园绿地发展建议。

1）优化调控公园绿地、城市人口、建设

用地的空间分布。政府层面应科学制定城市

表 3 “人 – 绿 – 地”综合失调关系及状态类型 [23]

Tab. 3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spatial imbalance of park green space, urba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23]

“人 – 绿 – 地”

失调类型
“绿 – 人”失调关系 “绿 – 地”失调关系 整体状况

持续发展型 C
绿 – 人

↑或≥ 0.2 C
绿 – 地

↑或≥ 0.2
“绿 – 人”“绿 – 地”失调均正向演变或一直处于绿

地增长状态

人口集中型 C
绿 – 人

↓ C
绿 – 地

＞ -0.2
“绿 – 人”失调负向发展且“绿 – 地”失调不处于建

设用地扩张状态

土地集中型 C
绿 – 人

＞ -0.2 C
绿 – 地

↓
“绿 – 地”失调负向发展且“绿 – 人”失调不处于城

市人口聚集状态

发展严峻型 C
绿 – 人

≤ -0.2 C
绿 – 地

≤ -0.2 既处于城市人口聚集，也处于建设用地扩张状态

发展平稳型 -0.2 ＜C
绿 – 人

＜ 0.2 -0.2 ＜C
绿 – 地

＜ 0.2
“绿 – 人”“绿 – 地”离差系数变动小，均处于同步

等级或中间略微波动状态

发展波动型 C
绿 – 人

↑↓ C
绿 – 地

↑↓ “绿 – 人”“绿 – 地”离差系数波动较大

    注：↑表示正向发展；↓表示负向发展；↑↓表示波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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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规划战略，正确把控“人 – 绿 – 地”三

者的联系。①优化城市公园绿地结构和功能，

使中国绿地增长由依托建设用地扩张的“增量

式”，转化为“存量式”增长模式 [33] ；并且重

视“失调”严重城市，加强区域一体化规划。

②防范建设用地冒进式扩张，协调用地结构，

提高公园绿地占比，确保城市发展形成“绿

色健康体质”[34]。③以人口城镇化为参照，合

理推进“绿地城镇化”，推动以人带绿的发展

策略。

2）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具体情

况，制定差别化的公园绿地调控措施。中

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及类型城市的“绿 –

人”“绿 – 地”失调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 

①四大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管治措施，而非“一

刀切”管理，尤其是东北，亟须缓解内部公园

绿地发展的不均衡性，及其与其他地区间的

差距。同时应重点关注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

抓住新型城镇化重心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契机，

快速提升公园绿地建设水平 [14]29。②针对人口

集中型城市，应通过规划和市场手段提高公

园绿地利用水平，扩大群众在城市建设管理

中的参与度；针对土地集中型城市，应做好

大城市及周边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的科学规划，

量需而动，量地而置，加强合作，维护共同

利益；针对发展严峻型城市，应注重抑制城

市空间粗放扩张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相结合 [31]193。

注释 (Notes)：
①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界定大中小城市：
市区常住人口 50 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50 万～ 100 万人 

的为中等城市，100 万～ 500 万人为大城市，500 万～ 

1 000 万人的为特大城市，1 000 万人以上的为超大城市；但
由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较少，故将这 2个等级并入大
城市，使之更具有比较性，将研究单元划分为 3个等级规模，
即常住人口 100万人以上的为大城市，50万～ 100万人的为
中等城市，50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
② 四大地区的划分参照2016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城市统计分组的第 3种分类方式，将全国划为东部、中部、
西部、东北四大地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个省的城市
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
湖南 6个省的城市；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 12 个
省、自治区的城市和直辖市；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
龙江 3 个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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