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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9C_B0_E7_c61_646334.htm 从更小尺度来看，为

什么一个城市会在某一地点形成发展起来？为什么这个城市

发展得很大，那个城市却很小？为什么有的城市长盛不衰，

即使城市毁于天灾人祸，往往又在原地重建，而有些城市却

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揭示某个城市形成、发展的特性，除了

上面所述的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城市的地理位置这一因素。 

一、概念 巴朗斯基曾给地理位置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位置就

是某一地方对于这个地方以外的某些客观存在的东西的总和

。也就是说，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城市及其外部的自然、经济

、政治等客观事物在空间上相结合的特点，有利的结合即有

利的城市地理位置，必然促进城市的发展，反之亦反。采集

者退散 城市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了城市职能性质的

特殊性和规模的特殊性。矿业城市（如大同等）一定邻近大

的矿体；大的工商贸易港口城市如武汉、广州、上海、天津

等必定滨临江河湖海；城市腹地的大小、条件和城市与腹地

间的通达性决定了上海比天津、广州、武汉要发展得大，而

不可能颠倒过来。 深圳是大陆通向香港的口岸。长期以来它

不过是只有数千人口的边陲小镇，现在已是一座全新的大城

市，城市人均产出值高居全国首位。这种巨大变化归之于深

圳政治地理位置的质变也并不为过。 城市地理位置是绝对个

性化的特点。地球表面充其量只有某些方面地理位置相似的

城市，而没有地理位置完全相同的城市。这是因为自然、经

济、政治地理要素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城市与这些要素的



空间组合关系又千变万化；各种要素本身在历史上又在不断

地变化之中，尤其是人文要素变化更加频繁；即使是变动相

对较小的自然条件，对城市发生的作用过去、现在和将来也

不断有所变化。正因为如此，富于强烈地理性的地理位置分

析始终吸引着城市地理学者。 二、城市地理位置的类型 列举

出一些城市地理位置的类型，目的是为城市地理位置分析提

供一些思路。 1.大、中、小位置 这是从不同空间尺度来考察

城市地理位置。大位置是城市对较大范围的事物的相对关系

，是从小比例尺地图上进行分析的。而小位置是城市对其所

在城址及附近事物的相对关系，是从大比例尺地图上进行分

析的。有时可以从大小位置之间分出一种中位置。 以上海为

例，大位置的特点是其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以及长江

的出口处。对内它是广阔富饶的长江流域以至更大地域的门

户，对外它是我国大陆向东最接近太平洋世界贸易要道的城

市。中位置的特点是其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端和太湖流域

的下游，整个长江三角洲平原，特别是太湖流域作为上海的

直接腹地，为上海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奠定了区域基础。黄浦

江和吴淞江相汇的特点则是上海形成与发展的小位置因素。

2.中心、重心位置和邻接、门户位置 这是从城市及其腹地之

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来区分的。 如果城市位于某一区域的中央

，则城市与其以外各个方向的联系距离都比较近。这种有利

的中心位置既便于四面八方的交通线向中心会聚，也有利于

从中心向外开辟新的交通线，因而促使城市的发展。 一国的

首都位于一国中心位置的例子并不鲜见，如马德里对于西班

牙，布拉格对于捷克，柏林对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帝国等。美

国独立战争以后，纽约是临时首都，1789年底首都向南迁到



费城，1801年又向南迁到组成美国东部最初13个州的中心位

置华盛顿。日本的首都也有变动，709年从大阪迁到奈良

，793年从奈良迁到京都，1819年从京都迁到日本的中心位置

东京后，再没有变动。 国内城市位于某一区域中心位置的例

子也很多。太原盆地的农业条件并没有南部的运城盆地好，

但其得益于中心位置而历来成为山西的首府；再如贵阳位于

贵州省的中心，成都处于四川省的中心，广州处于广东省的

中心。安徽省会从安庆迁到合肥、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

，也都是为了取得中心位置。百考试题论坛 应该指出的是，

这种中心位置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区几何中心，很多

情况下可能是地区的重心位置。当一个地理区内人口分布和

开发条件差异较大时，假想按不均匀性进行加权，就会有一

个偏向于优势区域的重心位置。在这里形成的中心城市也具

有和中心位置一样的总联系距离最短的效果。如西安、杭州

、南昌、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均不在各省的中心位置，却都

接近于省域的重心位置。 与中心位置相对的是邻接位置，即

城市区位追求邻接于决定其发展的区域，不必要或不可能在

本区域的中央。渔港要求邻近渔场，如舟山的沈家门，广西

的北海；矿业城市要求邻接矿区，如煤城淮北、鸡西；耗能

工业要求接近廉价电源地等。 大量的例子还可以从许多县和

省的边缘部分去寻找。县城常常位居全县中心，而其它镇却

经常明显偏离中心而靠近县城边缘。这些镇就是为了避免与

中心县城的竞争，在县城引力较弱的边缘地区利用两县产品

和商品价格的差别开展县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它们追求的

正是邻接位置。 一种特殊的邻接位置可叫门户位置或出入口

位置。当一个地理区的对外联系集中在某一方向上时，这个



区域的中心城市常常不在本区中央，而明显偏于主要联系方

向一端。 河口港是最典型的门户位置。位于闽江口的福州就

是在能控制福建省整个闽江流域商品集散的地理基础上发展

成省会城市的。 究竟是中心位置好还是门户位置好？要具体

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心位置利于区域内部的联系和管理

，门户位置则利于区域与外部的联系，各有优势。当一个城

市能同时体现这两种位置的作用时，它无疑会成为区域的首

位城市。两者的优势不能兼得时，则可能出现并立的或一正

一副的双中心局面。 3.城市沿交通线成长的区位类型 所有城

市原则上都要求依托一定的对外交通设施。 河运是早期城市

形成的主要因素。从中国城市发展史来看，大部分城市都是

沿江湖河海交通要道发育壮大起来的。就沿河城市论，可以

分成六种区位类型：航运端点、梯级中转点、河流交汇点、

河曲位置、过河点位置（渡口）、河口。 随着航运技术的发

展，船型不断加大，吃水不断加深，河口港城市向下游出海

口方向推移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到近现代，这种趋势更加

明显，在我国如广州向黄浦、天津向塘沽、福州向马尾、宁

波向镇海和北仑、上海向宝山都是典型的例子。来源：考试

大 至于海港城市的区位，除了河口港类型外，还有位于海湾

（如青岛、大连）、岛屿（如香港、厦门）、陆连岛（如澳

门）、陆岬（如开普敦、直布罗陀）等其它位置类型。 铁路

是现代快速、大运量运输的主要方式。铁路的修筑可以促使

沿线城市的诞生和兴盛，又可能带动另一些城市的发展。石

家庄市原来不过是正定县的一个小乡村，当初京汉铁路修到

正定县城时，为了不破坏正定县的风水，把车站向南迁了十

几千米，建在了石家庄。不料后来石德、石太铁路又在这里



与京汉线相交，石家庄成了重要的铁路枢纽，大大促进了城

市的发展，其地位不仅超过了正定县城，而且成了省城，人

口已超过100万，正定县城仍不过是3万人的小城。采集者退

散 城市与铁路的关系也有不同类型。若有几条铁路线在城市

衔接或交汇，则城市在铁路网中处于枢纽位置。一般来说，

这里通达性好，城市腹地范围比较广大，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有利于城市发展。我国1990年289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

，只有10％的城市有3个或3个以上方向出线的铁路枢纽，119

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这类城市占29％；50到100万

人口的大城市，相应为50％；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高达84

％。铁路枢纽城市按它们在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主要

枢纽、一般枢纽、次要枢纽和专业性枢纽的区别。若城市有

两个方向的铁路对外联系，称为通过位置，在我国这种类型

的城市是大量的，约占总城市数的38％。城市只有一个方向

的铁路对外联系，则为端点位置，不少港口城市（如烟台、

厦门）和矿业城市（如东营、枣庄、茂名）属于这种类型。

城市被干线铁路连结还是被支线铁路连结，其城市地理位置

的意义也不一样。 铁路、公路、内河、海运、空运等多种交

通方式之间在一个城市的组合状况和联运条件，又构成城市

间交通地理位置的复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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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