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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9F_8E_E5_c61_646663.htm 一个国家的城市空间

分布几乎没有可能是有规则的。不规则的城市空间分布用统

计分析方法又可以归纳为聚集、随机或均匀分布3种类型。 

许学强和朱剑如为了分析中国市镇的空间分布类型，把全国

分为304个方格，逐个方格地计算1978年1497座万人以上市镇

的数量，采用柯尔摩哥洛夫史密尔诺夫公式加以检验，确认

中国市镇分布不属于随机型。随后又用罗伦兹曲线计算集中

程度指数的方法，认为中国市镇也不属于均匀分布型，而属

于集聚分布型。①来源：www.examda.com 他们的结论是符合

实际的，而且也不难理解。中国城市空间分布上的集聚特点

无论从面上还是线上都非常明显。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

类网站(100test.com) 从面上来看，城市集聚分布的主要自然基

础是地形。从青藏高原外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

峰山一线之间的第二级地形阶梯，主体是1000～2000米海拔

的广阔高原和盆地，占全国面积的40％以上，有建制市125个

，占1990年城市总数的27％。而海拔在4000～5000米的第一级

阶梯青藏高原和东部以宽广平原和丘陵为主的最低一级阶梯

，面积各占国土的1/4强，但前者只有拉萨、日喀则、西宁、

格尔木、德令哈、临夏等6个城市，仅占全国总数的1％多，

而后者在差不多的面积里却集中了336个城市，占全国72％。

中国气候的巨大区域差异也影响城市的分布，但影响的程度

不如地形那么深刻。若以400毫米和1000毫米等雨量线也把全

国分成3部分，则有45.4％（212个）的城市分布在面积占全国



约1/5的南方湿润地区，有同样多的城市（212个）分布在面积

占 1/3的北方半湿润地区，另外40％多的西部干旱、半干旱地

区分布有9.2％、计43个城市。 按省区地域单元计，城市空间

分布的集聚倾向也很明显。城市密度最高的苏沪、浙江、山

东，平均每1万平方公里有2.5、2.4、2.2个城市，即平均30多

公里可以遇到1座城市。城市分布最稀疏的西藏、青海、新疆

，每10万平方公里还不到1个城市（表77）。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表77 以省区计的城市分布密

度（1990年） 设有建制的城市密度指标，并不是很严密的。

设市数年年在变，城市规模可以相差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

。因此表77中的分布密度只能从一般定性的角度去理解，得

到一个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概念。 在中国城市相对集中的东

部地带，又有4个规模特别大的城市集聚区，分别位于辽中南

、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4个区块经济发达，

具备了形成中国都市连绵区的基本条件：①有两个以上特大

城市作为区域的发展中心；②有直接与世界各国联系的对外

口岸；③发展中心和口岸之间有一条或几条方便的交通干线

作为发展走廊；④交通走廊沿线及其两侧有众多的中小城市

；⑤在发达的大中城市的带动下，乡村地域的非农业或商品

农业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了乡村经济的主体，城乡之

间具有紧密的交互作用。当然，这4个区块发展水平也不尽相

同，或者说各有特点。 长江三角洲以宁沪杭为核心的地区最

为典型。本区以700多万人口的上海为主要发展极和口岸，包

括100万人口以上的南京和杭州，50万人口以上的苏州、无锡

、常州等其它重要的核心城市，宁波、南通为辅助口岸，宁

沪杭甬铁路作为交通走廊贯通全区，大运河、长江航道和正



在建设中的宁沪杭高速公路与铁路轴线多层次平行。全区有

近30个建制市和大量的发达小城镇，城乡经济的紧密联系促

进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无论从劳动力结构或产值结构

来看，基本上已经非农业化。是中国经济实力最雄厚、人口

最多和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和都市连绵区。它以占全国1.4％的

面积，容纳了全国6.54％的人口，1986年工业产值占全国27.05

％。 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广州澳门地区以香港、广州作为主要

发展极和主要口岸。广九铁路、公路、水路和建设中的深圳

广州珠海高速公路组成多层次的发展走廊。就近依托香港和

澳门是本区发展的独特地理背景和最有利的条件。它面积虽

小，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长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

门在内的总体实力可和长江王角洲相匹敌。来源：考试大 京

津唐城市群的结构特点是北京、天津两个超级大城市和特大

城市唐山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靠近，有华北大港塘沽作为出

入口门户。辽中南城市群以沈阳为中心，大连为副中心和主

要门户，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组成了中国最密集

的大城市聚合体。相对说来，这两个地区因空间上过于集中

、经济结构上过于重型化、以旱作农业为主等特点，区域的

非农化和城乡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不如前两个南方城市群。 

其它有希望向都市连绵区方向演变的可能是山东半岛的城市

群。它具有发展极、口岸、发展走廊的基本框架，资源丰富

，人口稠密，中小城市众多，乡镇企业发展非常迅速，对日

本、朝鲜半岛的开放处在有利位置。 在中国国内普遍存在一

种误解，以为大都市连绵区是大城市建成区无限蔓延、首尾

相连的一种超负荷的经济、人口集聚形式，持否定态度者多

。事实上，它是以若干大城市为中心的与周围县保持强烈交



互作用，沿交通走廊分布的一种多核心的城乡共生体。它能

把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与分散结合起来，是一种高效率的空间

组织形式。中国东部沿海的这几块城市密集区若能有意识的

按都市连绵区的形式组织起来，相信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以至参与世界经济体系都将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内地还有

几个城市分布相对密集的地区，如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京

广两轴线的十字交叉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京广、长江两轴

线的十字交叉地带；湘中地区；川西平原等。不过，这些城

市集聚体无论它们的规模、经济实力，还是它们所在地域的

非农化水平、内部的经济联系强度和对外联系的便捷程度均

难以和沿海的几个巨大城市群相比。来源：考试大 古代的城

镇为了接近水源、利用水运，大多沿江河分布。到了近代，

铁路运输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海运在经济联系中

的重要性也上升了。在原来沿河、沿海的城市，如果又有了

铁路运输手段，往往就特别迅速地成长起来，变成大城市或

特大城市。从线上来看，中国城市分布沿交通线集聚的特点

也十分明显。例如从哈尔滨到大连、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

到上海和从北京到广州这4条最重要的南北向铁路干线上，就

有城市70个；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从北京到兰州，从连云港

到乌鲁木齐和从上海到昆明等4条最重要的东西向铁路干线上

就有83个城市。1990年中国通铁路的城市336个，占城市总数

的72％，其中接近50％集中在这8条铁路干线上。 城市沿着水

上交通干线集聚的现象以长江和东部海岸带最为明显。从上

海到宜宾，分布在长江干线两岸直接利用长江航道的城市已

经有28个之多；实行沿海开放政策以后，沿海岸线分布的港

口城市增加很快，现在已不下39个。可惜的是有近一半的沿



江和沿海城市还没有铁路与它们的腹地相通，制约了它们作

用的发挥。 城市沿铁路干线、沿江、沿海呈线状集中的结果

，使得中国城市密集的东部地区，城市分布也仍然是不均匀

的。例如浙赣、湘赣铁路以南和海岸带以西、以北之间的地

区；浙赣、湘赣铁路以北和长江、宁沪铁路以南的地区；京

汉铁路以东、大运河以西和长江以北的地区都是城市空间分

布的低谷，相对稀疏。今后只有建立起稠密的交通运输网，

特别是完善和加密铁路网络，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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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