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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9F_8E_E5_c61_647197.htm 由于城市职能复杂多

样，相互交织，大部分城市兼有若干种城市职能类型。但总

的看来，中国城市职能体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综合职能

为主的综合性城市，这类城市按城市行政等级形成城市管理

等级网络，共同构成满足各种社会需求的综合职能体系。但

是在综合性城市中，职能类型组合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

异是城市职能体系分的标志。第二类是由于资源开发、交通

位或某种专门化产业发展而形成的专业化城市。 (一)行政中

心城市体系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中国历史E长期稳

定的市央集权统治形成了具有严格等级层次的行政管理系统

，并由此而形成多级行政中心城市。中国行政中心城市体系

，按行政区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首都，省会城市，地区级中

心城市，县城和县级市。中国城市现代行政职能的地域划分

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延续，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行政

管理网络，不同等级城市之间有界线分明的从属关系。 1．

第一级行政中心--首都北京 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行

政管理中心、对外国际交往中心。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

都和现代文化名城，丰厚的历史遗迹与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

业相融合，构成北京特有的文化职能。北京是伞国第二大综

合性产业城市，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许多工业部

门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加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城

市的职能，北京的城市职能正发生着显著变化。首先，北京

的金融职能、信息中心职能不断加强，各种金融机构、大型



投资公司不断削E京汇集。其次，重型工业比重下降，向低耗

能、少污染的机械电子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耐用高档消费

品工业发展。北京还是全国最大的交通和通讯枢纽，是国际

、国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集散中心。 2．第二级行政中

心--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是中国各省区的行政管理中心。大部

分省会城市都具有上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历史上也多为各

种行政管理中心。省会城市由于其行政职能产生的强大的辐

射力和向心力，形成与其行政职能相一致的经济职能；大部

分省会城市都是省域内最大的综合性产业城市和省域文化中

心。省会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特征，体现了中

国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规律。各个省会城市作

为省域行政中心，其行政职能等级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省会

城市由于自然环境、发展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其经

济职能类型与职能规模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些省会城市已发

展成为大区域经济中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和全

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些城市包括沈阳、哈尔滨(东北地区经

济中心城市)，武汉(华中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广州(华南地区

经济中心城市)，西安(西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而另一些位

于偏远地区的省会城市，城市规模较小，经济辐射范围也较

小，在全国职能体系中影响力较弱，如拉萨、西宁、银川。 

除上述省会城市外，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和重庆市、大连

市、宁波市、厦门市、青岛市、深圳市等6个计划单列市，是

非省会城市中具有大区域经济及文化职能的城市，在中国城

市职能体系中占有省会城市或比省会城市更为重要的地位。

3．第三级行政中心--地区级行政中心城市和地级市来源：考

试大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地区



级行政中心城市是省会城市以下的次级行政管理中心城市，

同时也是省域内次级经济、文化中心。到1994年，全国共有

地区级中心城市168个(不包括省会城市)。在地区级行政中心

城市中，大部分是由传统州府发展而来的，是历史行政区划

的延续。这类城市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是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城市职能多样，多为综合性城市，与周围地区有

密切的传统联系，有较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综合服务职能

较强。另一类地区级城市是由于某种专业化产业部门的发展

而聚集了一定的人口、设施、资金，或借助于国防建设而发

展起来的，属新兴工业城市。这类城市发展历史短，职能单

一，与周围地区联系较松散，地区中心职能较弱，如打油上

业城市克拉玛依、煤炭工业城市六盘水等。在地区级行政中

心城市中，有一些是省内几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有的城

市位于省区边界地区，对邻省相邻地区也有较大的经济、文

化辐射作用，是跨省区中心城市。有的地区中心城市一方面

是地区级行政管理中心，同时又是某一经济部门职能较强的

专业化城市。 4．第四级行政中心--县城和县级市 县城是县域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县城是

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初级加工中心，是国家对农业地区执行

具体行政领导的中心，长期以来为农业服务是县城的主要职

能。近10多年，随着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县城成为农村T业

的集聚点和生长点，一部分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撤县建市

，成为县级市。中国目前已有县级市410个，其中313个县级

市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部分县级市是70年代以

后设立的，除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县级市外，大部分县级市为

综合性小城市。 (二)交通中心城市体系 交通运输职能是城市



的重要职能。中国交通枢纽城市主要位于这些纵横通道的结

点上。来源：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本

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1．交通中心城市职能类型 按交通方式，

中国城市体系的交通中心职能可分为4个亚系，即铁路枢纽、

港口城市、航空中心、公路网中心。许多交通枢纽城市都是

具有全国、大区、省区和地区意义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同时

兼有若干种交通职能，是综合性运输枢纽。 (1)铁路枢纽城

市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百考试题－全国最大

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尽管铁路

建设在中国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但作为新兴的铁路枢纽城市

，它既是铁路运量的集中地和列车交接站，又是组织铁路运

输生产的中心环节。它们大都形成具有全国、大区和省区意

义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水陆联运中心。这些

城市与国家铁路网结合，共同形成了中国自近代以来比较完

整的一种新型交通中心体系。中国现已形成铁路网络结点170

个，其中干线结点66个，在干线结点处形成45个铁路枢纽，

这些铁路枢纽承担着中国铁路绝大部分的车流集散、解编和

客货集散任务。 (2)港口城市 港口城市分为海港城市和河港城

市。 沿海港口城市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中国城市体系

中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中国年货物吞吐量10万吨以上的

海港城市共有41个，其中年吞吐量在1000万吨以上的大型港

口城市12个(其中上海港口吞吐量超过亿吨)，100～1000万吨

的较大型港口城市14个，10～100万吨的中小港口城市15个。

大型和较大型港口城市集中了全国海港货物吞吐量的绝大部

分。港n城市在交通中心城市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和地位，

并且形成与铁路交通干线相衔接的腹地范围。 1991年中国拥



有年货物吞吐量10万吨以上的河港城市114个，其中年货物吞

吐量大于1000万吨的城市10个。武汉、南京是中国年货物吞

吐量最大的内河港口城市。年货物吞吐量为100～1000万吨的

较大型河港城市有59个，10～100万吨的河港城市有45个。 (3)

航空交通中心城市 航空运输是城市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长距离和国际客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990年，中

国大陆民航航班专用机场已发展到94个，其中47个可起降波

音737以上机型，旅客年吞吐量大于200万人次的有北京、上

海、广州3个城市。中国重要的航空港城市有7座，包括广州

、北京、上海、成都、桂林、厦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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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