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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urban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data from 1990 to 2016, the paper firstly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cale struc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uses the city’s first index, order-scale 
rule to measure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ity size distribution, and will 2016. The calculation re-
sults of the year are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cale evo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system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a dual-core structure. The first city has a weak monopoly. The 
number of middle-order cities is relatively large and relatively developed. The scale of small-scale 
cities is low. Th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scales is relatively fluctuating and concentrated. Insuffi-
cient, but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urban system capacity is increasing; urban system scale 
structure belongs to the first distribution and the order-scale distribution transition type, the first 
city Jinan has a large development spac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cale struc-
ture. There are mainly economic factors, traffic factors, natural factors, and policy factors. The 
four factors affect the number of cities, the size of the city, and the urban structure, which ulti-
matel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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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1990~2016年的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据，首先对山东省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演变概况进行研究，并运用

城市首位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对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进行计量分析，并将2016年的计算结果与其它

省区对比，进一步分析城市规模演变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呈双核心结构，

首位城市垄断性较弱，中间位序城市数量较多且较为发育，小城市规模发育水平偏低；城市规模分布集

中性较为波动，集中度不足，但呈增强趋势；城市体系结构容量不断增大；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属于首位

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过渡类型，首位城市济南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影响城市等级规模结构演变的因

子主要有经济因素、交通因素、自然因素、政策因素，四大因素共同作用于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城市

结构等方面，最终影响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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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是城市体系内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市在质和量方面的组

合形式，包括城市间相互的组合关系、特征及差异[1]。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城市体系，具有

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规模结构可以反映出城市在不同规模级中的分布状况及城市人口集中或分散

的程度，有助于认识城市体系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某些特点[2]。 
本文以山东省城镇体系为研究对象，计算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首位城市指数、位

序－规模法则和城市基尼指数，并与其他部分省区对比，揭示山东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特征与发

展趋势，分析影响山东省城市规模的机理，并针对山东省城镇规模结构发展提出构想。 

2.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总面积为 15.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 1.62%；2016 年人口为 9947
万，占全国 7.19%。2016 年共有建制市 44 个，其中设区的市 17 个(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

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县级市 27 个(胶州、即

墨、平度、莱西、滕州、龙口、莱阳、莱州、蓬莱、招远、栖霞、海阳、青州、诸城、寿光、安丘、高

密、昌邑、曲阜、邹城、新泰、肥城、荣成、乳山、乐陵、禹城、临清)。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能否反映城市化水平，研究选用市区非农业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特征量，其

具体数值源于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 1990~2016
年为时间序列，选取山东省建制城市 1990~2016 年的相关数据，对 1990 年以来城市规模结构特征及其影

响机理进行研究。并选取 2016 年各省份建制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与山东省作比较，进而得出山东

省城市规模结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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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东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3.1. 山东省城市等级规模演变 

对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规模进行划分并计算[3]，见表 1。发现 1990 年至 1995 年间共新增城市

14 座，并出现 4 座大城市，小城市数量增加 11 座，其他等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例变化呈小幅波动。

1998~2016 年，II 型小城市比重和人口比例大幅减小，I 型小城市人口比例增加，I 型小城市较为发育。

2016 年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 型大城市、II 型大城市、中等城市、I 型小城市、II 型小城市的数量比例

为 0:0:2:5:12:18:7 城市等级规模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4]，I 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量较多，缺

少特大城市，小城市数量不足。表明山东省城市等级规模结构较为均衡，中等城市比较发育，但首位城

市发展不足，带动功能薄弱。 
 
Table 1. The change of urban quantity and scale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6 
表 1.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数量和规模变化 

城市等级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100 50~100 20~50 <20 

 个数 个数比重 个数 个数比重 个数 个数比重 个数 个数比重 

1990 3 8.8 0 0 12 35.3 19 55.9 

1995 3 6.3 4 8.3 17 35.4 30 40.0 

2000 3 6.3 6 12.5 22 45.8 17 35.4 

2005 5 10.4 8 16.7 26 54.2 9 18.7 

2010 6 12.5 10 20.8 27 56.3 5 10.4 

2013 6 12.5 12 25.0 25 52.1 5 10.4 

 人口/万人 人口比重 人口/万人 人口比重 人口/万人 人口比重 人口/万人 人口比重 

1990 407.82 39.1 0 0 384.80 36.9 251.30 24.0 

1995 470.34 29.2 255.79 15.9 523.96 32.6 358.41 22.3 

2000 551.79 29.1 398.39 22.6 609.16 34.6 242.34 13.8 

2005 945.46 37.3 545.55 21.5 886.65 35.0 159.00 6.3 

2010 1160.66 40.1 648.63 22.4 1000.51 34.5 87.74 3.0 

2013 1201.9 39.7 811.75 26.8 928.2 30.6 16.02 2.9 

城市等级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I 型大城市 II 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I 型小城市 II 型小城市 

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1000 500~1000 300~500 100~300 50~100 20~50 <20 

 个数 个数

比重 个数 个数 
比重 个数 个数

比重 个数 个数 
比重 个数 个数 

比重 个数 个数 
比重 个数 个数 

比重 

2014 0 0 0 0 2 4.4 5 11.1 10 22.2 21 46.7 7 15.6 

2015 0 0 0 0 2 4.4 5 11.1 12 26.7 19 42.2 7 15.6 

2016 0 0 0 0 2 4.5 5 11.4 12 27.3 18 40.9 7 15.9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人口/ 
万人 

人口

比重 

2014 0 0 0 0 620.36 23.5 627.02 23.8 624.29 23.7 662.88 25.1 102.2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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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5 0 0 0 0 598.76 20.8 732.48 25.4 820.42 28.5 612.21 21.3 116.20 4.0 

2016 0 0 0 0 628.18 21.2 758.72 25.5 872.93 29.3 597.86 20.1 116.66 3.9 

注：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 年)，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 20 万以上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 I 型小城市，20 万以下的城市为 II 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以

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 I 型大城市，100 万以上

300 万以下的城市为 II 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2016)数据计算整理。 

3.2. 双核心结构 

首位度指数是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的常用指标，城市首位度指数包括首位度两城市指数(S2)、4 城市指

数(S4)和 11 城市指数(S11)。通过城市体系中第一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口的比例关系，反映人口在最大城

市的集中程度。公式如下： 

2 1 2S P P= ，                                     (1) 

( )4 1 2 3 4S P P P P= + + ，                                 (2) 

( )11 1 2 3 112S P P P P= + + ，                               (3) 

利用以上公式对 1990~2016年山东省城镇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城市首位律指出，2城市指数值应为 2，
理想的 4 城市指数和 11 城市指数值应为 1 [1]。结果表明：山东省历年城市首位指数均低于理论值，因此

不是首位分布。济南和青岛两座城市始终处于首位，因此山东省城市体系为双核心结构模式。S2 一直小

于 2，但总体为上升趋势，这表明，首位城市的垄断功能薄弱但趋于增强，城市体系发展缺乏龙头城市

的带动，城市体系和空间结构呈现多级分布。从 S4 和 S11 来看，数值均小于 1，呈波动趋势但总体趋于增

大，这表明高位序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均衡，城市规模结构差别逐渐增强。 
对 2016 年部分省区首位度指数进行计算，将计算结果与山东省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2。 

 
Table 2. Pr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priority comparison (2016) 
表 2. 山东省与其他部分省区首位度比较(2016) 

 山 
东 

全 
国 

江 
苏 

河

南 
陕 
西 

山 
西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广 
东 

广 
西 

江 
西 

吉 
林 

辽 
宁 黑龙江 湖 

北 
湖 
南 

四 
川 

贵 
州 

甘 
肃 

新 
疆 

S2 1.18 1.3 1.13 2.15 1.52 1.26 1.11 2.24 1.14 1.01 1.602 3.51 2.27 1.48 3.61 1.7 1.56 2.35 3.26 2.99 3.31 

S4 0.45 0.48 0.52 0.81 0.55 0.51 0.42 0.73 0.61 0.46 0.991 1.39 1.35 0.75 1.39 0.61 0.58 0.92 1.39 1.52 1.36 

S11 0.43 0.37 0.43 0.63 0.37 0.45 0.36 0.69 0.57 0.51 1.16 1.12 1.29 0.77 1.01 0.48 0.44 0.74 1.35 1.57 1.17 

 
可以发现，大部分省区 2 城市指数均低于理想值 2，且山东省 2 城市指数低于其他多数省区；大部

分省区 4 城市指数、11 城市指数均低于理想值 1，但河南省的首位度指数最接近 2，城市等级规模结构

比较理想。而山东省 4 城市指数、11 城市指数低于其他多数省区，呈明显的双核心结构。相比于其他省

份的首位城市规模，济南在全国排名仅位于 23 位，落后于广州的第 4 位，成都的第 8 位，南京的第 10
位，郑州的第 11 位。吉林省的首位城市长春以及四川省的首位城市成都，这两个城市首位度过大，首位

城市垄断功能较强、发展较慢，而小城市的发育并不完全，城镇体系发育较不成熟[5]。而济南的首位度

与其相差较大，作为首位城市发育明显不足，对区域带动能力不足，辐射范围不广，难以充分发挥首位

城市的经济推动力作用引领省内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在山东省城市体系规模等级结构中，处于前两位的始终是济南与青岛，呈现出以济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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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青岛为门户城市的双核式空间结构[6]，但在不同时期，二者的地位是动态变化的。在其他省

区中，广州–深圳、福州–厦门、沈阳–大连、杭州–宁波、长沙–岳阳等也属于双核式结构，与这些

双核心结构模式地区相比，济南–青岛属于陆运–水运枢纽型，规模层次较低、经济实力较弱，中心作

用不突出[7] [8]。双核心结构城市自身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大多数双核心结构省市是所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最高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全省(区)的核心增长极，门户城市则是经济流通的主要窗口。那些没有双

核心结构的省(区)，中心城市与门户城市的功能混杂，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双核心结构城市的辐射范

围通常波及所在区域的大部分，像杭州–宁波、合肥–芜湖对于所在省份具有主导作用，岳阳、九江更

是作为湖南、江西两省主要的长江商港和最大的门户城市。而济南–青岛与之相比，也表现出一定的主

导作用，但城市规模、经济发展、辐射作用表现较为薄弱，双核心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大上升空间。 

3.3. 城市体系集中度偏低 

位序—规模法则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其表达式为： 

1
q

i iP P R −= ⋅                                        (4) 

作对数变换得， 

1lg lg lgi iP P q R= −                                     (5) 

式中：Pr 是第 r 位城市的人口；P1 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 是 Pr 城市的位序；q 是常数[9]。 q 接近 1，说

明城市规模接近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 q 大于 1，说明城市规模分布为首位型，高位序城市突出，中

低位序城市不够发育，首位度较高； q 小于 1，说明城市规模分布为位次型，高位序城市不突出，中低

位序城市较为发育[1]。 
分形模型即帕雷托模型，反映了城市等级规模的分布特征。其表达式为： 

( )ln ln lnN r A D r= −                                   (6) 

其中， ( )N r 为区域内城市累计数目(或累计百分比)；r 表示城市人口规模，A 为参数，D 为分维数[10]。
根据分形理论，D 值大小直接反应了城市规模等级分布结构。当 D = 1 时，最大城市(即首位城市)人口规

模与最小城市人口规模之比等于区域内城市数目总和，城市规模呈理想的金字塔形结构，城市体系系统

形态良好[11]。当 D < 1 时，表明区域内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比较分散，中间序位城市数目较少，首位

城市垄断性较强。当 D > 1 时，表明区域内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比较集中，人口分布比较均匀，中间

序位城市数目较多[12]。 
通过建立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位序与规模之间的双对数线性模型，可以发现：历年来山东省城

市体系规模分布变化既缓慢又不稳定，1990~2016 年分形维数 q 一直小于 1，说明山东省高位序城市规

模集聚不明显，中低位城市比较发育。 q 值呈波动趋势发展，但总体呈下降趋势，D 呈增长趋势，中间

有些波动。说明总体上城市体系规模集中的力量小于分散的力量，因此城市体系规模分布趋于分散，集

中度不足，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 
根据位序–规模法则对 2016 年部分省区城市规模结构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比较位序–规模计算结果发现，各省份相关系数 R2 除江西、湖南两省份外，均在 0.8 以上，说明分

维值的回归测算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大部分省份的城市规模结构分布能够较好地满足分形理论，

即模型推算出的分维值可信度较高。大多数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东北地区等省份的分维值 q < 1 但接近于 1，
说明这些省份城市规模比较集中，中间位序城市发育良好，数量较多，人口比较均衡。西部地区部分省

份如四川省，q > 1，说明其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比较分散，人口分布差异较大，首位城市成都市表现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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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垄断性，城镇体系发育较为不成熟，这种现象在西部地区省份比较普遍。 
 
Table 3. Comparison of location-scale distribution between Shandong prov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2016) 
表 3. 山东省与其他部分省区位序–规模分布比较(2016) 

 山 
东 

全 
国 

江 
苏 

河 
南 

陕 
西 

山 
西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广 
东 

广 
西 

江 
西 

吉 
林 

辽 
宁 

黑龙

江 
湖 
北 

湖 
南 

四 
川 

贵 
州 

甘 
肃 

新 
疆 

ln A  6.146 8.259 13.25 6.627 14.26 4.903 16.81 2.617 6.568 7.424 4.685 5.526 5.445 5.428 2.591 7.749 6.485 6.133 5.072 14.33 5.021 

R2 0.955 0.921 0.908 0.955 0.937 0.951 0.918 0.953 0.956 0.958 0.958 0.781 0.959 0.942 0.857 0.908 0.766 0.804 0.933 0.941 0.952 

D 1.337 1.292 1.021 1.008 1.381 1.289 1.019 1.081 1.059 1.218 0.933 0.905 1.061 1.157 1.121 0.883 1.717 0.928 0.973 0.911 1.121 

q 0.748 0.774 0.979 0.992 0.742 0.776 0.981 0.925 0.944 0.821 1.072 1.105 0.943 0.864 0.915 1.133 0.582 1.078 1.028 1.093 0.892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相对于湖南、四川两省份，山东省相关系数 R2 值较大，符合位序–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分形

维数 q < 1，与全国基本持平，说明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与全国总体基本一致，高位序城市不突出，中低

位序城市数量较多；分维值 D > 1，且大于湖北、浙江等省份，但 q 值有远离 1 的趋势，说明山东省的城

镇规模分布较其更为分散，集中度不足，城市首位度不明显；人口分布较均匀，中间序位的城镇数目较

多，而首位城市规模不突出，垄断作用不明显。 

4. 山东省城市规模演变的影响机理 

城镇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生演变。城镇体系的发展受制于经济、交

通、自然、政策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区域空间内有机结合，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区域空间。 

4.1. 经济因素 

城市基尼指数用于研究不同规模城市的发育成长状况。其取值范围为 0~1，越接近 0，说明城市规模

越分散；越接近 1，说明城市规模越集中[13]。一般认为 G 在 0.6 以上表示城市规模分布极不均衡[14]。 
计算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体系历年的人口规模基尼指数，可以发现人口基尼指数始终处于

0.42~0.47 之间，在 1990~2016 年人口基尼指数整体降低了 0.03，表明在山东省城镇体系中大城市和中小

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缩小，且非农人口规模集聚作用减缓。对 1990~2016 年山东省经济基尼系数进

行计算，并与城市基尼指数进行对比，如图 1。可以发现，城市基尼指数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大体一

致，说明城市规模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较强。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城市化的速度。城市规模发展比较快的城市，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尤

其是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就业拉动了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基础设施、社会

服务设施的建立，从而促进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15]。随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全面展开，“四新”

促“四旧”步伐明显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演进，吸引人才流入，提高整体人口规模质量。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乡村振兴、海洋强省建设两大战略尽快突破，能更好地为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经

济增长服务，更好地为山东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 

4.2. 交通因素 

交通条件是城市发展的必要保证，任何交通方便的地方都会出现城市。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城市发展

往往较快，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城市发展往往较慢。将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单位，从市域内和市域外两个

维度测算综合交通可达指数，对 2016 年山东省 17 地级市的交通通达性指数计算[16]，得出交通通达性指

数处于 2.83~6.68 的水平，极差为 3.85，城市之间差异较大。具体地，青岛的综合交通可达性指数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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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菏泽最小为 2.83。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将 17 城市的综合交通可达性指数划分为 4 个类型，如表 4。 
 

 
Figure 1. Comparison of urban Gini index and economic Gini coeffici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6 
图 1.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基尼指数与经济基尼系数对比 

 
Table 4. Traffic accessibility index and types of 17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4. 山东省 17 地市交通通达性指数及类型 

类型 交通通达性指数范围 个数 城市 

低可达性城市 [2.83, 3.15) 3 菏泽、东营、济宁 

较低可达性城市 [3.15, 4.00) 7 枣庄、德州、聊城、莱芜、潍坊、滨州、淄博 

较高可达性城市 [4.00, 4.90) 3 泰安、临沂、威海 

高可达性城市 [4.90, 6.68] 4 烟台、日照、济南、青岛 

 
结合表 4 计算结果以及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发现，在山东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处于较高级别

的城市其交通通达性性高，大都是区域交通枢纽，如青岛、济南、烟台，它们是地区重要的航空、公路、

铁路枢纽，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中部铁路公路网和以青岛港口为中心的山东半岛

铁路公路网[16]，形成了以济南、青岛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山东省海岸线较长，沿海港口城市，具有天

然的交通区位优势，因此这些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但是西部地区因远离济南、青岛两大经济中心，

运输费用较高，受到的经济辐射较弱，城镇体系发展较慢。 

4.3. 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是城镇化初级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这个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信息传递成本高，

交通基础设施较落后，导致运输费用高。因此，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产生了人口集聚和二三产业集聚，

促进了城镇的发展。随着交通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不断升级，自然禀赋对城镇体系的影响逐渐减弱。山东

省全省土地面积 15.58 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处于华北平原，气候温暖，土壤适宜耕种，降水适中，

在农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小麦、玉米、大豆、谷子等农产品产量较大，农业发展水平高，

促进了以农产品为中心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山东省城镇发展较早。 
同时，山东省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所需的石油和煤炭等资源储量巨大。靠近资源原产地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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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优越的地区，运输成本较低，产生了规模经济，促使工业和劳动力进一步集聚。工业发展产生了经

济集聚，不同的发展水平集聚能力大小不同，因此城市规模演化也不同。济宁、枣庄和东营等市矿产资

源丰富，矿产采掘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矿产采掘从业人员集聚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体系发

展。而黄河三角洲城镇带的发展受水资源影响较大。 

4.4. 政策因素 

政策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自然禀赋、经济增

长和交通体系是影响城镇体系结构的市场因素，但在现实中城镇体系结构的发展会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

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官员政绩的考核表现为“经

济人”政府[17]。政府对公共物品特别是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和指导，导致城镇体系结构演变的变形。 
1996~2005 年间，山东省提出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强化小城镇发展政策。小城镇建设要坚持统一

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在搞好现有重点城镇改造、改建、提高的基础上，依托区域经

济中心，有计划地在沿海、沿交通干线、重要商品集散地、旅游开发区和新兴工矿区等建设一批新型城

镇。并按照合理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总体思路、以中心城市和沿海港口

为依托，以交通干线为主轴，逐步构建起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等级规模有序的城镇体系，形成“两大

中心、四个层次、五条城镇发展轴线”的总体格局。期间，山东省大城市中小城市规模稳步增长，《山

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以镇区常住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经济规模

为基准，加快一批符合条件的县城和特大镇整合提升，培育形成 20 个左右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新生中

小城市。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对 1990~2016 年山东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的研究，表明山东省城镇规模结构符合位序–规

模分布规律，城市规模分布较均衡，中小城市规模相差不大，比较发育，首位城市垄断作用不突出，但

呈增强趋势。对 2016 年山东省与其他省区的首位度与位序规模的检验进行对比发现，山东省城市规模分

布相对分散，首位城市对区域带动作用不足，济南–青岛双核心结构的规模层次较低。经济因素、交通

因素、政策因素和自然因素是影响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5.2. 建议 

1) 强化大城市的作用。首先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应进一步加强其龙头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其省会

城市优势及集聚效益，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其次沿海城市重点发展青岛，使青岛发展为国际城市，增强

济南–青岛双核心的带动作用。 
2) 重点发展作为区域中心的地级市，进一步扩大地级市的城市规模，增强与区域中城镇的良性互动，

充分发挥他们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 
3) 积极发展县级市，它们作为地方性中心城市，处于城市与县和乡镇的中间环节，腹地广阔，可稳

中有升并适当提高它们的人口规模，加强其自身建设，完善其经济功能，加强它们的地方性聚集效益。 
4) 加强高低等级城市间产业、基础设施等的联系。首先，应加强高低等级城市间产业的关联度，发

挥城市的产业优势，进而提高城市等级规模。其次，完善各级中心城市职能体系，使城市功能进一步加

强，发挥各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最后，在一些落后地区，应重点加强交通、信息服务等设施的建设，

形成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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