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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can mak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re stable and harmonious that to formulate regional de-
velopment policy through the study of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spa-
tial structur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 space, so i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Taking 
the per capita GDP of each county and district in Linyi,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basic index,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Linyi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conomy of Linyi has a tendency of centralization in space, but the overall distribu-
tion is relatively bal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in Linyi is developed in 
the center, weak in the east and west,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e of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
ence is not significant. Lanshan district and Luozhuang district are the core of its economic space, 
whil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growth rat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and high-tech zone have 
alway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ity. Then we put forward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Li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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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来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可使区域的发展趋向稳定协调，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

区域经济差异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向来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以山东

省临沂市各县区的人均GDP作为基本指标，对临沂经济空间结构极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出临

沂市的经济在空间上有集中的趋势，但总体呈现较为均衡的分布；临沂市的经济空间结构发展呈现出中

心发达，东西偏弱的结构，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变化并不显著；兰山区和罗庄区是其经济空间的核

心，而开发区和高新区的经济基础和增长速度一直都处于全市前列，沂南县等县的经济发展基础一直都

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增速明显；由此提出优化临沂经济空间结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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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概况 

临沂市位于鲁东南地区，总面积 17191.2 平方公里，辖三区九县，人口 1124 万人，是山东省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南与江苏省邳州市、新沂市、连云港市接壤，北邻淄博市、潍坊市，东接日照

市，西与枣庄市、泰安市和济宁市相邻(如图 1)，处于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的双圈辐射区，同时

临近黄海，集东陇海国家级重点开发区、海洋产业联动发展示范基地和鲁南临港产业带于一体，为国务

院批复确定的鲁东南地区中心城市，以现代工贸及商贸物流中心为其主要发展特色。截至 2016 年底，临

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4080 亿元，这一指标到 2017 年已达到 4330 亿元。 

2. 临沂市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2.1. 临沂市经济空间集聚状态及其发展变化 

通过区域 GDP 空间集聚状态可以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定量化研究[1] [2]。集中指数可以反

映某项经济活动或地理要素在该地集中程度。本文选取集中指数作为体现区域经济差异的经济集中指标，

并以不同年份的集中指数来反映临沂市经济的空间集聚变化。计算公式为: 

HC 1 100%
T

 = − × 
 

                                     (1) 

1

H tn
n

= ∑                                             (2) 

公式中 C 代表集中指数，T 表示研究区总人口，ti 表示下属各分区的人口数，n 则根据以下规则确定：

设某经济活动在研究区的总值为 p，各个分区的经济活动按大小顺序排列，并分别设为 1 2 n, ,p p ,p… ，当

1 2 np p p p 2+ + + =� 时，n 即为所求。此时 H 的意义为：经济排名靠前，且经济活动值占该区总值一半

的地区的人口。H 的数值与分得财产人口数呈正相关，与 C 值呈负相关，即 H 越大，表明越大比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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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了这一半的财富，此时 C 值越小，地域集中程度越低，区域分布更均衡；反之 H 值越小，则代表更

少的人分得了一半的财富，此时 C 值较大，经济集中程度更高，地区差异更大[5]。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Linyi, Shandong province 
图 1. 临沂市区位图 

 
本文利用山东省统计年鉴表获得了临沂市 2008 年~2016 年的县域 GDP 和人口数据，将每一年的县

域 GDP 数据由高到低顺序排列，计算出占总 GDP 一半的区县，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出 H 值和 C 值，得到

2008 年~2016 年临沂市的 GDP 的集中指数(见图 2)。 
 

 
Figure 2. The GDP concentration index of Linyi from 2009 to 2016 
图 2. 2009~2016 年临沂市生产总值集中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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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2 中的 GDP 集中指数我们可以看出，临沂市近年来 GDP 总量集中指数在 0.44~0.64 之间，空

间分布较为均衡，自 2012~2013 年小幅度上升以来，但总体由平稳上升趋势。2009 年，临沂市 GDP 名

类前茅较的区县中，56.03%的人口贡献了 GDP 总量的 50%。2009 年至 2012 年 GDP 集中指数有小幅度

微升，基本维持在 0.45 左右，随后集中指数在 2013 年跳跃至 0.5881，并一路上升至 2016 年 64.33% (其
中 2014 年数据缺失，但可以判断其数值应介于 0.58 和 0.63 之间)。2016 年，临沂市兰山区、沂水县、兰

陵县、罗庄区、平邑县以 35.67%的人口贡献了 50%以上的 GDP，由此可以看出临沂市的经济在空间上有

集中的趋势，但总体呈现较为均衡的分布。具体如图 3。 
 

 
 

 
Figure 3. The sum of GDP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city’s total GDP county 
图 3. GDP 之和占全市 GDP 总量一半以上的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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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临沂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发展 

人均 GDP 是反应一个地区经济水平最客观的标准之一。本文以世界银行通用的的区域经济分类方法

为标准，分别以全市人均 GDP 的 150%、100%、75%为界限，将临沂市的各区县划分为四种经济水平，

依次为：经济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通过对临沂市 2009 年、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各县区的人均 GDP 数据，(图 4 和图 5) [3] [4]，以此勾勒出近年来临沂地区区域经济差异的

空间格局变化及其趋势。 
2009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四年全市人均 GDP 分别为 21400 元、23886 元、32902 元和 38803

元，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各县区人均 GDP 如图 4 所示，按照 150%、100%、75%的标准，经计算

可将临沂市各县区归为 4 个经济发展水平(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罗庄区、兰山区和开发区人均 GDP 
 

 
Figure 4. Histogram of per capita GDP of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in Linyi in 2009 
and 2010 
图 4. 2009 年和 2010 年临沂市各区县人均 GDP 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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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Linyi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lassification 
图 5. 临沂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类 
 
明显高于其他各区县，且开发区的人均 GDP 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各区县；高新区长期占全市中等水平；而

沂南县则长期占最少比例，但是尽管沂南县在 2016 年仍然经济垫底，却已经迈入经济欠发达地区，由此

可见临沂市的经济发展也趋向于空间均衡。从地图可以看出，沂南县临接经济最繁华的兰山区，而经济

水平却不发达，属于典型的塌陷区，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沂南县并非交通枢纽，在矿产资源等方面

没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政府将更多的资金及关注投入到兰山区而忽略了对沂南的投资，并且作

为市中心的兰山区目前仍未处于发展饱和状态，在延伸发展区时并未将邻区沂南作为考虑范围。 
综上可知，临沂市的经济空间结构发展呈现出中心发达，东西偏弱的“三明治式”的结构，区域经

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变化并不显著，兰山区和罗庄区、沂水县、兰陵县、郯城县贡献了全市经济总量的绝

大部分。综上可知，临沂市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发散的辐射模式。 

2.3. 临沂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 

以全市人均 GDP 和全市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基础，将人均 GDP 高于全市人均 GDP 的区县定义为

高基础发展区，反之为低基础发展区，将人均 GDP 增长率高于全市增长率的区县定义为高增长区，反之

为低增长区,由此我们可将临沂市各县区划分为四种类型：高基础高增长型、低基础高增长型、高基础低

增长型和低基础低增长型[5]。 
根据 2010 年到 2016 年 7 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多年人均 GDP 增长率公式求出全市人均 GDP 增长率

为 1.0842，并分别计算出各县区多年人均 GDP 增长率(如图 6 所示)。计算可知，开发区和高新区属于高

基础高增长型；罗庄区和兰山区属于高基础低增长型；临沭、沂水、费县、临港、平邑、兰陵和沂南县

属于低基础高增长型；蒙阴、莒南、河东和郯城属于低基础低增长型(如图 7)。 
通过对临沂市 2010 年~2016 年的经济空间聚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空间格局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临沂市 GDP 总量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衡综，但近几年有略微集中的趋势；临沂市经济空间结构

是明显的贫富相间模式，兰山区和罗庄区是其经济空间的核心，扮演着龙头的角色，在 GDP 总量上占显

著优势，在人均 GDP 方面也有显著优势，而开发区和高新区的经济基础和增长速度一直都处于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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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南县等县的经济发展基础一直都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增速明显。 
 

 
Figure 6. Histogram of multiple years GDP growth rate of each county and district of 
Linyi from 2010 to 2016 
图 6. 临沂市各县区 2010~2016 年多年 GDP 增长率柱状图 

 

 
Figure 7.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Linyi city 
图 7. 临沂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 

3. 临沂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 

经济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经济差异，因此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

异。对于临沂市“三明治式”及点源发散式的空间结构，我们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其具体情况提出合理

0.98

1

1.02

1.04

1.06

1.08

1.1

1.12

1.14

1.16

各县区多年GDP增长率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0.91003


李姝臻 

 

 

DOI: 10.12677/gser.2020.91003 26 地理科学研究 
 

的优化建议，以保证临沂市区域经济的均衡和全面发展。 
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与自然和人文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自然地理状况影响着区域经

济开发的进程，尤其是资源条件可以为该地带来巨大的直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人类经济活动等人文

因素，在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观

能动性，通过合理的规划来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使区域整体达到均衡与发展。 

3.1. 临沂经济空间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临沂市地形丰富，自然地理状况较为复杂，山地集中分布在沂水、沂南、蒙阴、平邑、费县、莒南

等县，植被丰茂，风景秀丽，长期以来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山区外围丘陵发育，以沭河以东分布最广，

为林果业及粮食种植提供条件。平原有沂沭河冲积平原、山间沟谷平原、涝洼平原，平原地区农业发展

成熟，为经历发展提供重要的粮食基础和发展平台。涝洼地平原主要分布于兰陵和郯城南部。由于特殊

的地质构造背景，临沂地区地质遗迹资源丰富，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沂水大峡谷，地下画廊等地质景

观为临沂地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对 2009 年~2016 年临沂经济空间结构的分析表明，自然因素

影响着长期人类决策，从而形成集中发展平原地区的历史政策，由于地理位置和地貌条件的因素，加上

交通条件影响，后天“市管县”的政策加剧了资金向三区集中的现象。 
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5]，即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存的地

理二元结构，结合以上分析得出的临沂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平原地区兰山、

罗庄和河东的经济发展起点要高于山区和丘陵地区，地质地貌条件为沂水等地带来了优秀的自然旅游资

源，这些都是自然因素赋予的经济发展基础；作为长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兰山区，其良好的投资环境、

发达的物流市场、优良的人才资源，其发达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合理的市政规划都是其经济长期领

先的人为因素，而开发区、高新区的崛起更是政策和投资成功案例，因此其工资收入、利润水平、技术

条件及其他要素的受益都要优于其他各县。相比兰山、罗庄等平原地区，山地、丘陵等地区由于长期政

府政策的忽，在投资环境、重视程度等方面远远不足，市管县的政策，使得外部资金在投资临沂时集中

于靠近市政府的三区，这会使三区的隐形成本交到最低，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效率和利润空间的同时，大

大缩减了其他县区获得资金的机会和比例，这使得兰山区和罗庄区长期处于牢固的优势地位，沂水、兰

陵由于人口基数大、面积大，其 GDP 总值在临沂市总国民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3.2. 优化临沂市经济空间结构的措施 

3.2.1. 制定优化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发展战略 
在制定临沂今后的发展战略时，要以全局为着眼点，对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升级和优化，既要充分利

用三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边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经济和技术效益外溢；又要统

筹规划，做好区域的衔接[6] [7] [8]。临沂各县区区域特色明显，区域问题突出，因此因地制宜地制定区

域经济发展政策成为政策制定的重点。如：在三区内为兰山区为物流、经济、政治中心，以罗庄区、河

东区和临港经济开发区为高新技术中心，充分利用兰山区的经济优势和生活条件所吸引的大批人才，凭

借兰山区与河东区、罗庄区的距离优势与低廉的生活成本，在今后兰山区发展饱和时，考虑向北面沂南

方向延伸发展，以提高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凭借将来优越的高铁、铁路优势拉动费县、平邑、

莒南的物流、旅游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市范围内，要充分发挥三区的辐射、服务和带动功能，形

成分工合理的多层次产业群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协作体系[5]。 

3.2.2. 合理布局临沂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合作 
要充分考虑地区的基础条件和特点，挖掘各县区的优势产业，制定精准而合理的发展计划。对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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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较重的产业要努力提高技术手段，并制定完善的修复善后工作。加快建设罗庄高新技

术开发区、郯城、临沭的制造、能源、化工生产基地，完善莒南临港物流产业，继续兰陵、平邑的品牌

农业，积极打造和开发各县区的精品旅游项目，倡导有特色的绿色生态旅游、红色革命旅游、和传播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旅游，打造区域特色，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3.2.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地区发展的起点和保障。对于高铁、铁

路辐射不到的地区，比如沂南县，要加快并完善公路建设，构筑以三区为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综合

交通网络，形成“迎进来，走出去”的便利交通条件。加强人才引进政策，要保证人才能够留得住，并

且人尽其用，就必须要家长人才的保障措施，促进区域合作，促进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信息的快

速流动，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贸易、人口的往来合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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