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城市艺术专业委员会   首 页 登 录 注 册  

城市发展 城市品牌 城市形象 城市推荐 城市排行 城市海报 市长参考  

搜索

中国城市发展网 >> 城市发展 >> 城市建设 >> 内容阅读 

港口发展与大连城市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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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港口城市空间结构的特殊之处便是港区在城市空间组织中的中枢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口岸

交通和海、陆、空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在城市形态上的烙印。麦吉（McGee）在1967年通过研究东

南亚港口城市提出一个港口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充分反应了这一特点（图1）。港口始终处于港

口、港口产业、港口城市三者关系的核心，随着港区一体化发展，新建港口码头区所带来的产业集

聚特性和产业关联性将始终引导着港口城市新的功能空间成长，城市港口网络最终使港口城市逐渐

形成多组团、网络化的现代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一、大连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然与历史条件 

  1.自身区位条件与独特的地形地貌 

  大连市地处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最南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辽

阔的东北平原，是东北海上门户。目前，大连市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港口、贸易、工业、旅游城

市。大连港不仅是东北腹地联接华东、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北亚地区联通欧洲各国的重要

海陆交汇点，离全球海运干线主航道较近。区内山地丘陵多，平原低地少，整个地形为北高南低，

北宽南窄；地势由中央轴部向东南和西北两侧的黄、渤海倾斜，面向黄海一侧长而缓。大连城市主

体分布与金州以南的狭长丘陵地带，三面环海，中心城区的可建用地狭小，适合组团式的城市空间

发展模式。 

  2.丰富的岸线资源和优越的港口条件 

  大连港目前承担了东北地区70%以上的海运货物和90%以上的集装箱运输。2001年，大连港跻

身世界亿吨大港行列，2008年货物吞吐量达2.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453万标箱。大连水域辽阔，

终年不冻不淤，建港条件十分优越，是驰名中外的天然良港。全市海岸线全长1906公里，其中大陆

岸线长1288公里，岛屿岸线618公里。全东北地区适合开发港口特别是深水港的基岩港湾岸线几乎

全在大连境内，岸线资源极其丰富，深水岸线总长近400公里，蕴藏着建设深水港口的巨大发展潜

力。大连湾、大窑湾、双岛湾、长兴岛等区域，均是中国沿海最难得的天然深水良港。 

推荐专题

 

和谐发展城市巡 

 

成都中国内陆投 

 

世博会—城市最佳 

 

和谐发展城市巡 

城市案例

成都双流县乡村旅游发展策划案例 

成都双流县乡村旅游发展策划案例 

成都双流县乡村旅游发展策划案例 

张家港品牌建设和传播个案研究 

凉州旅游产品宣传包装策划方案 

泰宁城市营销之旅游城市 

云南石屏县城市策划案例分析 

中国衡山城市策划案例分析  

城市图说

 

苏州汽北站候车 

 

春运列车旅客特 

 

兰州建56根民族 

 

江苏赣榆火烧云 

 

严寒中的锡林郭 

 

广州火车站客流 

城事声音

医治“大城市病”不必拿私家车开刀 



  3.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 

  大连地区最早的城市建设应追溯到公元12世纪初，出于防卫需要，地理位置相对重要的金州城

得到修建。19世纪末，沙皇俄国强占大连地区后，一方面把旅顺作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来经营，建

成一个海军要塞；另一方面为适应当时世界贸易主要采用海运的方式，在大连湾沿岸选址开辟自由

商港。以港口开工兴建为标志，揭开了大连城市建设的历史，从那以后，主城区的发展与繁荣一直

与港口的兴衰息息相关。 

  至1904年大连市街建设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成为拥有4万多人口、4.25平方公里用地的港口城

市，奠定了大连主城区发展的基础。此时大连城市由金州、旅顺、大连构成，城市结构呈现多中心

模式，各组团均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聚集经济规模，相互间由于交通、功能等因素制约，联系尚不

十分紧密。此后的伪满洲时期为日本占领，为物资转运枢纽。二十世纪前八十年，大连城市的发展

与繁荣一直与港口的兴衰息息相关，城市形态逐渐演变为以大连主城区（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

区、甘井子区的一部分组成）为中心，旅顺口城区、金州城区为副城的城市结构模式。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以来，随着大窑湾国际深水港的建设和大连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跨越式发展，并配套

建设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引进了一大批技术水平较高的外向型工业项目，基本形成

一个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的雏形。现在，大连城市人口已经有200多万，达到了特大型城市的规

模，城市已发展成为由主城区、新城区、金州城区和旅顺口城区四个组团构成的组团城市，城市结

构以主城区为中心，新城区、金州城区、旅顺口城区为副城的强核多中心模式，城市形态为“手掌

状”母子系的空间布局，各组团间由山林、公园、绿地组成的绿色屏障相分隔，充分营造了一个城

依山建、山在城中、城在花园中的生态城市风貌。大连已成为东北和环渤海地区最开放、最具活

力、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成为东北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并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花园

城市。 

  二、大连港口空间演变及其对城市地域空间的影响 

  1.港城空间关系与城市港口网络的形成 

  区域港口空间经历了港口、港口区、港口圈、港口网络4个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港城区域是

一个不断变迁的区域，港城空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即港城关系初级

阶段、港口城市膨胀阶段、港城关系分离阶段、港口从滨海地区撤退阶段、以及滨海区域的再生阶

段。虽然港与城的空间联系在港城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有强有弱，区域港口空间演变与港口城市空间

增长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许多大型港口城市，港口自然条件好，适宜建港岸线长，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也可形成城市型港口网络结构。这个城市型的港口网络结构是港口城市利用港口优

势条件，集中配置产业，拓展城市空间的骨架。大连市正是具备了发展这种城市港口网络的条件，

随着老港区用地紧张，新港区不断开发，新旧港区的协调互动，逐渐形成了主港与副港、综合港与

专业港、货港与商港组合联动发展的港口群和发达的港口网络。 

  2.港口对城市的地域空间影响 

  港口产业泛指布局于港口及周边区域内，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催生发展的产业群（见表1）。临

港工业分两种，一种是指依靠港口深水条件并服务于航运业的工业，如修造船、港口工程等。另一

种是原材料和产成品大量依靠船舶运输的工业，如冶金、石油、汽车等。这些工业都不同程度要求

与港口物流相配套，并在港口城市空间发展和产业集聚中体现出港口物流系统与城市的关联性。现

代临港产业将港口装卸业务、港口工业和港口现代服务业相整合，在传统业务基础上拓展和强化了

综合服务功能。 

  大连市百年发展的历史证明：港口发展是大连市发展最重要、最基础的条件，港口成为大连市

城市功能的核心和象征。大连城市发展正是以港口建设为先导，以城市港口网络为纽带，来规范相

关产业的结构布局，驱动和保证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运行，从而实现整个城市及腹地资源的最佳

配置。城市地域空间也始终以港口空间扩展为先导，逐步形成了以港口网络及其交通枢纽为发展轴

的强核多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表2）。大连市目前港口发展的重心北进西扩格局已初具雏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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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形成以大窑湾为中心，以双岛湾、长兴岛为辅助，包括现有大连湾周边码头在内的港口群（见

图2）。 

  三、主城区内部空间结构及土地利用模式 

  分形模型是一种宏观模拟，揭示研究对象的平均演化趋势。本部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别

计算大连市1980年、1990年、2004年三个时期大连各类型用地分形特征维数，用以考察1980以来大

连主城区土地利用演变特征。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公建用地（主要为政府职能用地）和科教文卫用地（高校科研单位和

医院、疗养院占地）的位置没有变化，公建用地平均维数始终最小，反映了大连市公建用地的向心

聚集程度很高，最接近市中心；科教文卫用地则离市中心相对较远。居住用地和以港口、铁路枢纽

为主的对外交通用地分布在公建用地外围，且居住用地的向心聚集度逐渐下降，表现为向郊区扩张

的现象。对外交通用地在主城区的向心程度则不降反升，这可能是由于老港区通过能力饱和，大窑

湾新港建设带动了部分相关铁路货运站搬离市区直至到金州区编组站，使剩余的交通用地在市区更

加集中造成的。根据测算结果以及大连市主城区土地利用总状况可得到2004年大连市主城区土地利

用圈层模式，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类用地在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中的宏观位置。 



  三个年份数据的变化特征表现为主要类型用地维数普遍增大，部分用地类型位置有所调整。可

以推断，1980年以来，大连市主城区的空间格局变化由圈层扩展和辐射填充两种方式相互作用共同

推动。其中，仓储用地的变化最为明显，期间维数增长60%，除了老港区的一部分港口仓储用地

外，分布位置从近郊向远郊转移，且始终与工业用地紧邻，逐步形成以远郊为集聚中心区。工业用

地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从相对均衡态转变为以郊区为集中区，但在1990年到2004年间这种郊区集

中现象却没有维持，反而减弱。这是由于工业大规模搬迁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许多搬迁工

业在开发区建厂，原来革镇堡、姚北两工业用地调整为仓储用地。医疗用地总体上比高校用地要接

近市中心，高校用地则逐渐向郊区迁移。居住用地的郊区化更加明显，同时，郊区目前还主要是一

般住宅区，高级住宅区仍然集中在市中心地带，尤其是中山区、星海广场周围等距离市中心较近的

区域。这里交通便利，同时又处于环城绿带与丘陵环抱中，因此，大连的居住用地分布比较特别，

这与其独特的城市形态和地形地貌条件是分不开的。 

  四、大连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方向 

  1.港口与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 

  大连目前的港口主要集中在黄海沿岸的大窑湾至大连湾一带和渤海沿岸的双岛湾及长兴岛区

域。依托港口发展重心北移西扩的演变格局，从大连湾沿岸大型工业带——开发区；到今后双岛湾

工业园——长兴岛大型临港下业园区，大型工业项目和大连城市地域扩展都随港口及港口产业、新

港区的开发而展开。城市沿渤海岸线和黄海岸线呈“V”形带状发展。然而，临港区域大都采取以项

目带开发或依托港口自然布局，港口岸线及临港土地资源使用不够合理。①老港区临港产业结构不

合理，临近中心城区的大连湾黄金岸段重化工企业过多，轻型工业及商贸，物流等服务业发展不

足。②工业及水产养殖业对岸线、临港陆地及水域挤占过多，港口物流发展空间受限。③产业集群

效应低，骨干企业单体较强，但产业链条短。④新老港区临港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心老港区周边临

港产业开发饱和或过饱和，而新建港区和各市县港口产业发展明显不够。 

  2.发展方向 

  今后大连市将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契机，紧紧围绕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这条主线，推进东北亚重要国际城市建设步伐。

大连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为由主城区、新城区、旅顺口城区和金州城区组成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间

隔、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模式，各组团间由绿色分隔。 

  主城区作为国际名城的核心，主要是优化用地结构和提升产业层次，重点发展第三产业，进一

步强化“中心”作用，加强商业、金融、电子、外贸和科技事业等高、新、尖第三产业的发展，承

担行政、文化、科技、金融、信息、商贸、旅游、体育、教育、会展业等主要职能。旅顺口城区原

属海防重点，应以发展生态旅游为主，通过旅游及相关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不宜大规模建设工

业，把发展重点放到城区环境改善和提高城区设施标准上。金州城区、新城区位于城市“蜂腰”地

带北部，具有广阔地域，又接近能源和水源基地，铁路、公路条件优越，特别是新城区，兴建中的

大窑湾港是国家所确定的四大深水中转港港址之一，随着泊位的日渐增多和保税区建设的日渐完

善，必将对新城区的发展起到重重要作用。开发区重点发展港口、临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

会展业，以现代工业为主，项目的水平和技术含量高，产出规模大，符合国际经济发展潮流，成为

外资在华投资首选地区之一，形成大连城市重要的现代工业基地，与主城区共同构成大连城市主

体，以促进城市副中心的形成和向国际城市的接轨。金州城区由于受新城区发展的影响，且现经济

基础、经济规模等较为薄弱，主要作为大连城市工业发展的延伸地，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聚城

区经济实力，完善服务功能，为以后发展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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