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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城镇规模发展及演化规律，解决单一指标难以全面表征城镇规模的问题，利用综合位序—规

模法则，研究贵州省 2000～2015 年城镇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结果表明：2000～2015 年贵州城镇规模遵循

位序-规模法则，集中分布指数 q 值在 1.07249～1.13756 之间，趋近于位序—规模理想值 1。中间城镇位序变化剧

烈，两端城镇位序保持稳定，整体上表现出单分形特征。空间上呈现出西部、北部和西北部城镇位序较高，东部、

南部城镇位序较低的梯度分布格局。省会贵阳市规模一直居首位，但城镇首位度指数小于 1.3,其规模与末尾城镇的

比，从 2000 年的 32.09 倍降低到 2015 年的 6.35 倍。综合位序—规模法则能有效刻画贵州城镇规模等级。需进一

步增强贵州省会城市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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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规模分布是指区域内层次规模不同的城镇在质和量层面的组合形式[1],揭示了某时段内城镇规模与序列的关系。城镇位

序规模直接影响城镇功能的发挥[2],研究城镇规模体系分布和演变特征，对于优化城镇整体布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国内外对城镇规模分布的研究理论主要有分形理论、帕累托定律、城市金字塔、吉布拉特定律、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等
[3,4,5]。位序—规模研究兴起于 20世纪初期，德国学者 Auerbach发现人口分布与城镇位序有关[6],Lotka认为城镇位序与人口数存

在着约束性关系[7],齐普夫总结并归纳出这一关系——Zipf 定律，也被称作位序—规模法则[8];后 Krugman[9]基于微观经济数学模

型推导出其理论范式，实用性增强。当前，位序规模研究主要与极差[12]、时间序列基尼系数[13]、赫芬达尔系数[14]、洛伦兹曲线[15]、

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
[16]
等方法结合，并将 GIS、RS 和 AMOS

[17]
等工具引入，进行结果的可视化表达。城镇规模度量由单要素向综

合要素转变，人口是表征城镇规模使用最多的指标[18,19,20],城镇发展与人口、建设用地及产业等息息相关[21];位序-规模研究对象

向乡村聚落[22]、旅游流[23]、城市交通强度[24]和批发企业供应等级[25]等拓展，采用客货运量[26]、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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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面积[28]等指标。总体来说，城镇位序规模研究关注丘陵平原及经济较发达地区较多，喀斯特山区研究较少，其城镇规模体

系是否符合位序规模尚不清楚。 

人口、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发展等相互作用，协同促进城镇规模扩展，三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城镇功能的发挥。统计贵州城镇

的常住人口、城镇用地面积和二三产业产值，有的城镇三者位序差异较大，例如 2015年威宁县二三产业和城镇用地面积位序远

高于常住人口规模；2000年修文县人口排名 31,城镇用地却为 61,2005年玉屏县人口和城镇用地位序相差 40位；可见，采用人

口、城镇建设用地或二三产业值等单一指标，难以准确表征城镇整体规模。据此，拟采用综合城镇规模指标，运用位序—规模法

则，探究贵州城镇规模体系变化规律，以期为贵州城镇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腹地，2015年有 6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合计 9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有 7个县级市、55个县、11

个自治县、1个特区(合计 88个县级行政单位),面积约 17.62万 km2,是长江经济带的组成部分。自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以

来，尤其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大背景下，贵州经济快速发展，GDP由 2000年

993.32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 10502.56 亿元，增加近 11 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由

30.42∶38.27∶31.31 转变为 14.52∶38.86∶46.61,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型转化为“三、二、一”型；人口城镇化率从

2000年的 23.9%上升为 2015年的 42.01%,城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单元说明及数据来源 

由于研究时段内贵州省部分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为避免由此对数据统一性造成影响，以贵州省 2013 年行政区划为基础，

将地级市(州)主城区所在地作为市(州)直辖区共 78个研究单元，其中有 61个地级市直辖区、32个州直辖区、53个县级市和 64个

县。人口和产业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个别数据来源于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镇用地面积源于各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 

2.2综合城镇规模指标构建 

从综合视角度量城镇规模，选取城镇常住人口、二三产业产值和城镇用地面积作为指标体系。 

2.3研究方法 

2.3.1数据处理方法 

极差标准化法是常用的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可消除指标因量纲不统一而造成的差异性，具体步骤参照文献[29]。 

熵值法是一种能度量指标数据包含的有关信息，可消除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能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
[30]
,采用熵值

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参照文献[31]。 

利用下列公式计算各城镇规模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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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i为 i城镇综合得分；w和 x为各城镇 j指标的权重及其标准化值。 

2.3.2位序—规模法则 

位序—规模法则可以有效揭示城镇位序与规模之间关系。研究思路是：假设城镇满足位序规模法则，对城镇规模综合得分降

序排列后进行对数运算并标绘在双对数坐标中，若存在直线段且有无标度区现象，则满足位序—规模法则。若双对数坐标中点位

需用一段线性趋势线表示，即只有一个无标度区，为单分形，若需两段，则有两个无标度区，为双分形，以此类推
[32]
。采用位序

-规模的一般式(罗特卡[33]): 

 

式中：Ii表示城镇规模序号(I=1,2,3,…,m;m是城镇总数);P1表示区域首位城镇规模，Pi表示序号 i城镇规模。 

对公式(2)取自然对数： 

 

式中：q值为集中分散指数(也称齐普夫参数或 Zipf参数，即对数回归的斜率),反映城镇规模的分散或者集中程度。根据 q

值，城镇规模分布可分为3类。(1)首位型分布(q≥1.2),表示高位序城镇优势显著，中低位序城镇发育不足，呈现典型的Pareto(帕

累托)模式分布，q 值越大越明显；(2)集中型分布(0.85<q<1.2),当 q 的绝对值等于 1 时表明镇规模分布合理最优；(3)分散型

(q≤0.85),中低位序城镇较多，城镇规模结构呈现对数正态分布[34]。 

2.3.3首位度指数 

首位度指数用于表征规模最大城镇的集中程度，采用十一城镇首位度指数，公式为： 

 

式(4)中 S表示首位度指数，理想值为 1;P1、P2、P3…P11表示相应位序的城镇规模。 

3 结果与分析 

3.1城镇规模特征 

3.1.1城镇规模总体特征 

运用熵值法确定城镇综合规模指标权重值见表 1,采用公式(1)计算 78 个城镇不同年份的规模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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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综合分值最高均是贵阳市直辖区，依次为 6.91、9.21、11.51 和 9.21;2010 年前最低值分别是台江县的 0.22、1.15 和

1.96,2015年为雷山县的 1.45;四年的中位数分别是 3.18、5.55、7.86和 5.62,其平均值分别为 3.26、5.54、7.80和 5.56,4个

年份依次有 34、40、41和 40个城镇得分超过平均值。 

表 1可知，从人口、用地和经济发展来看，总体上以人口和用地扩展型城镇为主。其中，人口得分高于用地及经济扩张速度

的城镇，2000 年有贵阳市、遵义市直辖区等 35个，2005 年为六盘水、遵义、毕节市直辖区及大方县等 37 个，2010 年为威宁、

黔西和湄潭县等 29个，2015年有毕节、六盘水市直辖区及大方、惠水县等 43个。 

表 1贵州省城镇综合规模指标权重值 

年份 城镇常住人口 城镇用地面积 二三产业产值 

2000年 0.3587 0.3127 0.3285 

2005年 0.3311 0.3333 0.3356 

2010年 0.3327 0.3335 0.3337 

2015年 0.3320 0.3324 0.3356 

 

城镇用地面积得分高于人口及经济的城镇，2000年包括铜仁市直辖区、紫云和罗甸县等 37个，2005年为黔东南、黔南州直

辖区及惠水县等 31个，2010年为安顺、毕节市、黔东南州直辖区及思南县等 33个，2015年为安顺、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州

直辖区等 23个。 

二三产业产值得分高于人口及用地的城镇，2000年包括龙里、湄潭县及盘州市等 6个，2005年包括贵阳市直辖区、龙里县

及盘州市等 10 个，2010 年有贵阳市、六盘水直辖区、龙里县及盘州市等 16 个，2015 年有贵阳市直辖区、清镇和仁怀市等 12

个。 

3.1.2城镇规模空间格局 

为探究贵州省城镇规模变化规律，利用自然断点法对城镇综合分值进行等级划分，分为 5个等级，并绘制空间分布图。 

由图 1可知，总体来说，贵州西部、西北部城镇规模较大，以Ⅳ、Ⅴ级城镇为主，其余地区城镇规模较小，以Ⅰ～Ⅲ级城镇

为主，个别城镇规模为Ⅴ级。 

2000年贵州省贵阳、遵义、安顺和六盘水市直辖区等 9个地市(州)都形成大规模城镇，首位城镇综合得分大于 4.5。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2005年贵阳、遵义和六盘水市直辖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作用凸显，城镇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城镇，3个城市的总常住

人口合计占比达 32.44%,二三产业达 39.88%,占贵州总量的 1/3以上，同时辐射带动了周边仁怀、清镇和盘州市的城镇发展，空

间上发生集聚。2010 年位序靠前的贵阳、遵义市直辖区等城镇因为其二三产业和城镇面积增幅较大，贵阳市直辖区二三产业从

2005～2010 年增幅达到 103.57%,遵义市直辖区达 114.68%,城镇面积上盘州市增幅为 115.46%,遵义市直辖区高达 296.05%,城镇

规模进一步发展。2010 年以后由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更多的资金、技术服务等资源从黔中、黔北

等向偏远贫困地区转移，城镇位序发生变化，但偏远新兴城镇由于人口和工业及服务业等综合基础条件的限制，形成西、北和西

北部分高而东、南部低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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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城镇位序变化类型 

2000～2015年，贵州大城镇和小城镇位序稳定，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和安顺市的直辖区，位序稳居前 4位，麻江县、

册亨县、丹寨县、雷山县和台江县一直居后五位。中间城镇位序变化较大，2000～2005 年赫章县从 44 位提升到 33 位，罗甸县

从 45位提升到 14位，提升了 31个位序；2005～2010年独山和贵定县分别从 23、20位下降到 44和 39位，兴仁、余庆从 40和

51位提升至 24和 33位；2010～2015年，德江县从 48上升到 33位，荔波县从 59下降至 72位。 

根据城镇位序变化情况，将其划分为平稳发展型、减速发展型和加速发展型三类(表 2)。 

 

图 1贵州省城镇规模空间分布格局 

表 2贵州省城镇综合位序变化类型划分标准 

变化类型 位序变化范围 含义 

平稳发展型 [-5～5] 城镇规模不断发展，位序变化较小或者不变 

减速发展型 (-∞,-5) 城镇规模不断增长，但其位序却下降 

加速增长型 (5,+∞) 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其位序也在同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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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可见，(1)平稳发展型城镇：贵州大部分城镇的位序未发生变化或变化不大，这类城镇包括贵阳市、遵义市和安顺市

直辖区等 44个，西部城镇发展稳定，城镇规模位序较高，也是贵州煤炭等矿产资源分布集中的区域；东部主要是中低位序的城

镇，是贵州传统上以农业为主的地域，民族风情浓郁，旅游产业发展较快。(2)减速发展型主要分布贵州中部南北向地带，包括

北部的赤水市、南部的平塘县、荔波县等 18个市镇，北部主要由高中位序向中低位序变化，南部城镇规模位序降低，其中贵定

县位序变化最大，由 2000 年的 15 位降到 2015 年的 44 位。(3)加速增长型包括纳雍县、盘州市等共 16 个地区，水城县、盘州

市拥有丰富的煤炭、铅、锌等矿产资源，丹寨、麻江等地旅游资源丰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使得位序上升。 

3.2城镇位序-规模分布特征 

3.2.1城镇位序-规模分布 

利用公式(3)将城镇综合得分(LnΡi)与其相应序号(Lni)做位序规模对数运算，并进行双对数回归拟合，得到城镇位序—规

模分布双对数拟合图。 

 

图 2 2000～2015年贵州省城镇位序变化类型 

图 3可见：(1)贵州城镇规模分布具有“摆尾”特征，位序越靠后的城镇因离心力而偏离程度较大，从时间变化上看“摆尾”

特征趋势正在变小，表明城镇规模差距逐步缩小；(2)位序靠前几位的城镇规模位于拟合直线以下，且距离有加大趋势，说明其

城镇规模的实际值小于理论值，贵阳、遵义等规模较大城镇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3)2000～2015年均存在无标度区且均具有单

调性，Pearson相关系数在 93%以上，说明位序和规模存在较强相关性，判定系数 R2均大于 0.86,回归方程拟合较好，均通过了

0.05水平的 T和 F检验(表 3)。 

综上，贵州省城镇规模符合综合位序—规模分布，各年城镇规模分布不断变化，且只有一个无标度区，城镇位序变化呈现出

单分形特征。 

由表 3可知，2000～2015年，城镇首位度指数趋近于 1,变化幅度较小，总体上略有上升，表明首位城镇-贵阳市直辖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保持在较为合理范围，位序—规模体系处于较优状态。但首末位倍数从 32.09降低到 6.35,贵阳市城镇规模和末位城

镇台江县的规模差距逐渐缩小，说明在 15年贵阳市发展速度大大慢于低位序城镇，首位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减弱，但是首末位

城镇规模相差仍然较大，末位城镇的镇化率和综合承载力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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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指数 q值用于表征城镇规模分布格局，贵州省 4个时期的 q值大于 0.85但小于 1.2,城镇规模体系属于集中型，城镇

规模结构比较合理。q值波动下降，整体倾向于理想值 1。原因是首位城镇与周围市镇经济社会联系不断扩大而形成黔中城市群，

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大集中、小分散”的影响，使得产业和人口聚集，城镇规模得以快速扩张。从 q值的波动轨迹看，均

在理想值 1 之上起伏变化，其绝对值离 1 越近城镇规模发展越均衡，呈现出由非均衡—均衡—相对非均衡—相对均衡发展变化

轨迹。2000年 q值为 1.13756,城镇规模集中程度相对较高，贵阳、遵义、安顺和六盘水市直辖区二三产业值合计占整个贵州省

的 44.82%,城镇常住人合计占 33.42%。2005年 q值下降到 1.07249,城镇发展趋于合理，中间位序城镇增加。2010年 q值上升至

1.11795,表明贵州首位城镇规模增加，特别是黔中城市群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城镇间的规模差距。2010 年后，东部城镇尤其

是黔东南州直辖区和松桃等地大生态及大旅游产业的快速兴起，加之国家对于中小城镇的扶持，小城镇快速发展，q值降至 2015

年的 1.10630。 

 

图 3贵州省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双对数拟合 

表 3贵州省城镇综合位序—规模拟合判定参数 

年份 无标度区范围 拟合方程式 集中分散指数 q 判定系数 R
2
 首位度 首末位倍数 

2000 1～78 LnPi=-1.13756*Lni+7.12781 1.13756 0.86 1.143906 32.09 

2005 1～76 LnPi=-1.07249*Lni+9.25484 1.07249 0.92 1.200441 8.04 

2010 1～75 LnPi=-1.11795*Lni+11.69246 1.11795 0.95 1.169122 5.87 

2015 1～75 LnPi=-1.10630*Lni+9.418370 1.10630 0.93 1.153392 6.35 

 

3.2.2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位序规模受多因子综合的影响，主要与国家投入、发展战略和资源禀赋
[35,36,37]

等有关。 



 

 8 

国家资源投入与区域城镇发展关系密切。60年代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三线”建设，贵州作为重点建设省份之一，1965～

1980 年中央向贵州投资了 139.19 亿元[38],推动了贵州城镇体系形成，1965 年，全省有大城市和小城市各 1 个；到 1980 年，大

城市仍为 1个，新增遵义和六盘水 2个中等城市、安顺和都匀 2个小城市。可见，按照“大分散”的总体方针，中小城市优先发

展、大城市缓慢发展。位序靠前的城镇如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等规模扩展迅速，贵阳、遵义、安顺等地作为全省工业中心，

工业产值提升的同时，人口、城镇建成区规模不断扩大，如贵阳市建成区面积扩大约 1倍，遵义市建成区面积扩大近 5倍。2000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10 年黔中经济区被中央列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点经济区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重要区域

增长极，黔中城市群规模持续扩大，城镇位序较高。 

资源是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西部六盘水因煤炭资源开发，是 1978年新建的新兴城市，为工业带动型城镇；黔南和东南部

旅游资源丰富，如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安龙县城关镇和福泉市城厢镇、民族村寨、国家自然保护区小七孔等，但矿产资源匮乏，

工业较弱，且贵州旅游业发展较晚，带动作用相对较弱，使得贵州东、南部位序比西、北部低。 

发展战略是城镇发展的重要引擎。贵州省十一五提出加快贵阳市经济圈建设，城市生产总值要占全省的 70%以上，经济规模

不断扩大；十二五指出要依托黔中城市带，构建黔中城市群，吸引人口聚集，促进用地面积和经济增长，黔中城市群城镇规模进

一步发展。同时，与周围城镇社会经济联系增加，带动周围城镇发展，使得黔中城市群城镇评价综合分值高，位序靠前。如东南

部生态文化旅游加特色产品衔接珠三角洲，但人口稀疏，城镇规模较小，西北部以矿产资源衍伸加工制造对接川滇，且毕水兴是

贵州人口重要聚集地，综合作用下位序呈现由西北向东南梯度递减态势。此外，产业发展战略变化也受影响，如为发展绿色经

济，独山县关闭 7家铁合金行业，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8.2%,位序从 2005年第 23位下浮至 2015年的 41位。 

4 结论与讨论 

4.1讨论 

根据位序—规模理论，越不发达的地区其 q值应越大，应远大于理想值。但贵州作为中国西南部欠发达地区之一，城镇规模

q值却趋近于 1,与位序—规模理论相违背?实则不然，三线建设为贵州城镇体系奠定基础，三线建设时贵州省以发展中小城镇为

主，贵州经济发展总体来说对矿产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贵阳市矿产资源相对缺乏，且作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产业发展处于

转型期，贵阳市直辖区内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外迁或关闭，其第二产业值增长率从 2010 年的 30.69%降低至 2015 年的 12.74%,故

城市的首位度并不高，因此，q值趋近于 1。需要增强贵阳市首位度，提升首位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 

未来贵州城镇发展依然以构建黔中城市群为主体、贵阳贵安为中心，贵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实

施“强省会”5年行动。 

4.2结论 

依据位序—规模法则和综合城镇化理论，探究贵州 2000～2015 年城镇综合位序—规模的时空变化规律，主要有以下结论： 

(1)位序—规模能有效刻画贵州城镇规模变化的时空规律。贵州城镇规模集中分布指数 q变化平缓且趋近于 1,这与徐伟攀等
[39]
认为贵州 q值接近于 1结果相吻合。 

(2)城镇位序变化上，q 值呈上下波动轨迹但变化幅度较小，以平稳发展型为主，减速发展型次之，加速增长型最少；在时

间序列上，位序变化集中在中间城镇，两端城镇位序稳定，表现出单分形特征。 

(3)在国家投入、发展战略和自身资源禀赋的综合作用下，贵州城镇首位度较低，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呈现出西、北和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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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序高而东、南部位序低的空间梯度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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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贵阳市直辖区(花溪区、乌当区、云岩区、南明区、白云区、观山湖区)、遵义市直辖区(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区)、六

盘水市直辖区(钟山区和六枝特区)、安顺市直辖区(西秀区和平坝区)、毕节市直辖区(七星关区)、铜仁市直辖区(碧江区、万山

区). 

2黔西南州直辖区(兴义市)、黔东南州直辖区(凯里市)、黔南州直辖区(都匀市). 

3盘州市、仁怀市、赤水市、清镇市、福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