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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沿海城市大都有港兴城兴、港衰城衰的发展历史。文章结合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城市烟台市中心区

(芝罘区)的发展与港口的关系，指出了港口因素对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认为烟台市的重新振兴，必须

重新挖掘港口潜力，通过港口带动城市的迸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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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71因素对港口城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从我国城市的产生和起源来看，除政治因素外，

很多是由于地理区位突出，逐渐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发展起来的。其中海港作为地理位置的重要

类型之一，对我国许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

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

践来看，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大多为港IZl城

市，这些城市以占全国1．54％的土地面积和

7．97％的人口(含市辖县)，却创造了占全国

25．02％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见港口对一个城市

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山东省烟台

市为例，说明港日因素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影

响。

一、港口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

对于港lZl城市的成长而言，港1：1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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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港口最基本的运输中转功能，使得港口很

容易与城市的产生联系起来。

1．历史时期的发展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北部，西南毗邻青岛，北

临黄海、渤海与大连相望，处于京津门户位置。

古称“芝罘”，最初的发展与芝罘湾优越的建港

条件密不可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芝罘就与碣

石、句章、琅琊、会稽齐名为天下五大港口。秦始

皇东巡，曾三次登临芝罘岛，并勒石记功；这里

也是历史上寻求长生不老灵药的出海口之一。唐

宋期间，芝罘岛这条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

之路”，成为中国通向日本、朝鲜的重要口岸。到

元代，南粮北调由内河漕运改为海路运输，芝罘

就是重要的停泊点之一。这时的烟台，由于地理

位置的关系，只是一个小渔村，在较长的历史时

期内并未有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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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的奇山所城

明代初期，中国沿海地区时有倭寇侵扰，胶

东是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因此，1398年明政府在

此“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

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古人因

呼之日‘烟台’，其始不过一渔寮耳”。当时所城

占地近10 hm2，并设十字形的大街作为军事专

用道路直通四门，这就是烟台市最早的街道

(演变为今所城里大街)。这时的烟台仍是一个

小渔村，但在近海地方已开始有船停泊，并开始

发展了部分商业职能：“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

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渔盐而已。时商号仅三

二十家”。这时的商业职能已开始依托所城发

展，为后期烟台城市的形成准备了基本的空间

条件。

在奇山所设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未发生重

大的倭寇侵扰事件，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烟

台附近区域相对安宁。1664年，清政府废奇山

所，军变民地。这是烟台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块重

要里程碑。原来的士兵多从事渔农工商等行业，

加上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

越来越多，在沿海一带形成了许多贸易集聚地

点。后来，为求生产和贸易的兴隆，人们集资在

芝罘湾海边建庙供奉海神，经1810年大规模扩

建，改称“天后宫”，俗称“大庙”。庙前的大街

逐渐发展成商业街市，时称“大街”，就是现在

烟台市主要街道——北大街的前身。这是烟台历

史上最早的商业街，也是在奇山所城外首先发展

的商业性街道，标志着商业职能开始向沿海一带

移动。

5．港口推动城市发展

港I：1在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始于清道光年间。当时，漕粮运输由内河改为海

路，并且允许其承担部分商业职能：漕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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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装米，二成搭货，免其纳税以恤商”。这

时，芝罘湾优良的建港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开

始得到重视。北上的海运漕船“每因北洋风劲浪

大，沙洲弯曲，时有搁浅触礁之患，非熟谙北路

海线舵手不敢轻进”，而芝罘湾风平浪静、海滩

平缓，逐渐成为漕船停靠避风或上水、维修的必

经之地。广州、潮卅I、福建、东北等地和部分外国

货物都在此集散，烟台与南方各地的贸易也逐渐

发展起来。道光末年，烟台已有几十个船帮，许

多是专门为货物在本地的集散服务的：“本埠商

家则以行机为最巨，代客船买卖货物而扣其用。

业此者合不下数十家焉”。由于港口中转功能的

加强，烟台的商业职能进一步发展，北大街迅速

形成了渔市、果木市、草市等十余条集市性街

道。可以说，烟台商埠已初具规模，城市的雏形

已基本形成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批准烟台港为通

商II岸。当时作为山东唯一的开放港口，烟台港

IZl的转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山东各地的土

特产品出口和洋货进I：1全由此集散，大连的进出

口贸易也在此转口，“轮船往来于津沪者，皆必

停泊于此⋯⋯是时轮船之所至，山东一省唯烟

台，而迄西二千余里无闻焉。故烟台商务西可由

陆以达济南之西，北可由帆船而达金後安东诸

处，号称极盛”。这时城市用地的发展仍主要集

中于以天后宫为中心的范围内：“商号虽多，亦

多在天后宫附近，西不出圩子门(当时的西马

路)，东不越广东街，南至奇山所北门尚不足一

里，北至海亦尚有数十百步不等”。

伴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英国、法国、美国、

奥地利、比利时、It本、俄国等国纷纷在烟台设

立领事馆，馆舍均在烟台山及以东海滨。短短数

年时间内，这一带几乎全部被外国人强租用来建

盖洋房和领事馆，以至“向为一片沙滩”的烟台

㈦．㈨聪掰||{||澍㈣矧{|；{{㈣㈦i{|{|鬻|||||雕剐嘲㈦鳓|ii；i嬲|||||鳓鞭鳓弼糍㈣瞬2006．4：㈦{|{；i矧弼削蹶{|||{雕}；|{{躺戮㈣|{|；!嘲雕丽{||{||{{l；聪I

   



通爱辫一
山东侧地区“人烟稠密，隙地全无”，在海岸路

(今滨海北路一带)和大马路、朝阳街一带形成

了一个“具有一种世界风味”的外国人聚集区。

除娱乐居住功能外，这片区域也具有明显的商业

贸易功能，市政设施也比较完善。

在外商涌入之初，由于港口转运功能的强

化，烟台吸引了大批内地劳动力到此定居、谋

生。他们以运输和工商业为谋生手段，进一步扩

大了城市的规模。原来分布在奇山所城附近的若

干村庄这时开始彼此相连，形成了南北延伸的带

状居民区；原来以大庙为中心的北大街等传统手

工业、商业区在范围上也有了明显的扩张。到

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市区“西与通伸海洋相

连，渐而南连奇山所，渐而太平湾已填就而北抵

海矣”。加上烟台山附近众多的外国领事馆及其

机构，于是“东马路之房栉比鳞次，直抵东山，始

为今日之大都会。计东西约十五六里，南北约七

八里”。这时的烟台，无论是从职能上、用地上还

是人口上看，都已经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了。

烟台当时属福山县，其县治在今福山区政府驻地

附近，而发达地区是上述烟台山附近区域。

4．缓慢发展阶段

此前的烟台港，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经过人工

改造的天然港口，由于其特殊的区位优势，烟台

城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快速发展成为一个比

较发达的港口城市。这时的烟台处于初级商港型

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对港口仍有很强的依赖性，

港兴则城兴。但在甲午战争后，周边地区的港

口，如青岛港、大连港等陆续开放，加上胶济铁

路(1904年)和津浦铁路津济段(1910年)的通

车，烟台港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青岛港建

港之初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港口建设，而烟台基本

上是一个天然港口，没有现代化的设施设备，甚

至连深水码头和防波堤都没有，外来的大批货物

必须先经过小船驳运才能到岸。蓝烟线1956年

才通车，比胶济线晚半个世纪，津浦线、胶济线

两侧广大的内陆腹地的货流从兰村起算，走烟台

港要比青岛港远120 km，即要多花费一部分运

费，而烟台港又没有更便利的交通线路与内地联

系，所以腹地逐渐缩小，从而也极大地限制了城

市的发展：“自大连开而油饼之业为所夺，所余

二十余家供本地之用而已；青岛开而草帽辫遂绝

迹焉；开埠之地多而买卖之途广，故行机之利亦

微矣”。在这种情况下，烟台对外贸易转向以土

特产品及一些工业品为主。据记载，在大连、青

岛等港口开放后，烟台由从前的“多产山茧，不

解缫织”，转变为“纩房达三十余家。而花边、发

网、绣花诸货行销于外洋者日增月盛。其他如花

生、水果、鱼盐、水菜之类合不可枚举”。民族工

商业虽然也有所发展，但由于不能与外国的工商

业公平竞争，就连艰难维持的局面也无法长久地

保持下去。

在这段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影响烟台

发展的原因所在，也为改变这种状况作了一定的

努力，如1907年由驻地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

的市区改造工程，社会各界集资于1915年开始

的五年间，对港口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修建了

东挡浪坝和西防波堤，还提供了新的货物装卸场

所等。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烟台市港口优势丧

失的状况，其直接腹地被限制在烟台地区这一狭

小的范围之内，港口也退居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港

口。而这种港口优势的丧失直接制约了城市经济

和发展规模。在以后数十年的发展中，烟台市逐

步降级为山东半岛北部沿海的经济中心。

5．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烟台市的城市和经济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1956年蓝烟铁路通车，使烟台与内

地取得了较为便利的联系；1984年，烟台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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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这些使烟台市

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到2003年末，烟台市中心

区(芝罘区)非农业人口61．48万人，人均GDP

也由1984年的798．8元上升到3．0l万元。中心

区(芝罘区)南北长24 km，东西宽18 km；2000

年，市政府东迁至莱山区，为市区继续向东发展

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证。

二、挖掘港口潜力，发展城市经济

烟台市经历了港兴城兴、港城相长、港衰城

衰的发展历史。就现状而言，城市的发展仍然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港13的振兴。而与周围如大

连、青岛、天津等城市的港口相比，烟台港无论

是在基础设施、区位条件，还是在国家政策的倾

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发展烟台

经济，必须重新挖掘港口的潜力。笔者以为，应

该从如下三方面着手。

1．完善港口基础设施

现代水路运输工具日益大型化。大型的散货

船、液化气船、油船、集装箱船等都要求港1：3有

宽阔的水域和陆域，需要大型的深水泊位和大面

积的堆场，还需要发达的集疏运运输网络，这些

都要求港1：3的规模越来越大，港1：3设施设备越来

越先进。适应时代的要求，烟台港应该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和客货滚

装运输，把港1：3真正建设成为多种运输方式的连

接点和转换点，在城市道路系统和对外交通体系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加强港I：2与腹地的联系

只有进一步密切与腹地的联系，才能使港口

的基础设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建立发达的

交通运输体系是港13振兴的重要一环。建设德

(州)龙(13)烟(台)铁路、烟(台)大(连)铁

路轮渡、发展高速公路及各种运输线路、站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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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等，会使港口与腹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和频

繁，也有可能扩大原有的腹地范围，为港13的振

兴和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发展港口经济

只有积极地利用港口，通过港城互动才能有

效促进港I：1城市的发展。因此发展综合性港13产

业是现代港口的发展特征之一。纵观一些世界性

的港口城市，如鹿特丹、纽约、伦敦、东京等，都

是在港1：3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港13城

市，不能把中转运输作为港口的唯一功能，而应

该把它作为港13产业的一个起点，在此基础上发

展其前后向关联的产业，吸引各种要素向城市集

中，并由此带来消费和就业的扩大，进一步推动

城市基本活动部分的发展。对烟台而言，需要树

立全局观念，对市域内的港13统筹规划，建立临

港工业带，共谋发展，改变目前各自为政、分散

经营的状况。某些不宜在中心城市发展的项目，

如一些危险品、对环境影响大的货物的运输，可

以适当向周围一些地方港口(如八角港)等转

移，最终形成以烟台港为中心、区域内港口相互

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多功能的港口

群，为形成以烟台市为中心，中心城市与周围中

小城镇分工明确、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奠定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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