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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埠后烟台城市空间演变研究》主要考察近代烟台城市从原始港口城市阶段，到港口城市的扩
张，并向工业化阶段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因此，研究时段的上限定为烟台正式开埠的1861年，下限止于1949年，适当向前追溯和向后延伸。
之所以以1861年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的开埠通商是烟台城市形成和空间演变的逻辑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城市发展受阻，城市各项事业处于停滞或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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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开埠后烟台城市　　社会空间的演变　　第一节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嬗变　　一、人口向城
市聚集　　人口是城市构成的基本因子，是城市形成的重要基础。
人口的聚集与工商业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的完备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
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化就不断发展。
①城市的近代化与人口的城市化是同步的、互为因果的。
人口城市化对城市提出要求，如对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政建设的加快等，都是强有力的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吸纳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使城市人口规模呈现扩大趋势。
从地理空间及其动态机制的角度来看，烟台城市人口的演变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迁移和人口结构
三方面。
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是人口空间演变的表态和动态，而人口结构包括的自然结构和职业结构虽不是直
接的人口空间运动，但可以导致人口属性的空间格局发生变化，如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则从
地域上造成新的人口分布格局。
　　首先要说明的是，烟台城市的管辖范围及其归属的特殊性，很难厘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别，
开埠后周边农村自然经济受到冲击，促使社会流动频繁，加剧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交叉、渗
透、过渡和迁移，加之当时城市户籍制度的阙如，给人口的精确统计带来困难。
为了考察分析开埠后烟台的城市人口，暂按现代人口统计的划分口径，将当时烟台包括奇山所旧城区
、港口区、外人居留区在内的城区人口列为城市人口。
　　烟台城市人口除警察厅的各区人口调查统计外，还有《海关十年报告》中的统计数据。
海关报告的统计数据侧重于经济状况的考察，多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各类因素分析，以平
均每人每年的消费量，再联系物品的产销总量等作为重要参数加以估算。
在当时没有人口数据来源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测算，仍不失为一种可供研究的重要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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