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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乡聚落面临着新的重构过程。如何合理

地规划与布局城乡聚落等级体系，使其大小不同、功能有别、环境各异，是新时

期城乡发展对相关学科提出的新命题。文章以中心地理论为理论基础，从空间和

时间两个维度构建了中心地理论新的研究框架。以周口地区的城乡聚落为案例，

从时间序列上，研究了周口市城乡聚落的等级体系，从中观尺度上，分析了周口

地区城乡聚落空间结构是否符合中心地理论、空间结构的辐射范围、空间结构演

化动态模式等；从微观尺度上，研究了周口市不同类型聚落规模等级与空间功能

演变；最后，基于前面对周口地区城乡聚落等级体系及空间结构演化的分析，探

讨了周口地区城乡聚落未来发展的等级体系及空间结构发展情况。其主要结论如

下： 

（1）通过中心地理论发展的历程及总结，提出中心地理论新的研究框架。

本文基于发展中心地理论的思想，构建一个多尺度的具有时间动态的理论框架。

在空间尺度上，构建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三级中心地体系；从时间维度上，

构建一个中心地动态发展模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地；在

中观尺度上，形成区域性城市体系的中心地；在微观尺度上，形成乡镇体系下的

中心地。在横向时间维度上，形成一个动态的宏观─中观─微观的演化模式。 

（2）城乡聚落的等级结构与空间结构并不符合中心地理论模型。首先，城

乡聚落等级结构呈菱形，与中心地理论等级体系所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不同；其次，

城乡聚落空间结构为四边形、五边形或六边形等多边形相结合而构成，而非中心

地理论模型中的正六边形。再其次，城乡聚落等级结构与空间结构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人文经济因素对城乡聚落的等级结构与空间结构

的影响作用增强，传统地理因素对城乡聚落等级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影响处于下降

趋势。最后，城乡聚落等级结构呈现等级替代现象。同一等级或者不同等级之间



由于行政因素或者交通线路等因素的变化会导致等级结构的替代效应。 

（3）城乡聚落的规模结构有偏离位序─规模曲线的趋势。不同年份之间，

其规模结构呈现的集中强度和松散强度不同。规模结构受多种的因素影响，且不

同时期其影响因素不同。随着时间的发展，城乡聚落规模结构受城镇化和政策因

素影响越来越大。 

（4）城乡聚落空间结构受行政因素、交通因素以及其它人为因素的影响。

高等级中心地空间结构较为稳定，但部分村落空间结构较脆弱。部分消失的村落

改变了城乡聚落原有的空间结构。交通线逐渐向高等级中心地集聚，使城乡聚落

空间结构发生变形。城乡聚落空间结构范围逐渐变大，每个乡镇服务于 23~29

个行政村，这不同于施坚雅较高层次的市场体系平均值 18。高等级的中心地空

间结构较为稳定，低等级的中心地处于剧烈波动趋势。根据聚落空间结构演变模

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均衡模式、点轴模式、中心外围模式和一核两帯─圈层发展

4 种不同模式。空间结构演变模式不同，其演变的原因不同。 

（5）不同类型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变受行政因素的支配，而聚落空间功能的

演变，主要取决于城乡自我发展能力与区域城镇化驱动力。不同聚落发展类型不

同，其具有不同的空间功能。 

工业聚落体系的空间功能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乡村聚落的居住功能已基本消失。乡村人口由“大分散，小集中”向更为

集聚的城镇聚落集聚。由于人口的集聚才形成现存的聚落形式，但从更大的尺度

看，这种人口集聚与聚落一样，均是孤立分散的点。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工

业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从孤立分散的点转移到城镇聚落的工厂

中。 

②乡村聚落原有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受到挑战。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向兼业

化发展。由于城镇的非农收益高于农业收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使得乡村聚落人

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逐渐脱离土地转向城镇中工厂企业。现在乡村聚落中从事农

业生产的基本是年龄较大的老人，青壮年已经基本摆脱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农业

生产已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副业、兼业现象。乡村聚落原有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渐

受到挑战。 

③城乡经济互动的逐渐频繁。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和城市出现巨大的



剪刀差，农村的生产剩余被城市无偿或者低价占有，农村剩余经济流向城镇。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政策的出台，

为城乡经济互动提供了政策支持。当前，这种空间结构的城乡经济互动联系可能

还比较薄弱，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城乡经济互动的逐渐频繁，这种结构会更加

完善。 

④部分农民身份演变为“工厂工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

国城乡二元结构已开始松动，城乡人口已出现大规模的流动现象，主要是农村中

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厂企业中流动较多。这些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已经完全脱

离农业生产劳动，他们中部分已经在城镇安家落户，完全融入城镇文明当中，他

们平时工作在城镇工厂企业，其身份已由农民演变成为“工厂工人”。 

农业现代化聚落体系的空间功能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演变为非粮化。传统的乡村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种

植粮食作物为主，而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相对有限。因此，地方政府通常引导农

户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但这些流转的土地，均从事

收益性较高的非粮化生产。 

②传统农村自然经济演变成市场经济。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农村的农业生

产活动主要建立在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基础之上。农村经济的基本规律是生产、

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对交换积累的过程较少。当前，由于土地可以作为生

产要素进行配置资源，政府通过适当地引导，农村土地从之前的“小而散”，演

变成规模化，连片化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的农业生产已由原来不依赖市场价格，

现在演变为农村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农民希望产品收成出现市场出

清。 

③部分农民身份演变为“农场工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职业农民应

成为一种新兴职业。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应让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受到应有的

尊重。当前西华营镇出现的“农场工人”或者“职业农民”只是一种简单分工分

业现象，未来职业农民不会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内的职业化，也会出现包括在农业

流通运输的职业化、农业储存和销售的职业化、农业产品加工职业化等各种新型

职业的出现。 

④农业耕作半径变大，农业生产组织的空间距离增加。根据访谈发现，之前



村庄的耕作半径在 280~600m 之间，现在的耕作半径是原来的 2~5 倍；通过访谈

还发现，之前耕作出行方式主要以步行为主，现在农户耕作出行方式以电动车或

者摩托车为主，在花费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显然当前的耕作半径会增加 500~900m。 

新型社区聚落体系的空间功能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新型社区功能多样化。传统的乡村聚落的主要功能是居住和农业生产，农

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新型农村社会去打破了传统的乡村聚落固化

的功能，将更多的只有在城镇才能享受到的城镇文明带到乡村。 

②丧失农业生产功能。新型社区以村内土地集体流转的形式进行流转，村内

居民目前已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其村内的农业生产活

动转移至农业企业。村内已基本丧失农业生产功能。 

③乡村聚落的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新型社区是具有一定的血缘、地缘和业

缘关系的农村人口群体在空间上的集聚。由于新型社区会在同一产业集聚区工作，

享受同一个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业缘和公共服务关系也会把新农村社区内的居

民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④基层政府功能的更新和农村社会自治功能的提高。新型社区是城镇化中农

民就地城镇化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农民市民化。基层政府和政治组织应通过制

度创新，为农村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促进农

民自我发展的社会资本的增长。同时，在村内重大事件决策上，村民享有知情权，

监督权，投票表达意愿权等，村民可以广泛参与村内的事务。 

⑤新型社区是农民“市民化”过程。现在学者多认为农民市民化不是让所有

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镇，而是让所有人口，无论居住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能享

受城镇现代文明的过程。研究案例中，农民可以就近进在工厂务工，享受基本的

城镇医疗、子女基础教育问题得到解决、农民还可以享受城镇一样的娱乐购物等

设施。 

（6）城乡聚落等级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下：中心城市将进一步强化；小

城镇的作用将会提高；乡村聚落个数将进一步减少，部分聚落内建筑将向两层或

两层以上发展；城乡聚落的等级结构将进一步优化。规模结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

表现为：城镇斑块规模将增加，乡村聚落斑块规模将保持不变；城镇人口规模将

增加，乡村人口规模将减小。空间结构将以国道、省道为结构，以县级中心、中



心镇为节点，形成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并更加关注村落的空间重构问题。 

（7）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①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了中心地理论在

空间尺度和时间维度上的新的研究框架。②在实证层面上，有别于传统中心地理

论的部分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