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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
□　李和平，池小燕，肖 竞，张文杰

[摘 要]在乡村振兴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以城乡融合
发展单元作为村镇聚落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重要空间载体，结合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特征提出了 3 种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类
型，分别是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产业带动发展单元、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划分方法体系，
包括单元中心测度、单元联系辐射范围和单元类型划分；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发展路径，提出不同类型单元的发展模式，
以期为我国广大城乡地区提供一种科学发展的指导。
[关键词]县域；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发展路径
[文章编号]1006-0022(2022)10-0101-08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李和平，池小燕，肖竞，等．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 [J]．规划师，2022(10)：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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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China’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nit is the basic spatial unit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It proposes three types of development units: urban/
town-driven development unit, industry-driven development unit, and infrastructure-driven development unit. Meanwhile, the 
article develops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to classify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nits which includes unit center 
measurement, unit connection radiation range, and unit type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nit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model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units,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the major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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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1]。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需
以县域为对象，强调“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切入点，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
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0引言

随着高质量城镇化、生态文明理念的兴起，党的
十八大以来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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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性通道。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
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2]。县域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县域城乡融合
呈现出包括县域、中心镇、农村社区在
内的大乡村、城乡一体的地域格局 [3]。
县城、小城镇、乡村是县域城乡融合发
展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城乡融合
以县城、小城镇为联结纽带，形成县镇
村一体发展格局。

在我国广大的县域城乡地区，存在
着区位、文化、产业发展有机联系的村
镇聚落，这些地区具有连片发展的态势，
但由于乡镇行政区划的分割，又呈现独
立发展的状态，无法形成良好的辐射带
动作用，严重制约了其生产资源的有效
整合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4]。目前已有
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致力于打破城乡壁垒、
实现县域层面城乡融合发展，出现了不
少“单元式”发展的理论与规划 [5-7]。这
些“单元式”的发展形态都可以称之为“城
乡融合发展单元”，是聚焦村镇整合发
展的新型镇村发展组团 [8]。目前，城乡
融合发展单元的研究和实践还处在探索
阶段，对于具体的单元分类、划定方法、
发展路径等内容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
索。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乡镇层面带动
乡村发展的基本单元，而目前对于城乡
融合发展单元的分类及如何体现乡镇带
动乡村发展方式的探讨尚少。本文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县域城乡融合的
特征，思考并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

分类方式、划分方法和发展路径等。

1“单元式”规划与城乡融合发展
单元

1.1“单元式”规划探索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虽然是新兴的概

念，但是对于“单元式”规划已有不少
理论和实践。王宁基于组合城市理论，
依据县域地域空间单元的性质，划分新
区单元型组合城市、城镇单元型组合城
市、新区与城镇混合单元型城市 3 种组
合单元类型 [5]。段德罡从共生理论出发，
以蔡家坡地区为例，根据不同城乡共生
梯度提出了 3 种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单
元的模式，即组合单元模式、城乡互动
区模式、空间转移模式 [6]。王军良提出
了“城乡融合编制单元”的概念，即实
现单元县域全覆盖的“多村合一”，形
成“1 个中心村 +1 ～ 3 个特色村 / 重点
村 +N 个一般村”的新型发展组团 [7]。

上海、北京、杭州、武汉、成都等
城市相继编制了“单元式”规划。上海最
先创设郊野单元规划，该规划是针对城市
集中建设区之外的广大郊野地区编制的。
郊野单元原则上以镇域为一个基本单元，
也可适当划分为 2 ～ 3 个单元 [9]。上海的
郊野单元规划是基于土地整治规划的相关
要求形成的实施性规划，侧重因地制宜、
单元合并编制，开创了乡村地区空间规划
体系构建的先河 [10]。北京针对乡村地区
提出设立规划实施单元的尝试，规划实

施单元针对的是城市集中建设区以外的
乡村地区，范围涉及单个或多个乡镇，
也可与产业园区等进行统筹规划 [11-12]。
北京的规划实施单元是在乡镇总体规划
的指导下，衔接乡镇总体规划与村庄规
划。武汉提出结合非集中建设区的农业
和生态资源禀赋，以产业功能发展为核
心导向，以行政村界为基础，在城郊边
缘区和乡村地区等非集中建设区设置田
园功能单元 [13]。田园功能单元的面积在
30 ～ 50　km2，在发展范围上可以突破乡
镇辖区。武汉通过田园功能单元规划，可
以实现乡村地区生活、生产及生态环境的
一体化统筹与规划。成都在《2018 年成
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中提出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
规划方式重塑城乡空间格局。成都的城乡
融合发展单元是根据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较
大、乡村发展落后的特点，通过产业功能
组团式发展带动整个片区发展。城乡融合
发展单元是以鲜明的主导产业分工、资源
要素统筹配置为发展导向的村镇生产功能
区，其基本组成部分为“1 个产业园区 /
旅游景区 +1 ～ 3 个特色镇 +N 个中心社
区 +N 个林盘”[4]。

可以看出，目前的“单元式”规划
实践主要针对城郊边缘区和乡村地区，发
展单元形式经历了从单纯的土地整合到功
能分区整合，再到乡镇资源整合的突破。
多数实践聚焦镇域层面的行政村合并，也
有一些实践考虑到跨镇的乡镇资源合并；
村镇发展单元与产业发展、生态资源紧密
挂钩，聚焦用地布局、产业规划、资源整
合等方面，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
这类发展单元的分类方式较为简单，即依
据功能进行分类，未能体现出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的特征内涵。

1.2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内涵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打破了城乡行政

壁垒，是一种新型镇村发展组团 [3]。对图 1  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村镇聚落体系重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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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研究范畴，已经
形成的共识是：这类单元式整合应以镇、
村行政单位为主，如上海的郊野单元规
划是以行政村合并为主的“单元式”规
划实践，成都的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则是
以建制镇合并为主的“单元式”规划实
践 [8]。本文在吸收当前的“单元式”规
划理论和实践经验后，聚焦县域村镇层
面的城乡融合发展，认为城乡融合发展
单元涉及镇级行政区划的合并重组，需
避免跨多级行政单位而造成管理困难的
情况，加之县域本就是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有效载体，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不应涉及跨县的单元整合。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具体是指将县域
内地理区位相近的建制镇、乡以发展单
元的形式组合发展，发展单元由发展水
平较高的镇和与它存在密切经济联系的
乡镇组成，通过单元中心乡镇带动单元
腹地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单元聚焦县域
层面的乡镇合并，是一种整合区域资源、
实现城乡资源流通的发展形式，但本身
不是行政体系的重组 ( 图 1)。

2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特征与单元
类型

2.1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特征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促进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的方式，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特征应作为确定城乡发展单元类型的依
据之一。

(1) 以城镇化为重要抓手带动城乡融
合发展。

城镇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发展的基
本主轴 [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
进程以每年 1.4% 以上的速度增长，进入
了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 [15]。县域城镇是
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
乡融合的有效联结部分，县城城镇化通
过吸纳农村人口、扩张城镇用地来推动
乡村地区发展。城镇化建设产生集聚效

应，随着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城
镇用地需求增加，促使城镇向外扩张，
进而推动了周边乡村地区成为城镇辐射
带动发展的腹地。

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苏州昆山、张
家港为例，这些地区通过以商品房安置
为主的方式来大幅度减少分散化的农村
聚落，放宽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大量农
村人口城镇化，加强城市土地扩张，再
依托城市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的供给能力辐射乡村地区，进而缩小
城乡差距 [16]。

(2) 乡镇企业发展在城乡融合中起到
关键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沿
海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出现了大批
乡镇企业，自下而上推动了县城和小城
镇的发展。这种“以乡镇企业发展带动”
的模式即“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大
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乡镇企业，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小城镇的工
厂，促进乡镇产业结构转型及小城镇发
展，由此诞生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小城
镇成为城乡之间联结的枢纽，大大加快
了区域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17]。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苏南地区在行政
区划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大量的“乡”
向“镇”的转型升级 [18]。乡镇企业改变
了乡村产业无序发展的状态，使得小城
镇与乡村的关系更加密切，助推了城乡
融合发展。

(3) 以基础设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城乡差距大，在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上尤为明显，这给城乡融合发展带
来了阻碍。例如，与东部地区相比，西
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分
割严重，城乡差距过大，无法实现快速
城镇化。因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这些地区城镇、乡村发展首要解决的问
题。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建设
不仅为城乡聚落的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条

件，还是城乡各要素流通的基础 [19]。尤
其是对于受区位和环境制约的乡村地区
来说，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之间的交流程
度和发展方向。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
联结城乡、带动乡村发展成为多数偏远
落后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2.2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主要类型
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类型，若

是简单从乡镇功能角度进行分类，则分
类依据相对单一。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不
仅是体现乡镇带动作用的基本单元，还
能反映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县域
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出城镇化发展、乡镇
企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3 个特征，可
以说县域内的各乡镇发展过程都体现了
这三个特征，或以某类特征作为乡镇发
展的主导因素。因此，本文结合城乡融
合发展单元的内涵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的特征，将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划分为3类，
分别是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产业带
动发展单元、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

(1) 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
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一般是以中

心城区或者区域内发展较好的镇为核
心，同与其存在密切关联的地区组成连
片发展的城乡组合。城区 / 镇带动发展
单元体现了城镇化发展的强大作用力，
其特点是城镇化发展水平高、城镇功能
综合，区域内的空间以城镇空间为主导，
乡村建设用地逐渐被城镇建设用地所取
代，成为中心城区 / 核心乡镇发展的一
部分。

(2) 产业带动发展单元。
产业带动发展单元一般是县域内有

产业发展基础且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的地区。产业带动发展单元体现了乡镇
企业带动发展的特征，其聚落空间一般依
托工业园区和城镇发展，区域内的空间以
城镇空间和产业空间为主导，是专业化分
工较强的地区。在产业发展的刺激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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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对分散的城镇建设用地向专业性产业
空间集聚，聚落用地逐渐演变成建设空间
连片的城镇区域，形成了高强度、专业化、
联系密切的城乡发展群体。

(3)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是针对区域

内发展较落后的地区设置的，这些地区
由于自然阻隔、交通限制及自身资源禀
赋的约束，城乡发展缓慢，主导产业多
以农业为主且产业专业化程度较低。该
地区的发展需要与区域内的周边城镇或
是中心城区产生联系，基础设施建设尤
其是交通设施建设能为城乡提供便捷和

高效的连通方式，同时这些地区自身积
极发展农业或者特色产业，进而更好地
实现城乡发展。

3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划定方法

根据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内涵，城
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以中心乡镇为核心的发
展组团，因此划定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方
法应该包括单元中心确定、单元范围确定
和单元类型确定 3 个方面 [7]。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通过中心乡镇带动周边乡镇发展，
因此首先需要明确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中

心乡镇，其次确定中心乡镇的可辐射范围，
最后明确发展单元的类型 ( 图 2)。

3.1单元中心确定
传统中心乡镇的选取多采用城镇中

心性评价方法，评价内容较为单一。本
文认为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中心乡镇不
仅是中心性水平高的地区，还应体现对
周边地区的带动水平，反映在乡镇自身
上就是乡镇的建设水平。因此，需要将
能体现乡镇建设水平的指标融入中心性
评价中，构建乡镇建设水平评价和乡镇
中心性评价两个方面的指标，共同确定
发展单元的中心 ( 表 1)。

乡镇建设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
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指标。县域城
乡融合发展的特征包括城镇化发展、乡
镇企业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 3 个方面，
因此可从这三个方面测度乡镇建设水平。
本文选取三大类影响因子 ( 城镇化建设水
平、工业化建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
及 6 个小类指标来测算乡镇建设水平。
由于三大类影响因子的影响力大小存在
差异，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权
重进行赋值。

乡镇中心性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公
共服务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来反映 [20]，
因此测度乡镇中心性可从经济发展中心
性、公共服务中心性和城镇规模中心性 3
个方面入手。在测度方法的选取上，相
较于传统的统计数据，还可加入百度 POI
数据、夜间灯光数据等多源数据测算乡
镇中心性。最终，乡镇中心值是将乡镇
建设水平评价和乡镇中心性评价的分值
相加而得。

3.2单元范围测度
发展单元的范围由中心乡镇的影响

范围决定，而乡镇间较为直接的联系是
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因此可以通
过测度乡镇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划定发展
单元的范围。引力模型是一种应用于测

图 2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构建技术路线示意图

表 1  单元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大类 指标小类 指标解释

乡镇建
设水平

城镇化建设水平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人均生产总值 GDP/ 万元

工业化建设水平 工业产值占比 第二产业 GDP 占比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企业 / 个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交通网密度 公路里程 / 陆域面积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算支出 / 万元

乡镇中
心性

公共服务中心性 综合服务场所中心性 综合服务场所空间分布熵
休闲旅游场所中心性 休闲旅游场所空间分布熵

城镇规模中心性 城镇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 ( 人 / 平方千米 )
经济发展中心性 夜间灯光 夜间灯光数据 / 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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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单元发展范围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构建技术路线

单元范围

确定单元发展类型

单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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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打造专业化、现代化的产业园区。
其次，“大园区”内部要强调专业化的
分工，也就是发展单元内的乡镇要实现
专业化分工，在了解乡镇自身资源的情
况下，选择优势产业进行发展，适当引
进大项目建设，带动单元内的乡镇经济
发展。

(3)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促进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一般为农业
资源、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水平较
落后，并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化、工
业化建设，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
元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较为有限，若
是在发展初期就采取产业专业化、集聚化
发展的方式，可能会增加城镇的就业压力。
因此，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的发展路径
首先是要坚持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加强单
元内部的乡镇联系，单元中心可以依托大
型基础设施往产业规模化方向发展，围绕
单元中心以大型交通枢纽集聚区域资源，
培育有影响力的产业基地。而对于单元内
的其他乡镇则以产业特色化发展带动乡镇
发展。例如，单元中心承担农产品运输和
交易功能，而其腹地乡镇则承担农产品生
产、农产品加工等功能。

4.2单元社区化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一种镇村发展

组团，在村域层面可通过农村社区建设
实现村域单元化发展，即将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内的镇村体系整合到新型农村社
区层面，以此提高发展单元的生产、生
活效率，实现城乡一体发展。

(1) 城市型社区。
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的农村社区

建设方式应逐渐向城市型社区建设方式
靠拢，城区周边或是城镇周边的农村社
区居住人群以非农就业人群为主，其生
产和生活方式已经逐渐向城市居民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转化。因此，应把农村社
区纳入城市社区的管理体系 [24]，以区域

度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的理论模型，
它将两个城市间的经济规模与两个城市
的距离平方的比值作为两个城市间的经
济联系强度 [21]。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测度
乡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选取研究区
域乡镇总人口数、城镇 GDP 总量及交通
距离等因子得出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
度，具体公式如下：

2Rij= k
Dij

PiGi PjGj×

                                                                        公式(1)
式中， 表示乡镇 、 之间的经济

联系强度； 和 分别表示 镇和 镇的
总人口数，本文以城镇人口数代表总人
口数； 和 分别表示 镇和 镇的经济
规模，本文以城镇 GDP 总量表示；
表示两个镇之间的距离，考虑到城镇之
间最常用的交通线路是公路，因此本文
采用百度地图中两镇之间最短的公路里
程来表示镇与镇之间的距离； 为常数，
取值为 1。

根据引力模型测算出的引力值，对
中心乡镇与其他县域范围内各镇的引力
值进行排序，选择引力值最高的乡镇作
为中心乡镇的影响范围。原则上来说，
一个中心乡镇所辐射的镇数量在 2 ～ 3
个，一个发展单元由 3 ～ 4 个镇组成。

3.3单元类型划分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体现了县域乡镇

发展的水平和特征，具有明显的建设水
平和产业倾向性，因此可通过乡镇建设
水平和发展单元的主导产业类型确定城
乡融合发展单元的类型。本文首先对城
乡融合发展单元内部的产业资源进行梳
理，构建包括第一产业资源 ( 自然资源 )、
第二产业资源 ( 工业资源 )、第三产业资
源 ( 旅游资源、服务业资源 ) 在内的主导
产业评价体系，统计各类型资源的占比，
以此判定该发展单元的主导产业类型；
其次结合乡镇建设水平，将每个维度分
档归类，通过矩阵判断城乡融合发展单
元的类型。

4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发展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重构了县域村镇
聚落体系，其类型特点不尽相同，因而
有必要讨论不同类型单元的差异化发展
路径和优化相关要素。本文从差异化的
单元发展模式、单元社区化建设及单元
功能布局优化 3 个角度探讨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的发展路径。

4.1差异化的单元发展模式
(1) 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以高质

量城镇化带动发展。
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是依靠城区 /

镇强大的辐射带动力，吸纳周边乡镇资
源而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其发展路径
可以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单元内的
城镇化建设质量。高质量城镇化强调发
展单元内的功能分工和互补，即发展单
元内的腹地乡镇要积极承接发展中心的
外溢功能，形成以单元中心为核心的分
工明确的功能片区。在此过程中，单元
中心依托重大工业项目或者基础设施建
设，以新城建设的形式实现城镇空间扩
张，典型发展形式如“撤镇设街”模式 [22]，
乡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成街道，依托产
业平台发展，建设服务配套设施，提升
人口集聚能力。

(2) 产业带动发展单元：促进产业集
群发展，以园区建设带动区域发展。

产业带动发展单元是通过发展单元
内的产业生产活动促进工业化发展，以
工业化发展促进城镇化建设。因此，产
业带动发展单元需要集合自身的资源优
势和产业导向，形成单元内部的产业联
动和项目协作，其发展路径可以总结为
产业集群发展 [23]，以“大园区”建设带
动区域发展。

首先，整合产业带动发展单元内的
城乡工业资源向园区集中发展，以单元
中心为核心建设园区，扩大其规模和提
升集聚效益，提高园区之间的产业关联



106

内全盘城镇化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集
中式的农村社区，实现农村人口的高效
管理和空间的高效利用。可将发展较好
的中心村设为社区中心，合并 4 ～ 6 个
周边村庄，形成大型中心社区。从公共
服务设施覆盖范围来看，社区的覆盖半
径可在 3　km 左右。

(2) 产业型社区。
产业带动发展单元的社区体系优化

方向应将区域内的镇村资源集中布局，通
过规划大型农村社区，加强农村社区与产
业园区的互动联系。选择区位或者产业发
展最佳的村庄作为中心村建立综合服务中
心，根据区位相近、产业资源相似的原则
实现村庄合并。产业型社区规模可与城市
型社区规模相当，尤其是在城镇发展区周
边的社区，可形成 4 ～ 6 个村庄合并发展
的中心社区。中心社区一般与产业园区在
空间上相近，有条件的中心社区可以形成
为龙头企业配套的社区结构。从公共服务
设施覆盖范围来看，社区的覆盖半径可在
2 ～ 3　km。

(3) 农村合作型社区。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以农业生产

为主，应将具有相近农业或是生态资源
的村庄合并成社区，一般为 2 ～ 4 个村

庄，形成类似于农村合作社的社区体系。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合并形成的农
村合作型社区专业化分工更明显，偏远
地区的乡村聚落分散，也可采用“一村
一社区”的形式，且在发展早期，仍然
会有部分保留的自然村庄，但随着单元发
展水平的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应向新型农
村社区靠拢。从公共服务设施覆盖范围来
看，社区的覆盖半径可在 1.5 ～ 2.0　km。

4.3单元功能布局优化
功能布局是城乡融合发展单元高效

运作的空间基础。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的特点，可形成 3 种功能布局模式。

(1) 圈层式布局。
城区 / 镇带动发展单元存在典型的

围绕单元中心而产生距离衰减的特征，因
此可以依托交通干道圈层向外布局单元功
能，形成圈层发散式的布局。第一圈层是
由主城区、城镇和产业园区或大型基础设
施组成的。主城区是生活配套服务的中心，
公共服务中心应位于城区中心；城镇同时
设有公共服务配套中心，主城区与城镇之
间布局产业园区或是大型基础设施 ( 如高
铁站等 )。第二圈层是农村社区，农村社
区作为与第一圈层联系最紧密的功能区，

应尽量靠近第一圈层内的功能区布局。第
三圈层布局发展单元的生态功能区，即农
田区、生态区，它们位于发展单元的最外
侧，是发展单元的生态屏障。

(2) 组团集中式布局。
产业带动发展单元强调功能专业化

分工，即高效利用一个组团或者集中建
设区内部的空间，可以采用功能混合的
布局方式，形成组团式的紧凑型功能布
局，如产业园区组团串联式的功能布局
模式 [22]。具体布局如下：镇区是生活配
套服务的中心，应与生产区紧邻；而农
村社区作为产业园区的人口居住区和生
活配套区，在选址上也应尽量靠近生产
区；配套设施可布置于生活区与生产区
之间，方便使用；工业园区与镇区或社
区关系紧密，应尽量临近主要交通干道
设置；农田区、生态区应尽可能靠近交
通干道，便于联系。

(3) 串联式布局。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追求区域内

的高效联系和发展单元经济利益最大化，
同时发展单元多是自然地形条件限制较
多的地区，因此最好沿主要交通干道形
成串联式的功能布局。具体布局如下：
镇区和大型生产区 ( 如物流园区、农业

城镇化率 工业产值占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交通网密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综合服务场所中心性 休闲旅游场所中心性 经济发展中心性 城镇规模中心性

图 3  鄞州区单元中心评价因子示意图

0.000　000 ～ 0.094　427
0.094　428 ～ 0.199　568
0.199　569 ～ 0.307　949
0.307　950 ～ 1.000　000

0.000　000 ～ 0.023　115
0.023　116 ～ 0.120　679
0.120　680 ～ 0.291　588
0.291　589 ～ 1.000　000

0.505　041
0.505　042 ～ 0.874　126
0.874　127 ～ 1.013　877
1.013　878 ～ 1.060　884

0.750　920 ～ 0.859　578
0.859　579 ～ 1.119　888
1.119　889 ～ 1.580　750
1.580　751 ～ 3.072　211

0.000　000 ～ 0.070　101
0.070　102 ～ 0.160　332
0.160　333 ～ 0.410　614
0.410　615 ～ 1.000　000

0.000　000 ～ 0.050　255
0.050　256 ～ 0.156　252
0.156　253 ～ 0.346　740
0.346　741 ～ 1.000　000

0.000　000
0.000　001 ～ 0.577　034
0.577　035 ～ 0.815　516
0.815　517 ～ 1.000　000

0.000　000 ～ 0.068　783
0.068　784 ～ 0.338　624
0.338　625 ～ 0.576　720
0.576　721 ～ 1.000　000

0.000　000 ～ 0.009　090
0.009　091 ～ 0.094　577
0.094　578 ～ 0.308　034
0.308　035 ～ 1.000　000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人均生产总值

0.000　000 ～ 0.069　828
0.069　829 ～ 0.335　548
0.335　549 ～ 0.570　179
0.570　180 ～ 1.000　000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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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等 ) 沿交通干道靠近交通枢纽布
局，方便对外联系，发展后期各功能组
团相互靠近，融合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功
能区；而农村社区尽量依托道路交通建
设，同时靠近农田区。

5实证案例：鄞州区城乡融合发展
单元的构建

鄞州区位于宁波市中部，是宁波市
辖区之一，宁波市委、市政府驻地于此。
鄞州区属于全国经济发展突出地区，多
次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2021 年鄞
州区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四。

本文以鄞州区为例，对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的划分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首先
测度鄞州区乡镇建设水平和乡镇中心性
( 图 3)。对于乡镇建设水平评价，需整理
鄞州区各乡镇的影响因子，将影响因子
的分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综合加权后得
到鄞州区乡镇建设水平评分。结果可见，
鄞州区各乡镇的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差
异，其中中心城区、五乡镇、东吴镇、
云龙镇的分值较高，乡镇建设以城带乡
水平较高，塘溪镇、咸祥镇、瞻岐镇的
分值较低，乡镇建设水平较低。对于乡
镇中心性评价，将爬取的百度 POI 数据
进行区位熵计算，得到公共服务中心性
水平；经济发展中心性数据来自珞珈一
号下载的鄞州区夜间灯光数据，通过统
计夜间灯光数据像元总量得到各乡镇经
济活动总量；城镇规模中心性指标通过
统计各乡镇的人口密度得到。将归一化
后的各中心性因子进行加权，取平均值
作为鄞州区乡镇中心性的综合分值。

综合乡镇建设水平和乡镇中心性的
评价结果，得到鄞州区各乡镇综合得分
情况 ( 表 2)。基于评价结果，筛选可作
为发展单元中心的中心乡镇，包括中心
城区、姜山镇、五乡镇、云龙镇等，再
根据乡镇辐射影响力，可能会适当调整。

其次，选取鄞州区各乡镇的城镇总

表 2  鄞州区单元中心评价结果

区域 乡镇建设水平 乡镇中心性 单元中心总分

中心城区 0.654 0.991 1.645 
姜山镇 0.487 0.494 0.981 
五乡镇 0.685 0.295 0.980 
云龙镇 0.501 0.397 0.898 
邱隘镇 0.420 0.464 0.884 
东吴镇 0.507 0.237 0.744 
横溪镇 0.258 0.307 0.565 
瞻岐镇 0.136 0.377 0.513 
东钱湖镇 0.356 0.135 0.491 
咸祥镇 0.148 0.334 0.482 
塘溪镇 0.157 0.289 0.446 

表 3  鄞州区各乡镇资源数量情况

区域 服务业资源 / 个 旅游资源 / 个 工业资源 / 个 耕地资源 /km2

中心城区 677 287 211 10.24 
姜山镇 9 73 208 48.65 
东钱湖镇 15 275 65 10.14 
五乡镇 4 64 131 6.75 
东吴镇 5 68 86 5.55 
邱隘镇 7 28 27 5.79 
云龙镇 2 39 126 14.70 
横溪镇 3 53 64 6.70 
瞻岐镇 0 36 22 10.59 
咸祥镇 1 21 24 9.00 
塘溪镇 0 51 35 9.28 

图 4  鄞州区单元辐射范围测度结果示意图 图 5  鄞州区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类型划分结果示意图

人口数、城镇 GDP 总量及各乡镇政府所
在地之间的交通距离 3 个数值，运用引
力模型测度鄞州区各乡镇间的联系强度。

根据单元中心划定的结果，结合引
力模型测度结果 ( 图 4) 与区位特征，依
次划定单元中心的辐射影响范围。以中

心城区为例，中心城区作为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的中心，根据引力模型的测度结
果，姜山镇、东钱湖镇与中心城区的联
系最为密切，因此可将中心城区、姜山镇、
东钱湖镇划定为一个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且由于姜山镇已经划入以中心城区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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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173.440　201 ～ 856　902.832　100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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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动发展单元
基础设施带动发展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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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内，其不再作为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中心。基于此，鄞州
区可划定 3 个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但瞻
岐镇、咸祥镇、塘溪镇与其他乡镇的引
力值都较弱，且地理距离相隔较远，现
有发展单元无法覆盖这三个乡镇。因此，
根据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中心划定的结果，
可将瞻岐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中
心，将瞻岐镇、咸祥镇、塘溪镇划为 1 个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综上，鄞州区村镇聚
落体系划分为 4 个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最后，整理鄞州区各乡镇的各类资
源分布情况确定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主
导产业。其中，由中心城区、姜山镇、
东钱湖镇组成的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一二三产资源丰富，其中第三产业优势
突出，因此该发展单元的主导产业应为
第三产业；由五乡镇、东吴镇、邱隘镇
组成的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其工业资源
和旅游资源较为突出，但服务业发展较为
一般，因此该发展单元的主导产业应为第
二产业；由云龙镇、横溪镇组成的城乡融
合发展单元，其一二产资源占比较大，第
二产业资源优势更加明显，因此该发展单
元的主导产业为第二产业；由瞻岐镇、咸
祥镇、塘溪镇组成的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虽有较好的旅游资源，但服务业发展和工
业发展较一般，且农业资源是该发展单元
中占比较大的资源，因此该发展单元的
主导产业为第一产业 ( 表 3)。同时，综合
乡镇发展水平，将鄞州区 4 个城乡融合
发展单元进行分类，其中中心城区—姜山
镇—东钱湖镇为中心城区带动发展单元；
五乡镇—邱隘镇—东吴镇为城镇带动发展
单元；云龙镇—横溪镇为产业带动发展单
元；瞻岐镇—咸祥镇—塘溪镇为基础设施
带动发展单元 ( 图 5)。

6结语

目前来说，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还处
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是一种从发展组团角度出发的县域城乡

融合方式。本文结合“单元式”规划的
相关研究，从以城带乡的视角探索城乡
融合发展单元的构建与发展路径，基于
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提出 3 种城乡融合
发展单元的类型，并构建了城乡融合发
展单元的划分方法，进而从发展模式、
社区化建设、功能布局优化 3 个角度探
讨了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发展路径，以
期为我国广大城乡地区提出科学发展的
指导建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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