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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对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 并以合肥为例进行了实证 , 提出了“规划范围上的全覆
盖”、“规划目标上的城郊城外 , 区别对待”、“科学规划 , 找准定位”的发展要领 , 提出了落实小城镇发展的实施政策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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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around Bi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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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fi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s the new development thinki ng and policy .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around big city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necessity of unifi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newtowns around urban were dis-
cussed . Hefei bei ng taken as an example , three key models ,the full coveri ng when planned , the planning distinction betweenthe suburb and the outside
of the city and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right location ,were suggested . At last the execute policy and security systemof the de-
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were propoun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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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

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都提到要按

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 ,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

障, 并列为“五统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所谓统筹城乡发展, 是指对城乡经济进行统一的社会发

展规划, 克服城乡分割对立的局面, 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它既

是一种发展目标, 同时也是一种发展过程。从长远目标看 ,

就是通过体制创新 ,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

化的经济社会秩序, 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

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进步、工业与农业

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 统筹城乡发

展的实质, 是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2  新时期大都市区小城镇发展的背景

2 .1 自上而下的拉力———来自大都市的力量  大都市区周

围的小城镇发展特殊之处就在于大都市区的发展对它的强

劲拉动作用。一方面, 区域中心城市基于自身产业转移和用

地扩张条件下的辐射效应和可能发生的行政区划调整将会

对周边小城镇的用地布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方

面, 大都市区周边的小城镇由于承载了中心城市的某类特点

和职能, 而对它的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例如位于上海

市西北郊的安亭镇 , 是以轿车工业和轿车生产配套工业为主

的现代化综合性工业城, 它的快速发展就是因为它承担了上

海汽车生产的职能。

2 .2 自下而上的推力———来自民间的力量 大都市区周围

的小城镇由于靠近中心城市, 较之他小城镇经济基础较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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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城市文明、城市观念的影响更深, 摆脱农业束缚的能力比

其他地方更强。由于所具有的良好区位优势, 他们可以借助

通过为城市提供蔬菜禽蛋等副食品或者从事相应的服务行

业而使他们迅速富裕起来, 洗脚上岸变农民为市民, 从而推

动小城镇的发展。

2 .3 多元化的动力———来自市场的力量  大都市区周边的

小城镇由于靠近中心城市, 具有良好的交通和基础设施优

势, 在空间上更广阔, 地价比城市便宜 , 所以这些小城镇具有

良好的投资环境, 加上许多政府为发展经济而推出了许多优

惠条件和便利的服务, 在自由市场力的作用下 , 许多企业和

资本会选择这些风水宝地, 推动着小城镇的迅速发展。

3  统筹大都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城乡发展的必要性

3 .1 积极参与全国与国际竞争,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需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加速及各城市要求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导致城市间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依据系统原理,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 以

一个都市区作为整体参与国际和国内分工是必然的趋势, 是

城市在现实背景下作出的最优选择, 它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的

综合竞争力, 也有利于系统内各个个体的发展。

3 .2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需要  城乡二元结构的分

割, 给都市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明显障碍, 如

它使区内的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够顺畅, 区

域性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运转比较

困难, 所有这些都有待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层予以解决。

3 .3  产业间协调发展的需要 受不同级政府追求各自利益

最大化的影响, 合肥市域内各小城镇分工不是很明确, 特色

不明显, 导致在招商引资上引发恶性竞争, 产业政策相互矛

盾, 在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上相互竞争 , 大多小城镇为了眼

前的利益而牺牲空间资源、环境资源来吸引外来资本以求得

短期经济发展, 导致各自的内耗和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3 .4  区域基础设施共享的需要  基础设施项目的共建共享

可以降低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 提高使用效率。按照统筹城

乡发展的要求, 可以考虑相邻的城镇或靠近市区的城镇共建

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供电、交通通迅设施网络等基础设施 ,

共同承担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 若每个镇都建属于自己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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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既浪费又没有必要。

3 .5  解决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各地工业园区建设的“遍地开花”, 跨区域的污染问题越来越

突出, 主要表现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 例如合肥南淝河及巢

湖水质的治理就有赖于沿河( 湖) 各市、县城镇的共同努力。

4  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4 .1  空间共生 城市和乡村是2 种典型的社会经济活动的

空间组织形式, 空间共生主要表现为以提高城乡经济社会组

织化程度为核心, 强化城乡空间联系, 优化城乡空间结构, 努

力形成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城乡

空间形态格局。空间共生就是要科学合理地配置大中小城

市与小城镇的分布, 建立通畅便捷的城乡交通网络连接, 促

进城镇繁荣, 达到城乡优势互补, 协调共进的预期目的。

4 .2 人口共生  人口共生是指城乡人口自由迁徙, 相互对

流, 城市人口社区化( 扩散化) 和农村人口城镇化 , 城乡人口

享有同等权利、同等待遇的过程。这意味着城乡居民流动和

居住不受户籍限制, 取消各种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 城乡居

民共享三大文明的成果。能否做到人口共生, 是推动城市化

进程和小城镇发展、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

4 .3  产业共生 产业共生是指城乡经济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的要求 , 进行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 实现相互融合, 协调发展。

产业共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 , 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进程和实现程度, 也是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

所在。产业共生就是要使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组

合, 不断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在产业结构上, 必须改

变经济传统格局, 对城乡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合理分

工、布局, 变城乡单一结构为复合结构 , 大力发展小城镇工业

和服务业 , 引导城市工业向小城镇实行梯度转移。中心城市

重点发展金融、贸易、信息、服务、文化、教育等产业。要促进

城乡三大产业之间进行广泛联合、协作, 在产业结构上形成

有机联系的整体, 既错位又互补。

4 .4  生态共生 生态共生是要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

纳入到一个大系统中考虑, 全面治理, 努力形成城乡生态环

境高度融合互补, 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乡生态格

局, 让城市与乡村, 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城乡统筹离

不开生态一体化, 生态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

的内容之一, 对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4 .5  市场共生 所谓市场共生就是要消除城乡市场分割的

局面, 让城乡市场融为一体, 确保各种商品、服务、资源在城

乡间顺畅流动, 满足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市场是联

结城乡关系的重要纽带, 市场共生是促进城乡关系高度融合

的关键环节 , 没有城乡市场一体化, 就没有城乡经济和城乡

一体化。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须积极整合市场资

源, 合理布局, 加大力度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建设。

4 .6  社会共生  经济、社会、人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统筹城乡发展应包括城乡社会一体化, 就是要求城乡社会事

业协调发展 , 确保城乡居民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和文化

生活等方面享受同样待遇, 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差别。如果

城乡社会发展不均衡, 政策取向不一致, 城乡居民待遇不统

一, 地位不平等 , 要想实现城乡统筹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5  城乡统筹理念下的合肥小城镇发展

5 .1 规划范围上的“全覆盖” 指规划的范围要覆盖到建成

区、城乡结合部以及合肥大都市区的所有小城镇。所有小城

镇的现状调查和不同类型的研究同步进行、平行展开, 各类

型发展因素统筹考虑 , 在此基础上编制合肥都市区小城镇发

展规划, 再编制各种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由于这类

规划是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 有利于发展趋势的判

断, 规划的手段和目标也更加符合实际。“全覆盖”规划的实

施可能会受到资金、管理体制等因素的限制, 规划的编制也

有一定难度 , 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更

大程度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利于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5 .2  规划目标上的“城郊城外 , 区别对待” 一个完整的大

都市区圈层结构由核心圈、日常通勤圈、都市影响圈构成, 它

们的半径一般依据中心城区影响的距离衰减效应以及道路

系统的实际约束作用大小来确定。

5 .2 .1 核心圈。又称都市生活圈 , 是都市圈中最核心的部

分, 半径为20 ～30 km, 是规划期内拟形成的集中连片建成

区, 其地域范围包括城市现状中心城建成区和城市外部空间

内缘区, 城市设施较为密集, 开发条件较为优越, 规划期内拟

与现状中心城建成区形成连续市街化的地区。

5 .2 .2 日常通勤圈。又称半小时日常都市圈, 半径为50 ～

60 km, 属于城市影响的范围之内, 但又与主城区保持一定的

距离。通常以城市的副中心形式存在, 承担主城某一特定的

职能, 起到疏散主城区人口、职能和产业的作用。

5 .2 .3 都市影响圈。属于城市影响范围之内, 通常以1 h 车

程为标准, 半径为100 ～150 km。

处于不同圈层的小城镇与中心城市在经济上联系的紧

密程度不同 , 处于核心圈层的小城镇与老城区联系最紧密 ,

是中心城市向外围空间拓展的最前沿阵地; 处于都市影响圈

范围的小城镇距离中心城市一般在100 km 以上 , 与中心城市

在经济上的联系较弱 , 在近期内不可能因中心城市的扩张而

被吞食。所以这两类小城镇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规划的目标

和深度不一样, 应该“城郊城外, 区别对待”。

位于核心圈的小城镇要把自己当成中心城市整体的一

部分来考虑, 在发展定位上要考虑到产业转移和城市空间拓

展所导致的行政区划调整, 在产业选择上要考虑到中心城区

的错位发展 , 在控制力度上应将其视为“准城市化”严格规

划, 防止产生新的城中村, 为以后的发展和改造增加建设成

本。合肥市属于这种类型的小城镇有大杨、井岗、桃花、烟

墩、义兴、义城、龙塘、撮镇、龙岗、双墩等。

而位于都市影响圈的小城镇除了考虑中心城市对它的

影响和带动作用外, 更多地还是利用自身的优势组织发展 ,

在规划编制上也没有位于核心圈的小城镇编制那么严格, 但

一定要在整个合肥市域内科学定位, 并进行远景控制。属于

这种类型的小城镇有山南、官亭、古城、桥头集镇、朱巷等。

5 .3 科学规划, 找准定位 统筹合肥城乡发展 , 科学发展小

城镇, 在规划编制中应将编制应定位在“三导”和体现在“三

结合”上。三导即主导、指导、引导。一是要主导合肥都市区

城乡空间结构调整, 包括加强城乡空间组织、划分城乡空间

等; 二是指导区域性基础设施规划的位置、时序、标准进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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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三是引导生产要素流动、集聚, 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三结合”体现在理论与实践、技术与政策、科学研究与政府

行为的结合。合肥大都市区是一个有机整体, 位于都市区内

的小城镇有属于它特定的职能和分工。在《合肥市十一五城

乡建设规划》中, 通过研究对比, 确定位于核心圈的小城镇的

主要职能和定位( 图1) 。

5 .3 .1 北部生态保护区。包括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森林

公园、吴山镇、大扬镇, 是合肥的水源( 董铺水库) 和规划中的

水源( 大房郢水库) 所在地 , 又是合肥母亲河———南淝河的上

源, 事关合肥的饮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所以此地不能引入

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 而只能是以生态性的保护与基于保护基

础上的少量的开发为主。

5 .3 .2 北部居住、商业、休闲综合区。包括双墩镇、三十头

乡、双凤工业区等。此区域是合肥向北部辐射最强烈和影响

最大的地区, 也是合肥向长丰扩散的最重要的节点和中转

站, 将其定位为合肥北部的居住、商业、休闲综合区。

5 .3 .3 东部合肥卫星城。包括店埠镇和肥东新城。该地拟

打造为合肥东部的居住、商业、综合服务、工业的副中心。

5 .3 .4 东部旅游片区。包括长临河、六家畈及龙塘、撮镇的

部分地区, 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 发展旅游业潜力很大。

5 .3 .5 南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区。包括义城、大圩片区。

以生态田园为背景、以“都市农业”为代表、以休闲农业为配

套, 为市民提供现代都市型高档农业休闲观光区, 打造合肥

的“都市农庄”。

5 .3 .6 东南部生态、湿地、港口综合功能区。包括龙塘、义

兴、大圩的部分地区。义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

然条件, 具备成为港口的优越条件, 龙塘可依托南淝河湿地

保护和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建设“合肥生态湿地公园”, 打造

“合肥之肾”。

5 .3 .7 科技、科教西扩片区。包括井岗、南岗、小庙带, 规划

科学城起步区及核心区 , 科学城其主要功能有科研教育区、

产业与孵化区、生活居住与行政商务区、生态环境保护区。

5 .3 .8 西部合肥卫星城。包括上派、桃花、烟墩 , 是合肥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组成部分和合肥西扩的必经之地, 主要职能

为工业和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

5 .3 .9 南部义城、烟墩组团。是合肥“东进南拓、打造滨湖

城市”的一条重要通道, 职能定位主要以工业和居住、商贸和

城郊型农业为主。

5 .4 发展对策及措施保障

5 .4 .1 硬件保障。统筹规划市域的道路和交通设施, 使合

图1 合肥市—城九片空间结构

肥与各小城镇间能保持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通过对区域

内的给水排水、污水处理、电力和能源供应、电信和光缆通讯

等设施的共建共享, 为合肥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5 .4 .2 软件保障。通过建立统一的户籍政策、劳动及社会

保障政策、产业协调发展政策、投融资政策和土地流转制度 ,

为合肥小城镇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保障。

5 .4 .3 机制保障。通过建立政府间组织、部门间合作组织、

非政府间组织( NGO) , 采取定期举行会晤和有事临时约见的

原则, 会商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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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数字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和计量, 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 如1990 年不能写成90 年, 文中避

免出现“去年”、“今年”等写法。小于1 的小数点前的零不能省略, 如0 .2456 不能写成.2456。小数点前或后超过4 位数( 含4

位数) , 从小数点向左右每3 位空半格, 不用“,”隔开。如18 072 .235 71 。尾数多的( 5 位以上) 的数字和小数点后位数多的小

数, 宜采用×10 n( n 为正负整数) 的写法。数字应正确地写出有效数字, 任何一个数字, 只允许最后一位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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