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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章从介绍聚落的各种存在形式及其演变

规律开始，介绍了城镇标准，对城市化及其逆
城市化作了深入的机制探讨，认为逆城市化是
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重点对城
市及其城市地域结构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分析，
包括城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城市与自然环境
和城市地域结构发展动力及其模式分析。最后
分析了城市体系等级规律并介绍城市景观的重
要构成因素。 



第１节  聚落的起源与发展

　　　一、城市与乡村

     　二、  起源与发展

        三、 城镇标准



一、城市与乡村

（一）城市

（二）集镇

（三）乡村

 集镇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性聚落。

    1  具有工业生产活动的乡村

  2  集市

  在农村聚落研究中，集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 一般类型的乡村:   按形态对乡村聚落进行分类，可分为密集型、分

                               散型和半聚集型农村聚落。

  2 活动型村落

  3 特殊类型:  美国单户型、集体农场型和经营性农场。



（一）城市

n 概念：城市作为人口的集中地，是物质、能量、信息
交流与转化的场所，是复杂的社会经济产物，因而不
同学科对城市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地理学家认为城市
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是
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地。

n 1.奥隆索城市职能分类

n 2. 我国的城市职能分类 



1.奥隆索城市职能分类

表7-1 奥隆索城市职能分类

体系类型 城市类型

行政城市 首都、税收城市

防御城市 要塞城市、驻军城市、海军城市

文化城市 大学城市、教堂城市、艺术城市、朝圣城市、宗教
城市

生产城市 加工工业城市

交通运输城市 采集城市、运输城市、贸易城市

娱乐城市 疗养城市、旅游胜地、度假胜地



 2. 我国的城市职能分类 
《城市规划原理》一书中的分类：

n 工业城市

n 交通城市

n 省和地区的中心城市 

n 县城

n 特殊职能城市



  二、起源与发展

（一）西方城市的发展

（二）中国城市的发展

（三）村落的发展

       西方城市发展始于希腊。

      罗马时代，城市获得更大发展。

      在罗马时代，在城市发展上，重要进展是通过罗马控制控制

区的扩大，把城市带到欧洲的广大地区。

  1 原始的居住地

  2 古代村落

  3 城市兴起后农村聚落的发展

  4 现代村落的发展



 （二）中国城市的发展

     1  古代城市发展
     秦统一的首都咸阳、汉长安城，以及唐长安城、宋开封城、杭州城，都是当时世界

上著名的大都市，城市内部功能已相当齐全。

     元、明、清三朝，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它代表了我国封建礼制的典型，城为内

外城。

     2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初期发展阶段。1949年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从1952年到1960年经

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与经济大发展，城市和建制镇分别从1951年的157个和1896个增加

到1960年的197个（城市数）和1961年的4429个（建制镇数）。

      第二阶段是1961年至1977年。这段时期由于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经

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对城市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8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

城市发展速度也是空前的。



    三、城镇标准

（一）世界各国关于城镇标准的规定

（二）我国城镇建制的设置



（一）世界各国关于城镇标准的规定

        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密度不同，划

分标准也很不一致。

      1  按居民点达到一定的人口数作为城镇的标准。

      2  规定各级行政中心为城镇

      3  规定首都或几个居民点为城镇，其余为乡村。

      4  按居民点的人口数量以及非农业人口比例规定

          城镇标准。

      5  按居民点的人口数量及职业构成规定城镇标准。



1 城市：根据我国规定，凡具备以下两条标准之一时，均可设

                 市：

          1） 聚居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

        2） 聚居人口不足10万，但是省级国家机关所在地，或是重  
              要工矿基地，或是规模较大的物质集散地，或是边疆地

              区的重要城镇，并且确实有必要由省、自治区领导的，

              可设市的建制。

2 镇：1984年11月，国家民政部对原建制镇标准作了调整，新

            的建制标准规定：

         1） 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

         2） 总人口在2万以上的乡，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业人口和自

               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务工、经商、办服务行业的人口合

               计超过2000人的，可以建镇。

         3）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山区，可以比照

               第二条适当放宽。

         4） 小型矿区、物资集散地、风景旅游区、边境商埠口岸等

               地，非农业人口和自理口粮人口两项总数虽不足2000
　　　　　人，如确有必要，也可设置镇的建制。



 第２节 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一、城市化的基本概念

　二、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的机制

　四、当代城市化的特征



一、城市化的基本概念

　城市化概念涉及四个方面的含义：（1）城市
化是城市对乡村施加影响的过程；（2）城市
化是全社会人口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3）
城市化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
和集中点的增大；（4）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

例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增加的过程。 



二、城市化进程

（一）内部市区的城市化

（二）外围市区的城市化

（三）郊区的城市化

（四）逆城市化阶段

1．城心地区的城市化

2．中间市区的城市化

1．对外交通设施的延伸与城市化

2．工业的扩展与城市化

3．住宅的扩散与城市化1．土地利用集约化

2．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3．城市网络化



三、城市化的机制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生动力

（二）工业化是城市化直接动力

（三）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

（四）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内生决定性力量

（五）人口与城市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



四、当代城市化的特征

（一）世界城市化特征

（二）中国城市化特征

1．城市化进程加快

2．出现规模巨大的城市群

3．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

４．出现“逆城市化”倾向 

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２乡村城市化开始显现 
３城市规模体系的动态变化加速

４城市化的省际差异明显 



第３节　城市与城市地域结构

一、城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

二、城市与自然环境

三、城市地域结构发展动力及其模式



一、城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

（一）从防卫出发而选择的区位

（二）城市区位与交通的关系

1 在利用河流方面

2 在利用海洋方面作为防卫的有利条件有半岛、岛

   与内港

3 制高点和隘口

       1 城市与水运的关系

      2 城市与陆运的关系

      3 海上交通与城市的关系



图7-1 重庆位置示意图



 二、城市与自然环境

n 地质环境与城市

n 地形与城市

n 气候与城市

n 水资源与城市

n 城市的生物环境

      地质条件特别突出的是地震，这是对城市造成巨大灾害的一种力量。

它的特点一是力量大，二是突发性。

     城市的建设与所在地的地形条件关系十分密切，一般来说，

平坦而地势稍高的地形是比较理想的。

    气候与城市关系很大，如多雨地区要考虑防洪与排水，寒冷地区

要注意取暖、防冻。特别突出的要注意城市本身所带来的严重气候

影响问题：热岛效应与排水。

     

     城市一方面需要大量供水，另一方面又要大量排水，特别是排除污水，

如不加处理也会给下游城市及周围地区带来严重问题。

      创造优美的文化景观与田园风光城市——既是反映人对回归自然的

潜在愿望，也是现今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三、城市地域结构发展动力及其模式

（一）形成地域结构的动力

（二）城市内部的地域结构模型



        动力分两方面，即集聚力和离散力。集聚力就是向心力，
驱使居民和某些部门向市中心集聚；离散力则是向相反方向，
驱使其转向郊区。

      1 集聚力：集聚力主要由下面两方面原因引起的。第
一，

它提供了多而方便的服务和设施；第二，它具有社会条件方

面的优势。

      2 离散力：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首先是经济条件方
面，其次是社会条件方面。

（一）形成地域结构的动力



1 同心圆模型：是1929年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伯吉斯

                     （Ernest W.Burgess）提出的。

2 扇型模型：是美国的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H.Hoyt）
                   于1939年提出的。

3 多核模型：是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C.D.Harris）和

                   乌尔曼（E.L.Ullman）于1945年提出的。

（二）城市内部的地域结构模型



图7-6 同心圆模型

图7-7 扇形模型

图7-8 多核模型



第４节　城市体系与城市景观

一、城市体系的等级规律

二、城市景观

三、城市感知



一、城市体系的等级规律
n 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地区之间实质上存在着固定联系与等

级结构。也就是说，一定地区内，性质不同、规模不等的
城市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进而形成一个

统一的城市地域体系。 
　　　　1.等级规模法则

　　　　2.首位城市法则

　　　　3.农村聚落体系



     在城市景观中，最明显的是城市建筑高度；

其次，城市景观往往与著名的建筑物相联系，

该建筑也就成为该城市的标志与象征。第三是

城市的格局。第四是城市与环境的协调所形成

的风格。

二、城 市 景  观



         城市的景观给人带来的印象并不相同，这是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而产

生的。从城市景观来说，对人感知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路、界、节点、区和路标。

三、城 市 感 知



思考题

1 结合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技术进步对城市
化的影响。

2 城市地域结构的形成动力有那些？试分析所在
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

3 分析村落的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

4 城市体系的概念及城市体系的等级规律

5 讨论逆城市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