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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发展过程袁 这种不
均衡在区域空间上形成核心与外围的二元异质结构遥 就城
市区域来看袁核心是人口产业集聚的城市袁而外围则是广大
的农村地域遥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袁区域的产业结构处于不
断的转换过程中袁区域性质和区域形态发生变化袁区域空间
二元结构也发生变化遥 不管是通过近域扩散尧线性扩散袁还
是跳跃扩散袁 在传统的核心外围二元结构基础上出现了城
市要素逐渐过渡袁彼此相互作用尧相互渗透袁功能互补明显袁
性质上既不同于城市袁 又有异于典型农村的独特的地域空
间结构要要要城市边缘区遥 城市边缘区在城市与乡村两种异
质空间的文明和生产方式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袁 与城市和
乡村共同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紧密关联的连续变化的城市

区域遥
1 城市边缘区的概念与范围

1.1 概念 城市边缘区又称城要乡边缘带尧城要乡连续区
域袁城市蔓延区尧城要乡结合部尧城市阴影区遥 对城市边缘
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末城市地理学对城市形态的
研究遥 1936年袁德国地理学家哈伯特窑路易渊 H.Louts冤基于对
柏林城市地域结构的城市形态研究首次提出野 城市边缘区冶
的概念遥 勒德弗尔德渊 Redfield袁 1941冤针对乡村和城市之间
的所有地域提出城乡结合体遥 威尔文将城市边缘区定义为
城市土地与农业地区之间的用地转变地域遥 R窑E窑迪肯森
渊 Dikinson冤根据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袁于 1947年提出城市
地域结构区由核心到外围分为中央地带尧 中间地带和外缘
地带的三地带理论遥 安德鲁斯渊 R.B.Andrews袁 1942冤和普莱
耳渊 R.G.Pryor袁1968冤提出乡村要城市边缘带并定义为一种
土地利用尧 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遥 勒斯危恩渊 L.H.
Russwurn袁1975冤研究发现城市地区和乡村腹地之间存在着
一个连续的统一体遥 苏哈列维奇渊 1985冤认为边缘区是一面
反映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过程的特殊镜子袁实质是从城市到
乡村的过渡地点遥 1987年麦基渊 Mcgee冤 提出了野 灰色区域冶
的概念遥

国内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城乡边缘带的研

究遥关于城市边缘区划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袁主
要有 3种代表性的意见院一是野 郊区冶遥 城市市政界线以内尧
城区用地周围的田园景观地带和紧密为城区服务的农副业

经济区曰二是野 城市边缘带冶遥 城市地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泛指城市建成区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联结的部位袁城市
环境空间向乡村环境空间的过渡地带遥三是野 城市结合部冶袁
是指城市市区与郊区交错分布的接壤地带遥

笔者认为对这一城乡之间的非均质地带袁 城市边缘区
的提法最为合理遥 首先袁 边缘区虽然地处城市和乡村的中
间袁既是城市的边缘袁又是乡村的边缘袁但它的形成和特点
却与乡村没有多大关系袁而是受到城市的剧烈影响遥 其次袁
边缘区虽然具有乡村的特征和景观袁 但这种特征和景观只
是消极的遗存袁随着城市不断地发展会逐渐消失袁从而被城
市的特征和景观取代遥 最后袁该地域空间的未来发展尧土地
利用和市政设施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袁 反映了边缘区动
态的发展趋向遥综上所述袁笔者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宜定
义为院野 位于城市建成区与纯乡村地域之间的受城市辐射影
响巨大并逐渐反映城市各种特征和景观的过渡地带遥 冶
1.2 范围 由于城市边缘区的范围随城市的发展尧 规模尧
扩散强度和城乡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袁 所以对该地区的准确
界定较为困难遥 多数学者以城市行政区界作为边界来界定
城市边缘区却失之简易遥 杨山渊 1998冤采用行政尧功能尧景观
3种形式来划分边缘区袁 较好地体现了边缘空间的结构特
征遥 目前关于边缘区范围的界定袁多采用野 五流冶分析尧断裂
点尧引力模型尧潜能模型和威尔逊相互作用模型等方法袁逐
步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尧 定量综合分析方向发展袁但是权威
的指标体系及范围划分尚未形成遥

笔者认为城市边缘区的空间范围不存在严格的空间界

限袁应从定义上来理解遥城市边缘区主要指城市与农村的结
合地带袁即分布于城市建成区周围的郊区土地袁并与乡村接
壤遥围绕着城市边界和城郊之外的区域袁是既有农村用地又
有城市用地的区域袁 这里不再有城市与周围农村的明确界
限袁而是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相重合袁整个区域形成一个
统一的连续体遥 城市边缘区靠近城市建成区的部分更多地
具有城市的特征袁可以称之为边缘区的内圈层袁体现了更多
的城市的影响和郊区化的结果袁 这一部分的内边界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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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乡村景观和第一产业的遗存来界定遥 而靠近乡村的
部分则更多地具有乡村的气息袁 可以称之为边缘区的外圈
层袁这是农村城市化的结果袁这一部分的外边界大致可以通
过城市景观和第二产业的影响来界定遥
2 城市边缘区的演化过程

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的一种地域空间形式袁 它的形成过程与城市的发展演化紧
密相连袁 是城市经济人口产业积聚与扩散过程中出现的一
种有别于传统二元结构的地域空间现象遥
2.1 核心积聚阶段 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袁 生产的
三要素是土地尧劳动力和资本遥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袁由于城
镇中拥有廉价的土地尧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大部分的资本袁
又是消费区袁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的最佳区位选择遥此
外袁企业为了减少原料尧半成品和成品的运输费用袁为了利
用城市的市政设施袁 以及便于交流科技成果和信息而积聚
在一起袁 产生空间积聚经济遥 经济积聚既是城市产生的根
源袁又是推动城市从兴起到扩张的基本动力遥城市工业的发
展和产品的繁荣所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会吸引乡村人口涌向城市袁 从而促进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发
展遥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又必然引起第三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袁
并且进一步吸引人口来到城市遥 这样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
促进袁两种产业区位在空间形成复合体袁导致核心的快速发
展袁这个阶段城市完全容纳了人口和产业的积聚遥整个城市
区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二元经济和空间结构袁 城市和乡村
之间缺少中间地带遥
2.2 核心扩张阶段要要要边缘区出现 城市规模扩大的一

种形式是地域范围的扩展袁 也就是城市地域向城市建成区
边缘蔓延袁这样被覆盖的地域逐渐地体现城市的物质尧文化
以及生活的特征遥

城市在经历核心的积聚发展之后袁 体现人口和产业数
量迅速增大袁原有城市的容量迅速饱和袁土地紧缺遥此时袁城
市迅速向周围扩张袁城乡的二元结构被打破袁城市的物质尧
文化与生活方式通过交通线路不断扩散到广大周围地域袁
使这些地域的经济活动和生活发生很大变化遥 城乡之间的
交流袁城乡之间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袁重新配置各种生产要
素袁在城乡交界处形成一个人口密度很高尧经济活动范围很
广的城乡混杂区遥 城乡混杂区外围又会出现一些对城市扩
张有感应的敏感区遥 这些混杂区中靠近城市建成区的一部
分很快转化成为城市的用地袁 外面的一部分和敏感区则转
化成为边缘区遥随着城市核心的不断发展和扩张袁一些边缘
的地区又逐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袁具有城市的特征遥城市的
增长在此时表现为单一自发式的圈层式增长袁 具体为城市
核心区扩大袁扩张区不断转换为核心区遥

城市边缘区在这个阶段出现袁 但此时的城市边缘区也
只是一个相对的尧不稳定的地域遥它的相对和不稳定来源于
城市的相对和不稳定遥 城市在没有达到它的容量饱和之前
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袁 扩张的地区以及敏感区在不同的
时序中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袁扩张的地区会成为市区袁敏感
区成为新的扩张区袁直到城市达到它的最佳规模和容量遥这
一阶段城市边缘区还不能成为稳定的独立体袁 它不断地被

城市吞噬袁又不断地吞噬乡村遥 它是一个动态的野 流体冶袁一
部分边缘区流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袁 一部分紧邻的乡村地
区流入成为边缘区遥
2.3 核心扩散阶段要要要边缘区形成 城市达到一定稳定

规模后袁城市核心区不再成为企业最佳的生产区位袁城市的
边缘地区由于低廉的地租和良好的交通而成为最好的生产

地区遥多种因素对城市扩散的程度产生影响袁其中交通成本
是重要的一个遥 交通成本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设施的改
善而持续下降袁在城市发展的初始阶段袁交通成本的降低导
致经济活动在城市中积聚并形成城乡二元结构袁 当交通成
本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城市中企业和工人向外扩散遥
由于交通成本的低廉袁 企业及产品可以在更远的空间中进
行交流袁分散成为可能遥 当积聚不经济超过积聚经济袁在便
利的交通帮助下导致城市积聚的降低袁企业和人口向外扩散遥

都市的积聚不经济和交通费用的降低导致了城市的企

业和人口的近域扩散袁 而近域扩散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心
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和发展遥 这些城市边缘地区不仅疏散了
中心城市的企业和人口袁 而且使中心城市的功能置换成为
可能遥城市边缘区由于有大量低廉的土地袁良好的环境和相
对便捷的交通而成为城市企业和人口郊区化的最好选择遥
此外袁由于中心城市有较大的进入门槛袁会阻碍一些企业和
人口的进入袁而城市边缘区的门槛相对较低袁对周围人口和
企业的吸引和利用更加可行袁 可以较大范围地吸收各种可
能的资源袁 从而成为小企业进入城市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
中转站遥这样城市郊区化和农村城市化在城市边缘区汇合袁
从而促进城市边缘区的发展遥
3 城市边缘区的特征

3.1 边缘性 首先袁 城市边缘区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
过程中袁具有极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袁它既是城市的边缘又
是农村的边缘遥从城市边缘的内圈层到乡村边缘的外圈层袁
城市与农村各种要素尧景观尧地域特征以及功能呈现一定的
梯度变化袁改变了城市乡村二元的分裂特征袁具有连续性的
特点遥 城市近域受城市影响强烈袁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尧思
想观念以及产业尧建筑景观等等十分类似城市遥 到外圈层袁
人口密度较低袁建筑物保持更多的农村自然景观袁各种社会
化服务体系以及市政设施远不如内圈层袁 农业生产水平和
集约化程度较高袁与乡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遥
3.2 复合型 城市边缘区是二元结构的混杂体袁 具有一定
的复合性遥 首先袁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混住袁由郊区化而转
移来的城市人口和农村城市化而来的农村人口与本地居民

混居遥其次袁由城市扩散和郊区化而转移过来的工业和由此
而带来的商业需求使得地区景观具有城市的氛围袁 与原先
的乡村景观交错遥 第三袁城市边缘区是人口尧劳力尧资金尧生
产比较集中的地区袁 利用城市的巨额需求和便捷的交通运
输袁在原有第一产业的基础上紧密依托城市发展第二尧第三
产业袁出现生产力结构层次和经济成份多样化遥 第四袁城市
边缘区有大量廉价土地袁是环境优美袁交通便捷的地方袁从
而引发市民和产业郊区化遥另外袁城市中心的强辐射能力和
城市的郊区化袁使得城市先进的技术尧观念尧文化和生活方
式等扩散到该地区袁从而引起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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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公平分配者遥在农地征用中袁地方政府不仅是博弈制度
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袁也是利益的博弈者袁利用享有制度设计
的权力首先抢得博弈的主动权遥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袁很容
易导致地方政府以公权谋取自我利益的现象出现袁 尤其是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袁 政府作为制度设计者的代理人为了
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袁 难免会使制度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倾斜袁从而进一步控制博弈过程袁使自己在未来的利益分配
中处于优势地位[16]遥
3 结语

在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信息不对称且地方政府行为

缺乏有效制度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袁 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
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袁 不仅制度的设计原则受到地方
政府的支配袁 而且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权威性和范围的稳定
性也受到了地方政府利益的挑战遥 在政府主导的强制征用
土地的博弈过程中袁 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强政府要弱农
民的力量对比态势以及地方政府利用制定规则和实施规则

的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进行寻租的行为袁 这些因素
是使农民成为博弈过程中失败者的根源袁 最终导致地方政
府和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博弈成为了对于农民的一场零和博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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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慧芳.论有限政府视野下我国征地制度的理性构建[J].中国行政
管理袁2004渊 12冤院15.

[9] 张洪武.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袁
2006渊 5冤院45.

[10] 李世平袁江美丽袁孙寒冰.失地农民贫困现状缘于中国农民权利贫
困[J].农村经济袁2006渊 1冤院28.

[11] 何格袁欧名豪袁张文秀.合理安置失地农民的构想 [J].农村经济袁
2005渊 1冤院44.

[12] 肖屹袁钱忠好.交易费用尧产权公共域与农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
侵害农村[J].经济问题袁2005渊 9冤院62.

[13] 汪大海袁吴至翔.征地博弈与土地新政要要要江苏 员缘园位农民与国土
资源部对簿公堂引发的思考[J].决策袁2005渊 4冤院47.

3.3 变异性 城市边缘区受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影响袁社会
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遥 首先袁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袁城市
郊区化和农村城市化使本区以外的人口流动到边缘区遥 其
次袁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袁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袁工商业的比
重大幅增长袁形成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经济结构遥 第三袁职
业结构的变化袁尤其是内圈层袁居民不愿从事第一产业袁劳
动力逐渐转向二尧三产业遥 第四袁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的改
变遥 第五袁空间地域由农村地域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地域遥 第
六袁思想观念的转变遥城市和郊区化对该地区居民的思想观
念影响巨大袁 使该地区的居民在精神层面上逐渐脱离农民
的观念遥
3.4 土地利用多 城市边缘区位于连片建成区和几乎完

全纯农业腹地之间袁是土地利用发生转变的地区遥边缘区区
位特点决定土地利用类型复杂多样袁 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和
农村土地利用类型相互共存尧相互制约遥 从建成区尧边缘区
到乡村表现为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向农村土地利用类型逐渐

演变袁呈现距离衰减的圈层构造特点遥城市边缘区由于地理
位置优越袁土地适应性强袁不断接受城区传递过来的物质尧
信息流袁加上土地价格相对便宜袁吸引城区一些工业部门开
办商品批发市场尧物资流通集散中心袁建设居住小区袁在农
业用地上产生新的城市用地生长点或轴线袁 以此为据点扩
展延伸遥 而边缘区农业景观虽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农业特
征袁但逐渐演变成城区服务的城郊型农业遥
4 结语

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和产生实质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

必然现象袁 符合弗里德曼根据赫希曼的区域增长极理论提

出的区域发展的核缘模式遥 弗里德曼构建了区域经济连续
过程的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 4个组织过程院前工业化时期袁
以农牧矿业为特点曰工业化初期袁形成相对单一的空间经济
二元核缘结构曰 工业现代化阶段袁 在边缘区域出现增长次
核袁区域形成复杂的多元核缘关系曰最后阶段袁建立多极体
系的核缘关系袁区域发展均衡稳定遥城市边缘区就是弗里德
曼构建的区域经济发展 3尧4阶段出现的打破二元结构的地
域空间遥通过城市增长中心的野 涓滴效应冶袁城市和区域间可
以从绝对的非均衡状态走向相对的均衡状态袁 从而最终实
现空间经济一体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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