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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边缘镇逐渐被纳入

城区，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在此动态发展过程中，边缘镇与中心城之间出现功能衔接、

空间衔接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本文选取地处快速城市化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急

剧拓张的苏州市边缘镇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边缘镇的功能及空间发展历程为线索，

以功能、空间分析为手段，分三阶段研究苏州市边缘镇发展的背景、功能特点、空间

特点，并对当前苏州市边缘镇所面临的功能及空间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完

善对策。本文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揭示苏州市边缘镇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分析其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当前及未来边缘镇规划及建设提供完善思路。

论文共计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阐明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研

究方法。第二章从边缘镇的概念出发，明确边缘镇的特征及其发展的动力机制，根据

边缘镇与中心城的关系演变过程对边缘镇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第三章对边缘镇的相

关理论及规划实践进行研究与综述。第四、五章对苏州市边缘镇功能、空间的发展历

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探讨苏州市边缘镇未来发展方

向与完善原则，进而给出相关问题的完善对策。第六章对本研究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

并提出研究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苏州，边缘镇，功能，空间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and globalization,accompanied

by the rapid devebpment ofcities，fringe towns gradually been incorporated into inner city

and become part ofinner city．In this dynamic proces，there are a series ofcontradictions

between fringe towns and inner city,such as func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spatial

contradictions．For this reason this research selectes finge towns ofSuzhou which are

located in rapidly urbanized area，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urban rapid extension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research tak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unction and

space as clues，Bse the functional and spatial analysis as atool,studi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functional features，spatial features ofSuzhou fringe towns in three stages，

analys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function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fringe towns，provides

solutions to the contradictons．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the fi-inge Suzhou towns、

development form the edge area to the central are in a dymmic perspective，alialyses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s offunction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fringe towns and provide

some better idea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fringe towns．

There are 6 chapters in this research．Chapter I clarifies the meaning ofresearch,

research objectives，research and research methods．Chapter II defines the concept of finge

towns，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ymmic mechanism offringe towns，divids the

development offringe towns in to 3 stages according the relationship evolution between

fringe towns and inner city．ChapterⅢsum up planning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n fringe towns．．C hapter IV&V reviews the fringe towns、deve lopment history of

function and space，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s，discusses fringe

towns’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future devebpment improvement．

provides some better idea to the solution ofcontradictions．Chapter VI summarizes the

conclusions ofthe research,and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the

researc h．

Keywords：Suzhou，fringe towns，function，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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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第一章绪论

1．1．1研究背景

(1)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乡一体化势头日益显著

长三角地区是指以上海为龙头的江苏、浙江经济带，共有15个地级市及1个直

辖市。这里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总量规模较大、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

经济板块之一。长三角地区2008年的GDP达到53952．91亿人民币，约合7877．1249

亿美元。2008年度统计数据表明①，长三角地区占全国土地的1％，人口占全国5．8％，

创造18％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国23％的财政收入和21．3％的外贸出口@。

就城市化水平而言，截至200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为57％@，已经处于快速

城市化阶段，城乡一体化势头日益显著。在城市化过程中，边缘镇兼有乡村和城市的

特点，是城市化推进的前沿地带，区位优势有目共睹。由于边缘镇既能享受中心城便

捷交通、资金政策优惠等条件，又拥有相对低廉、充足的土地资源，因此边缘镇是城

市发展的重要地区。但边缘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快速拓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与中心城出现种种摩擦与碰撞，使边缘镇成为矛盾与问题的多发区。因此，有必要对

长三角地区边缘镇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所遇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表1苏州市、江苏省及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水平一览表

珠三角(2005) 环渤海(2005)
地区 苏州(2008)。 江苏(2008)@ @ 长三角(2005) o

城市化水平 66％ 54．3％ 56％ 57％ 47．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qndexchJltm
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2008年版

哪数据来源：http：Hwww．china．tom．cn／economid小uaniJ／gyhjcbg／2007—09／ll／content_8858905．h咖
回数据来源：苏州市统计局http：／／www．sztjj．gov．cn／伽j／2008／tjnj．h佣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http：Hwww．issbgov．cn／jstj／jsnj／2008／1jnjhtm

哪数据来源：http：Hwww．china．tom．cn／economi c／zhuanli／gyhjcbg／2007-09／ll／content_8858905．h们
∞数据来源：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出uanli／gyhjcbg／2007-09／1l／content_8859294．h咖

1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绪论

图1长三角地区城市分布围

(2)苏州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苏州市边缘镇的问题具有典型性

20G8年长三角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万亿o，其中仅苏州市就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6701亿元，占长三角地区总量的12．41％，位列长三角地区1s个地级市第一，

仅次于该区唯一直辖市上海市o。可见，苏州市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地位举足轻

重。同时苏州市在建国后60年的发展历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既具有典型性，一方面它

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历程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它也

存在着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城市问题，是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城市

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各类问题的典型代表o。

田2 1978--2008年苏州市三次产业比变化一览囤。

”数据来源：httpJ／删w女a∞哳1¨h COm／zs州200913-12／0931295325AIEHC]CHAJ5E8HEl00F06 2btml

8数据来源：苏州市统“月网站

“吴永生Ⅱ苏省城乡统筹的卒问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南京师范人学，2∞5
。图片柬源·作者根据狮年<苏州市统计年鉴》综台绘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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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边缘镇的作用日益突出。边缘镇中各类型企业从

七八十年代的公社生产组、乡镇企业到现在的大型企业集团，从改革开放之初仅是计

划经济有益补充到现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不昭示着边缘镇、

尤其是在边缘镇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各类企业，已经成为苏州市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边缘镇同时还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部分，以往重城市、轻乡镇的建设思想①废

除后，尤其在工业区、开发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边缘镇的城镇空间也在快速扩张。

因此，有必要对苏州市边缘镇发展轨迹进行分析与研究，找出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完

善策略。这不仅关系到苏州市边缘镇的发展前景，更关系到苏州市的可持续发展。

(3)现有理论不能完全解决苏州市边缘镇快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国外对边缘区及小城镇建设的理论已有较广泛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理论大多针对

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由于中西方国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这些理论难

以在中国应用。而国内相关理论大多针对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在卫星城建设中所遇到

的问题，对于苏州这类二级城市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边缘镇所遇到的问题适用性也欠

佳。因此现有理论不能完全解决苏州市边缘镇快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1．2苏州市概况

从区位来看，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东南部，长江入海口南岸，是长江冲击平原的

组成部分，东邻上海、南界浙江，西濒太湖，北枕长江。从气候上来看，苏州地处温

带，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从城市品牌来看，

苏州湖光山色秀美，物产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

是著名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一、“丝绸之府"，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苏州

市市域面积8488平方公里，2008年底户籍人口629．75万。下辖张家港、常熟、昆山、

太仓、吴江5个县级市和平江、沧浪、金闻、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吴

中、相城7区。市区面积165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38．21万@。

(1)历史悠久

。吴江加快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http：／／www．js．xinhuanet．com／wujang／2006-08／22／content_7845353．h们
。苏州——中国网http：／／www．ohina．com．cn／aboutchina／小uanti／2008．09／19／content_16506824．htm
曲数据来源：苏州市统计局、苏州市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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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3宋平江围。

苏州市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历经沧桑，城址未变，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

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9全市现有市级阻上文物保护单位487处，其中田家级15

处、省级101处o。苏州市现存完好的古典园林60余处，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

环秀山庄、沧浪亭、辫子林、艺圃、藕园、退思园等9座园林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昆山周庄、吴江同里、角直古镇、木滨古镇等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充满

江南水多特色。

(2)工业发达

改革开放后，苏州的经济焕发生机。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苏

州成为“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田对外开放的重点逐渐由南向

北转移，苏州凭借其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以大规模引进外赉为契机，进入开放型经

济全方位发展的历史时期o。苏州市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次产业比例从

1978年的281：55 7：16．2，调整为1990年的17 3：61 0：21 7及2003年的2．8：

631：341，2008年调整为1．6：62 0：364。工业化进程加速o。苏州市2008年实现

工业总产值19040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15950亿元．全市工业用

电量695 7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8 2％。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1020亿元，增长

28％$。

柬平Ⅱ圈http：／／baih抽ldu∞m／',lewl44SS79 hh

t文化遗产苏州古城’犏委会扬卫泽文化遗产苏州古城古吴轩出版社2003

名墟苏H hTtp：／[calke baidumm／uew／59735 h¨

马耐平透视苏州发展模式现代经挤操索2005,(9I【J】
＆据来源z历年(苏州绕H年鉴’

数据来源： ‘苏州统计年鉴200e)hnp，一⋯qJgotm，嘶jnoo吖嘶J^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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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78--2DD8年苏州市三次产业比变化一览田。

图5 1990--2000年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变化示意图。

圈61990---2000年苏州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变化示意圈。

：：{撩《；黯艨粼；；；鬻篓蓑：
。图片来谭：作者根据历年‘苏州市统计年鉴，综☆绘{}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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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旨在科学把握边缘镇的概念、特征、发展动力机制与发

展背景的前提下，回顾与总结苏州市边缘镇功能与空间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分析边缘镇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完善策略，

促进苏州市边缘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就研究的理论意义而言，目前国外边缘镇、边缘区的研究背景大多基于西方国家

的国情，与中国国情存在较大差异。而国内边缘镇、边缘区研究大多着眼于国内特大

城市中卫星城的建设与发展。这些理论在苏州市这种快速工业化、城市快速扩张的地

区并不适用，因而研究苏州市边缘镇的发展可以对边缘镇、边缘区的相关理论进行完

善，使其更加符合苏州市的实际情况。

(2)现实意义

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苏州市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具有重要地位，

研究苏州市边缘镇城市化过程中功能与空间方面出现的问题，对于长三角地区甚至东

部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的边缘镇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1．3研究内容

1．3．1明确边缘镇的相关基础认识

边缘镇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因此本研究的首要内容就是明确边缘镇的相关基础认

识。这部分主要包括边缘镇概念、边缘镇特征、边缘镇发展动力机制、边缘镇发展阶

段研究等内容。

1-3．2分析及解决苏州市边缘镇功能的现存问题

苏州市边缘镇在发展过程中，边缘镇功能与中心城功能总是相伴发展，既存在合

作关系又存在竞争关系，边缘镇与中心城之间难免出现功能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

有必要对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找出当前苏州市边缘镇

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功能问题并分析其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对策。

1-3-3分析及解决苏州市边缘镇空间的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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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边缘镇发展至今，在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边缘镇与中心城存在着功能上的

矛盾，而空间作为功能的载体，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空间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影响边

缘镇的可持续发展，因而也有必要对边缘镇空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找

出并分析空间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对策。

1．4研究方法与研究路线

1．4．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本研究中，文献研究首先要查阅相关规划理论专著，整理归纳边缘镇相关规划理

论，分析其特点与适用范围。其次要查阅苏州市边缘镇相关的市志、镇志、古旧地图、

统计年鉴等，梳理苏州市边缘镇发展历程。

(2)比较研究

在本研究中，对苏州市边缘镇发展历程的梳理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各

阶段间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空间的特征，进而分析苏州市边缘镇发展的历程。

(3)实证研究

对归纳总结出的苏州市边缘镇的问题进行实践探寻，“解剖麻雀"，选取具有典

型性、代表性的边缘镇进行实证分析。

1．4．2研究路线

本研究的研究路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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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1 H边缘镇发展基础认识H一． 二：：二 ．I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
与规划实践综述

：乜竺蛩土 I．II t．．．．．．．．．．．．．．．．．．．．．．．．．．．．．_J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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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完善原则

功能完善对策

发展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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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完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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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研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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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边缘镇发展的基础认知

边缘镇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作为研究基础，需要对边缘镇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全

面认识。因此，本章从边缘镇的概念与特征入手，阐明本研究中边缘镇的基础概念，

在此基础上对边缘镇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然后，根据边缘镇动力机制的变化，对边

缘镇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为苏州市边缘镇发展历程研究做好铺垫。

2．1边缘镇概念与特征

2．1．1边缘镇的概念

边缘镇是指在中心城边缘区范围内，空间上与中心城距离较近、功能上承接中心

城功能转移的建制乡镇。从边缘镇的空间位置来看，边缘镇紧邻中心城，具有良好的

区位及交通条件。从边缘镇的功能发展情况来看，中心城的外迁功能大多优先向边缘

镇转移，这一过程大大推动了边缘镇的功能发展。从边缘镇的发展条件来看，边缘镇

既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及优良的交通条件又能优先接受中心城的辐射带动，发展优势

明显。从边缘镇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边缘镇城镇空间的扩张与城镇功能的完善，边

缘镇大多被纳入中心城区，成为中心城区的组成部分。

2．1．2边缘镇的特征

基于边缘镇的概念及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边缘镇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点，分别

为资源丰富性、发展互动性、中间过渡性及发展动态性。

(1)资源充足性

边缘镇相对于中心城及其它小城镇而言，其发展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及区位条件

显得特别优良。首先，相对于中心城而言，边缘镇拥有充足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这

使之有拥有足够的空间资源承接中心城的功能转移。其次相对于普通小城镇而言，边

缘镇紧邻中心城，拥有优良的区位条件及便利的交通资源，这使之能够先于其它小城

镇发展起来①。

(2)发展互动性

边缘镇与中心城之间存在发展互动性，这种互动性表现为两方面，即相互协助与

相互竞争。就相互协助而言，中心城具有丰富的资金、技术、优惠政策等优势，而边

。顾朝林等著．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M1，科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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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镇具有数量丰富、价格低廉的土地资源、便捷的交通条件等优势，两者在发展过程

中相互协助，形成良性互助局面。而就相互竞争而言，中心城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挤

占边缘镇的土地资源、优先吸引外来投资，同时边缘镇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提高，对

外来投资的吸引度也随之提高，使得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心城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

(3)中间过渡性

边缘镇地处中心城与农村的过渡地带，就功能而言，边缘镇依托自身的优势条件，

成为中心城功能转移的优先迁入区，功能上兼有城市与小城镇的双重特征，因而功能

上成为中心城与普通小城镇的过渡地区。就空间而言，边缘镇既呈现出“高楼大厦"

的城市化趋势，也留存有“镇中村’’等典型的农村地区空间特征，因而空间上也是中

心城与农村地区的过渡地区@。所以，边缘镇在功能及空间方面均呈现典型的中间过

渡性。‘

(4)发展动态性

从边缘镇的发展历程来看，边缘镇始终处在不停的变化过程中。这种现象体现在

两方面。首先，边缘镇的群体是在不断变化的。边缘镇是属于城市边缘区内的小城镇，

而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城市边缘区也在不断扩大，进而

导致了边缘镇的群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边缘区的扩大，不断有新的小城镇成为

边缘镇。其次，边缘镇的功能与空间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在此过程中边缘镇自身

功能与空间在不断完善，同时也不断的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与新问题。所以，边缘镇

的发展动态性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2．2边缘镇发展的动力机制

边缘镇的发展是·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性的过程，受多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

从边缘镇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主要包括内部动力、外部动力、控制因素三方面。

2．2．1内部动力

内部动力是边缘镇自身的客观条件，同时还是边缘镇发展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

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历史因素等。

(1)土地资源

∞洪小燕．长江三角洲大城市近郊小城镇职能与结构的发展研究fD】．浙江大学，2006

。谢守红．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的形成演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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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边缘镇而言，土地资源是边缘镇发展的重要优势。在中心城发展的过程中，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成为制约中心城发展的因素之一，而对于紧邻中心城的边缘镇而言，

由于具有数量丰富、价格低廉的土地资源，使其成为优先发展地区。可见，自然资源

是边缘镇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区位条件

边缘镇发展的区位条件是指边缘镇与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根据距离衰减规律，

距中心城区距离越近的边缘镇，就越易于接受从中心城区辐射出来的各种优势资源，

越易于从中心城区取得信息、资料、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越易于发展和中心城

区配套协作产业。

(3)历史因素

边缘镇发展的历史因素包括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管理体制、政策法律条

件等因素，这些都会对边缘镇的以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历史遗留下来的产

业基础尤为重要①。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部分边缘镇具

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苏州市原吴县地区曾经就

是中国的丝织产业的聚集区，目前在原有产业基础上，该地区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丝

绸纺织业基地之一。这些地区的边缘镇依托原有的历史产业基础，更加易于形成具有

当地特色及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2．2外部动力

边缘镇发展的外部动力包括中心城性质与规模、行政区划调整情况、交通通信技

术水平等。这些因素是边缘镇发展的外部条件，对边缘镇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1)中心城性质与规模

中心城对边缘镇而言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力，在其辐射区内的边缘镇都受到中心

城的辐射与带动。由于中心城与边缘镇有着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凭借着这种

网络系统，中心城市与边缘镇之间保持着一种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因而中心城市

可以凭自身的经济及综合实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信息等)带动边缘镇的发

展，在此过程中中心城的性质与规模展起到重要作用。

(2)行政区划调整情况

。连德宏．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ED]．浙江大学，2007，(05)

雪谢守红．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的形成演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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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镇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对边缘镇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在

多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中，对边缘镇发展有重大影响主要是县(市)设区(开发区)

及乡镇合并①。就撤县(市)设区而言，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原本较难得到中心城各

种资源支持的边缘镇一夜之间成为中心城的一部分，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实现城镇

的跨越式展。而就乡镇合并而言，相邻乡镇通过合并扩大了镇域范围，使得优势资源

更加集中，有利于边缘镇的快速健康发展。可见行政区划调整对边缘镇的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

(3)交通、通信技术水平

边缘镇的交通水平主要指边缘镇与中心城市间的交通便利程度。边缘镇所处的特

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较好的交通可达性。边缘镇与中心城市进行物质、能量、

人员交流的方便程度和便捷程度都较高，进行社会经济和技术交流的机会和发展潜力

都较大。通讯技术的进步对边缘镇发展影响也较为明显，借助便利、快捷、低成本的

通讯技术，很多过去只有大都市才能进行的工作，如今在边缘镇通过便捷的通讯网络

亦可办到。这些都会大大的促进边缘镇的发展国。

(4)外来投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

海地区，成为外来资本进入的热点地区。外来投资大多进入工业、制造业领域，而由

于中心城土地稀缺、价格高昂，大量外来资本纷纷投向土地成本相对低廉、交通便利

的边缘镇。正是由于这些外来投资的大量进入，大大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边缘镇的发

展@。

2．2．3控制因素

边缘镇发展控制因素包括宏观政策与管理制度、生态安全等。控制因素是从区域

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边缘镇的发展进行控制，保证区域内平稳、快速、合理的发展。

(1)政策与管理制度

政策与管理制度是指各级政府为发展地区经济，保证地区城镇化的科学、合理发

展，而给予所辖的某一地区或某一城镇的政策或管理制度。某些政策及管理制度的目

的是促进部分地区的发展，某些政策与管理制度的目的是适当控制部分地区的发展。

④如1990年我国确立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邹瑁．当前我国战略规划层面上城市地区空间结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5，los)

窜连德宏．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7，105)

。叶忱．大城市边缘区小城镇成长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DJ．南京农业大学，2001

。连德宏．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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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策，给浦东优惠的政策，这些政策就大大的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与之相反的，

国家曾经实施的“发展大城市，控制中小城市刀的城市发展政策就一度对小城镇、边

缘镇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

(2)生态安全

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生态和谐的基础上的，没有宜人的、和谐的生态环境就没有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边缘镇作为中心城最重要的生态背底区，其生态系统的安全、

稳定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心城乃至区域的生态安全。因此，保证区域生态安全的原则对

边缘镇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①。

2-3边缘镇发展的阶段划分

在边缘镇的发展历程中，边缘镇与中心城的关系是边缘镇的重要特征之一。边缘

镇与中心城的关系主要包括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两方面。基于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

不同的发展机制对边缘镇与中心城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内曾经出现过筛网机制、

溢出机制及结伴机制三种特色鲜明的发展机制。对应这三大机制，可将边缘镇的发展

历程划分为城镇主从、城镇主辅、城镇协作三阶段回。

2．3．1城镇主从阶段

城镇主从阶段，中心城与边缘镇之间存在人为设立的制度门槛，形成对城镇间的

各要素流动进行甄选的“筛网机制”，将优秀资源截留在城市而将劣势资源摒弃在乡

镇，使得城镇间差距日益扩大。在这种背景下边缘镇自主发展权非常小，各方面只能

从属于中心城，因此从中心城与边缘镇的关系角度来看，此阶段属于城镇主从阶段。

在此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快速发展，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此过程中城镇关系

却越发紧张，筛网机制导致的城镇矛盾日益严重，边缘镇被孤立起来，始终处于从属

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停滞@。

。连德宏．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D1．浙江大学，2007，(05)

。张立艳．建国以来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1．．东北师范大学，200S．

。万太勇．中国城乡关系与城乡合治【D】．四川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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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8筛网机制示意围。

(1)政治背景一破旧立新的混沌期
城镇主从阶段，就宏观政治背景来看，农村基层组织重建、发展农村互助组、城

镇二元户籍等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政治局面走入破旧立新的混沌期o。

1954年开始办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土地等生产资料被折价八股，统一使用，

分配则按各家土地和劳力多少，初级社实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1956年开

展为农业合作社运动高潮中，农村的初级社强制合并升格为高级社，实行按劳动计算

工分的分配制度。这一阶段，土地所有制由农民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制。1953年原有

高级社向全新的乡村社会组织一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一大、

二公、三拉平”(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贫富拉平)，公

社内部通过军事化、行动的战斗化和生活的集体化，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全

过程。由于公社规模比高级社大得多，原有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带上若干全民所有制的

成分。土改、粮食三定、公社二级一体化，使计划经济取代小农经济，国家政权延伸

到家庭层面。政权结构角度，由皇权国家机构转为渗透到乡村家庭层面的现代党政机

构。这在政治上使国家掌握了农产品牛产的命脉。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乡之何人口

流动予以限制，户籍制度成为影响中国城乡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此，城市化与工业化

脱节，走上一条“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供给制度、副食品

：g翥‰地区城镇形态演化研宄I纠东南大学2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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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险、劳

动保护等一系列制度都将公民划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民与居民两大身份不

同、待遇不等的经济利益集团，农民被彻底禁锢在己严重超载的土地上，不能自由流

动。“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格局被强化，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出。这在政治

上对乡村与城市间设立了不对等的发展条件，将大量人才截流在城市。

(2)经济背景——艰苦发展的恢复期

建国后，国家实施“赶超战略’’，设想在较短时期内，使国力大增，实现强国自

立的目标。因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

在国家干预下，地区经济发展集中于重工业和城市。工业“以钢为纲"，乡村被

排斤在工业化之外。“城市工业、乡村农业一的生产格局基本形成；同时，轻工业在

一定时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各地纷纷构建新的生产体系，抛开轻工业

优势，建立起各自独立的以煤炭和冶金为中心的对重工业倾斜的发展体系。重工业的

产业特征是投资建设的周期长，投资规模巨大。而当时中国仍处于低水平的传统农业

社会，1949年城市化水平只有10．5％，工业占份额只有34．4％，重工业无法依靠市场

积累来实现，只有通过国家干预，从农业等其他产业中吸取经济资源，降低重工业成

本，满足重工业积累。“以农养工"的指导思想成为建国后一系列乡村变革的重要前

提。 ‘

1953年底，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粮食的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

以及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①。定购、定

销、定产(简称为“粮食三定")，之后，食油、棉花、蚕茧等也陆续成为统购统销

的对象。初期，“三定”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转换器。一一方面，把农民“生

存工资"以外的剩余农产品收归国家，另。方面，用低价农产品的配给保证工业劳动

力的低工资和工业原料的低成本，使工业部门获得的垄断剩余利润进一步抽入工业。

实施统购统销以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从客观存在到严格管理。1955年边缘镇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私营商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合作经营，国营商业占据主

导地位，农民进镇经商受到限制。同年起只允许农村的蔬菜、鱼虾等土特产品进入市

场，自产自销，边缘镇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被逐步削弱。

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实施，虽然使得国家经济得以恢复，但同时也使得生产资本由

于计划经济而在城乡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将大量社会财富截流于城市。

2．3．2城镇主辅阶段

。国家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http'J／bbs．cqupt．cdu．饥，wFomIrI／I’oard∞n．php．?bid=229&id=1349&fi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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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主辅阶段是中心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种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溢出”，

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尤其是边缘镇的发展一段时期。对于城镇主辅阶段而言，主要是由

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有基于行政、制度的滤网机制消失，而导致的生产

要素的外溢。与其说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计划经济解体后

的生产要素报复性回流的结果。边缘镇的超速发展正是边缘镇得到的各类发展要素的

撤增的结果o。在此阶段，中心城在区域中虽然仍1日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溢出机制的

作用下，边缘镇的地位及作用已经有所提升，不再仅是单纯从属于中心城，而是在多

方面辅助中心城的发展o。

田9溢出机制示意固o

(1)政治背景——改革开放的开拓期

本阶段．国家政治局面逐渐放开，各种政策逐渐宽松，政治进入改革开放的开拓

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实施，政治上进入改革开放的开拓期，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政

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以实施。原本横亘于边缘

镇与中心城问的政策门槛迅速消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实施改革开放，从以前的“以

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进入社会丰义现代化建设阶段。

”外溢效应

htLp：JJdefine cnbmeWk¨o梆№b啦*⋯spxb帕rd州oH_№5‰4％96％e瞄啪自矾“95％88‰∞妇％¨
。吴怀连边缘性：中国社会结构性质分析．以重庆·合川市为倒lD】中两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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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刀的双轨经济体制轮廓，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是我国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阶

段①。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央“十四大弦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

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耍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

在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结

构为基础。

党的十五大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建设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

基本经济制度。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

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一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87年9

月，深圳市率先通过拍卖有偿使用土地，揭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990年，

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范土地使用。

至此，政治上的逐渐开放，为边缘镇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经济背景——迅速发展的繁荣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经历艰难蜕变后，进入迅速发展的繁荣期。这期间，乡

镇企业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渐显现，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铸就中国经济发展

的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

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这一发展方式被许多人称之为“苏

南模式”。这是一种内生型经济，是“农村推动型经济’’，使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

伐加快。这一阶段，轻纺等传统工业已有雄厚的基础，冶金、机械、电子、化惠、医

药、建材等新兴产业逐步形成规模，部分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90

年代初期以后以“出口一引进一出口"为基本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传统工业

加速技术改造，出口大幅上涨。

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http：／／www．huadu．gov．cn：80801was40／de切il?record=620&channelid=10904
。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特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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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主从阶段，产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乡镇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能源、造纸、

重化工等向长江流域转移，原分散的城市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以苏州市为例，现价工

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49亿元，1990年的564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3601亿元。

外向型经济独领风骚，以苏州市为例，实际利用外资1990年为1亿美元，2000年为

28．83亿美元，进出rl总额1990年为2亿美元，2000年为20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

104．81亿美元。个私经济开始步入快车道。1978年全市有个体劳动者345人，1985

年发展到4535人，1999年为23万人(个体工商户14万多户)，2000年为34．66万

人。2000年底全市私营个体登记注册户数达到17 86万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从1978年的1亿元，增长到19∞年的55亿元及2000年的516．34亿元。。

2．3．3城镇协作阶段

城镇协作阶段是指边缘镇与中心城问差距逐渐缩小，彼此问相互协作，关系趋于

平等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与边缘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发展过程中优势互补，

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进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发展的“结伴机制”。

结伴机制原意是社会促进的一种形式。指两个人或几个人结伴从事相同的一项活

动时(并不进行竞赛)．相互之间会产生一种刺激作用，提高活动效率。结伴机制最

重要的作用渠道为个体间的优势互补。例如，几个人一起跑步，比一个人跑略快一些，

轻松一些；学生独立完成作业，不如几个同学在一起做得快，做得好。在此阶段城镇

问也存在着结伴机制，城市与乡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发展过程中优势互补，最

终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o。

图10缩伴机制示意围o

：g#澍岖城镇聪“蚴”辅婵”
”锩磐裂“”““”““一”““““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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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背景——深化改革的创新期

在此阶段，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治进入深化改革的创新期。基层民主政

治制度持续深化，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并接轨国际游戏规则。

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基

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党内民主、村民自治、基层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和行政改革等四

个方面取得不凡的成就。

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

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

实现形式①。这进一步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攻方向。十六届三中全会

讨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为不断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

本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为中国内地在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这些政策的实施，为边缘镇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4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的规定载入宪法

修正案，使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回。2007年3月16

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从此获得平等保护。

至此，最后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几大政策性门槛被逐渐消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

平稳发展奠定了良好政治基础。

(2)经济背景——新旧交织的转型期

在此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逐步转型期。产业由资

源、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型，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

型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受宏观经济背景的影响，我国的工业产业大多数是高能耗、高污

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我国

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却使其迅速地消耗着本来就存量有限的资源，表

现出某种”涸泽而渔”的特点，因而也严重地受到自然资源状态的限制。根据世界银行

的估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

日本的11．5倍。2003年，中国GDP增长9．1％，全年实现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

总量的4％，但所消耗的资源量占全世界消耗资源总量的比重却成倍高于其所实现的

GDP量占全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其中，原油消耗2．5亿吨，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

。十六届三中全会报道http：／／news．sina．(：011'1．cn／z／sUszqh／

。聚焦物权法http：／／npc．people．oDm．cn／GB／28320／50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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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7．4％，原煤(消耗1s亿吨)为31％，钢铁(消耗2．6亿吨)为27％，水泥(消

耗8．2亿吨)为40％，氧化铝为25％。因此为维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向资

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趋势将不可阻挡①。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投资、出口以及消费刀三方面起推动作用o，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到上世纪末，中国的投资及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两者的增速远高于

消费增速。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带动经济的增长但也留下过度依靠出口的经济发展弊病。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形成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

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

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生产

者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

尤其是经历2008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由于出口疲软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

发展。因此，2008年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

需将是2009年“保增长一的根本途径，投资、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型已成为

必然趋势@。这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去“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

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一

一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表2边缘镇发展阶段一览表④

发展阶段 城镇关系机制 政治背景 经济背景

城镇主从 筛网机制 破旧立新的混沌期 艰苦发展的恢复期

城镇主辅 溢出机制 改革开放的开拓期 迅速发展的繁荣期

城镇协作 结伴机制 深化改革的创新期 新旧交织的转型期

2．4苏州市边缘镇发展阶段与边缘镇特征

2．4．1苏州市边缘镇群体发展历程

根据边缘镇发展各阶段的特征，结合苏州市实际发展情况，本研究将苏州市边缘

镇各发展阶段的具体时间确定如下。

表3苏州市边缘镇发展阶段及起止时间一览表@

发展阶段 起止时间

城镇主从 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城镇主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末

。不要对中国经济的实质问题看走了眼http：Hwww．gedahk．com／jdts_file．php硼d=11

。2008年：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如何协调发展http：∥矗nan∞-Sina．tom．cn／roll／20071225／08521885243．shtrTll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http：／／finance．people．tom．cn／GB／jnj／222／2322．．／
。作者基于相关研究总结提出

。作者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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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主从阶段——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中心城面积很小，苏州市边缘镇主要为苏州市郊区及吴县

部分乡镇。根据边缘镇的概念及其特征，并结合相关资料，本文认为该阶段苏州市边

缘镇共计11个，分别为郊区：娄葑乡、横塘乡、虎丘乡，长青乡；吴县：枫桥乡、

术渎乡、长桥乡、跨塘乡、斜塘乡、浒关乡、陆墓乡。

图11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群体示意图。

(2)城镇主辅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末

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中心城面积有了一定增长，同时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原

郊区及吴县部分乡镇被并入市区，成为高新区及工业园区，吴县更名为吴县市。在此

阶段，苏州市边缘镇主要为高新区、工业园区及吴县市内部分乡镇。根据边缘镇的概

念及其特征，并结合相关资料，本文认为该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共计24个，分别为高

新区：虎丘镇、浒墅关镇、横塘镇、枫桥镇；工业园区：娄葑镇、斜塘镇、跨塘镇、

唯亭镇、胜浦镇、郭巷镇；吴县市：长桥镇、陆幕镇、通安镇、东桥镇、蠡口镇、黄

埭镇、黄桥镇、太平镶、渭塘镇、东渚镇、藏书镇、木渎镇、胥口镇、越溪镇、长桥

镇、陆摹镇。

。图片米源：作者自干亍绘制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边缘镇发展的基础认识

固i2城镇主辅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群体示意图。

(3)城镇协作阶段——二十一世纪以后

进入二十一世纪，苏州市中心城面积增长迅速，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使得中心城的

辐射范围大大增加。同时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原吴县市撤市设区成为相城区及吴中

区。在此阶段，苏州市边缘镇主要为高新区、工业园区、相城区、吴中区及吴江市、

昆山市内部分乡镇。在此阶段，苏州市乡镇合并势头迅猛，乡镇数量锐减。根据边缘

镇的概念及其特征，并结合相关资料，本文认为该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共计24个，其

中高新区：浒墅关镇、通安镇、东渚镇；工业园区：娄葑镇、唯亭镇、胜浦镇；吴中

区：木渎镇、胥口镇、光福镇、镇湖镇、东山镇、金庭镇、角直镇；相城区：东桥镇、

望亭镇、黄埭镇、渭塘镇、北桥镇、阳澄湖镇；常熟市：辛庄镇、沙家浜镇：吴江市：

同里镇；昆山：巴城镇、张浦镇。

图13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群体示意图“

‘图片米源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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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边缘镇发展各阶段苏州市边缘镇一览表。

城镇主从阶段 郊区：娄葑乡、横塘乡、虎丘乡、长青乡

(共计11个) 吴县：枫桥乡、木渎乡，长桥乡、跨塘乡、斜塘乡、浒关乡、陆墓乡

城镇主辅阶段 高新区：虎丘镇、浒墅关镇、横塘镇、枫桥镇

(共计24个) 工业园区：娄葑镇，斜塘镇、跨塘镇、唯亭镇、胜浦镇、郭巷镇

吴县市：长桥镇、陆慕镇、通安镇、东桥镇、蠡口镇、黄埭镇、黄桥镇、太平

镇、渭塘镇、东渚镇、藏书镇、木渎镇、胥口镇、越溪镇

城镇协作阶段 高新区：浒墅关镇、东渚镇、通安镇

(共计24个) 工业园区：娄葑镇、唯亭镇、胜浦镇

吴中区：木渎镇、胥口镇、光福镇、镇湖镇、东山镇、金庭镇、角直镇

相城区：东桥镇、望亭镇、黄埭镇、渭塘镇、北桥镇、阳澄湖镇

常熟市：辛庄镇、沙家浜镇

吴江市：同里镇

昆山：巴城镇、张浦镇、

2．4．2苏州市边缘镇的特征

(1)边缘镇产业历史基础较好

从苏州市边缘镇的发展条件来看，早在明、清之前，苏州市就有“鱼米之乡一的

美誉，今盛泽镇一带就因苏绣成为远近闻名的丝绸之乡。伴随着京杭运河漕运的发展，

虎丘镇、木渎镇、胥口镇等镇又成为繁华的商贸重镇。如木渎镇因其地处水陆交通之

冲，加之商贸繁荣，更成为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必游之地。民国时期，东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苏州市的边缘镇在此阶段也得到迅速

的发展，形成一系列民族产业萌芽基地。如盛泽镇一带就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的纺织业

基地，浒关镇形成了矿山、冶金业基地@。可见，苏州市边缘镇产业历史基础较好。

表5建国前苏州市部分边缘镇产业基础一览表回

乡镇 年代 产业基础

盛泽镇、松陵镇 明、清之前 民间丝织

虎丘镇、木渎镇、胥口镇 清 水陆之冲、商贸重镇

盛泽镇 民国 现代民族纺织业萌芽地

浒墅关镇 民国至解放前 现代矿山、冶金业萌芽地

(2)边缘镇历史文物丰富，保护压力巨大

毋图片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口作者整理

国蒋永清．中国小城镇发展研究【D1华中师范大学，2001
国作者整理

23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边缘镇发展的基础认识

苏州市具有2500余年历史，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这些遗产不仅仅集中于苏州古城区内，还有大量历史文化遗产分布于苏州市各边

缘镇内。据不完整统计，仅苏州市高新区、工业园区的各边缘镇内就有省级文保单位

7处，市级文保单位26处。同时苏州市各边缘镇中还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3处、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处①。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方

面给边缘镇带来深厚的人文底蕴及不菲的旅游收入，但另一方面也为各边缘镇的发展

设定了一定的历史保护门槛。

表6苏州市历史文化名镇村分布一览表。

等级 名称 行政权属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3 同里 吴江市

处) 角直 吴中区

木渎 吴中区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同里 吴江市

(6处) 启直 吴中区

木渎 吴中区

东山 吴中区

光福 吴中区

西山 吴中区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 西山——明月湾 吴中区

处) 东山——陆巷 吴中区

(3)边缘镇发展并未明显落后于中心城

从苏州市边缘镇的发展历程来看，早在古代，苏州就是“鱼米之乡刀，各乡镇就

已非常繁华。建国前苏州市部分边缘镇如震泽、浒关等镇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民族工业

的萌芽；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就已经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聚集区，在木

渎镇首先形成了苏州市首个工业区；城镇主辅阶段苏州市的乡镇企业及工业区、开发

区大多地处各边缘镇内。由此可见苏州市边缘镇虽然在城镇建设、产业总量各方面落

后于中心城，但受惠于边缘镇优良的产业历史基础及灵活的发展思路，苏州市边缘镇

的发展并未明显落后于中心城@。

表7苏州市边缘镇与中心城发展对比分析一览表

发展阶段 边缘镇与中心城发展比较

建国前 部分边缘镇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萌芽地区

城镇主从阶段 临城边缘镇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聚集区

城镇主辅阶段 边缘镇是乡镇工业的发源地及工业区、开发区的诞生地

。资料来源：苏州市文物局

。资料来源：http：／／news-clq．com／a／20080309／001639．htm

。谭颖．苏州地区城镇形态演化研究【o】．东南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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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内外边缘镇相关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综述

基于前一章对边缘镇的相关基础认识，本章着重于对边缘镇的相关理论及建设实

践的研究，希望通过对相关内容的综述找到有助于解决快速城市化地区、尤其是苏州

这样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双快”城市发展所面临问题的理论。

3,1国内外边缘镇相关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3．1．1国外边缘镇相关研究现状

从国外的理论发展历程来看，涉及到边缘镇的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即城市

分散发展主义、城市集中发展主义及新城市主义。

(1)城市分散发展主义

就城市分散发展主义而言，其出现时间较早。这类理论主要是为解决大城市过渡

集中发展而带来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这类理论认为应当将大城市的城市功能向周边

边缘镇进行疏散，以较低的开发强度来换取更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而达到可持续

发展的目地。

田园城市理论

城市分散发展主义的思想来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9世纪末英国社会主

义空想家与乌托邦主义者E·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为克服当时城市无限发

展、大城市病的日益严重等问题提出“田园城市刀的概念①。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

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

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委员会受托管理。

城市中的所有土地必须归全体居民集体所有，使用土地必须交付租金。城市的收入全

部来自租金，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他主张用公园、

道路将城市分区，控制大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城市的增长靠在其周围“乡村”地带

不远的地方另一座新城镇，而新城镇也会有其自己的乡村地带。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形成一个环绕中心城市城市群，使整个组群中的每一个居民虽然一方面居住在一个小

镇上，但实际上是居住在一座宏而无比美丽的城市中。田园城市理论将城市周边地区

农村的地位提到较高位置，成为最早重视边缘镇作用的理论之一。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L东南大学出舨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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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4田园城市理论中的城市群构想围。

有机琉散理论

有机疏散理论是芬兰建筑师E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而

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该理论于1918年在编制大赫尔辛基规划时提出

的o。1942年出版(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他

认为今天趋向衰败的城市，需要有一个以合理的城市规划原则为基础的革命性的演变，

使城市有良好的结构，以利于健康发展。因此，沙里宁提出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

点。他认为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感受到

城市的脉搏，而又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是：把个人日常的生活和工

作即沙里宁称为”日常活动”的区域，作集中的布置；不经常的”偶然活甜的场所．不

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则作分散的布置。日常活动尽可能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活

动需要的交通量减到最低程度，并且不必都使用机械化交通工具。往返于偶然活动的

场所，虽路程较长亦属无妨，因为在日常活动范围外缘绿地中设有通畅的交通干道，

可以使用较高的车速迅速往返。有机疏散理论更加注重边缘镇在区域中的作用，将边

缘镇作为疏解城市功能的重要地区。

：：；粪％裟僦麓蹴寄裂制微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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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
图15大赫尔辛基规划(1918年r

广亩城市理论

1932年，美国著名建筑师赖特提出的rf亩城市成为城市分散发展主义的叉一代

表，充分地反映了他倡寻的美国化的规划思想。。赖特的广亩城市强调城市中的人的

个性，反对集体手义。突出地反映了本世纪初建筑师们对于现代城镇环境的不满以及

对工业化时代以前人与环境相对和谐的状态的怀念。他的广亩城，实质上是对城市的

否定。他呼吁城市回到过去的时代。而他的社会思想的物质载体就是广亩城市了。他

相信电话和小汽车的力量，认为大都市将死亡，美国人将走向乡村，家庭和家庭之间

要有足够的距离以减少接触来保持家庭内部的稳定。用他的话说，是个没有城市的城

市。他认为大城市应当让其自行消灭。他认为现有城市不能应付现代生活的需要，也

不能代表和象征现代人类的愿望，建议取消城市而建立一种新的、半农田式社团——

广亩城市。广亩城市理论提出利用小汽牟及高速公路作为交通工具．以解决郊区住区

做面临的交通问题，这一思路成为口后美国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模式。

图16广亩城市规划示意图4

1：i焉裟：i器：；黝絮舞盎箍：。。；
图片束源：http：／／洲w chinaqp com／spedat／pngguan／a rchitectumle／a rdlitecbJml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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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城理论

卫星城镇的理念上奉行分散发展的战略，将过度拥挤的老市区人口分教至市区周

围经规划的独立社区一卫星城镇之中。。第一代卫星城基本上是从属于母城的卧城，

只有简单的生活设施。第二代卫星城开始建有一定数量的工厂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三代卫星城更加独立演变为新城，具有多种就业机会。美、英、法、日等国在卫星

城和开发区规划时注重城乡一体统筹规划，以及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逐渐形成现代

化城市群。英国人艾伯克隆比于1944年丰持完成的大伦敦规划。其规划的丰导思想

立足于分散人口、工业和就业。每一座新城都有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居民曲工作及

日常生活基本上可以就地解决，足以保证全体居民就地居住。发达国家卫星城的发展

演变可用表8加以说明。卫星城理论着眼于在城市郊区选择建设数个小城镇以疏解

中心城人口压力，这种模式被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广泛采用，成为欧洲国家合理控

制大城市发展的丰要思路。

寰8卫星城发晨历程一览}护

人u规模 与母城距离 与母城交通
名称 卫星城功能

(万人) (公里) 连接方式

卧城 居住、简单生活服务 公路土干道

电气化铁路、高速
半独立卫星城 居住、生活服务、部分就业

公路

铁路、高速公路、
新城 居住、就业、服务

公路干线

夔
图17大佗救规划示意图(1944年)’

：耨if“”勰想史乳⋯““““⋯机“5
、图片来源：http：／／edua963∞州脯懈／8918J1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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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集中发展主义

城市集中发展主义强调大城市的作用，希望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集中发

展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理论并不重视小城镇、边缘镇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现代城市设想是城市集中主义的典型代表。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勒·柯布西埃。他

反对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霍华德等人的城市分散发展建设理论。主张用全新的现代

化的技术力量来改造和规划城市。勒·柯布西埃希望通过对太城市内部本身的改造，

使这些城市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认为传统的城市由于规模化增长和市中

心拥挤程度的增加，出现了功能退化。而市中心地区对各种经济行业又具有巨大的集

聚作用。只有通过技术改造来完善积聚功能。如城市交通拥挤问题，他认为可以提高

建设密度来解决。他认同采取建设大量高层建筑来提高城市的空间利用率。认为摩天

大楼是“人口集中，避免用地日益紧张，提高城市内部效率的一种橙好手段”。叶电

的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

圈18勒·柯布西耶的300万人口现代城市的城区设想草图。

(3)新城市主义

“新城市主义”是由PemrCakhotpe等提出的．针对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

以小汽车为导向的城市无序蔓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o。在杜区建设方面提出步行的社

区，建构棋盘式的街道网络而不是树枝状的道路网，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的人群混合

居住。

．。二恐麓舞麓．．甚￡竺篙％：兰：i：i麓：。。。；。。，．。．
：￡；§麓嬲g茹盎茹：镯絮簇嚣黜盅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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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主义者倡导建设紧凑型城市、回归“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重塑多样性、

人性化、社区感的城镇生活氛围，其核心思想为：重视区域规划，强调从区域整体的

高度看待和解决问题；以人为中心，强调建成环境的宜人性以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支

持性；尊重历史与自然，强调规划设计与自然、人文、历史环境的和谐性。“传统邻

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Neighborhood Development，TND)和搿公共交通导向发

展模式”(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是新城市主义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

两者都体现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的最基本特点：紧凑、适宜步行、功能复合(多样化)、

可支付性以及珍视环境；促进城市重新开发，中心区再次兴旺，保护农业用地，限制

农村土地大量开发，提高城市密度，主张土地开发功能混合，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意

味着可以在更方便的通勤距离内提供更多工作、日需品、服务和休闲娱乐的选择。

表9国外边缘镇相关理论研究对比一览表①

类型 提出时间
’

针对问题 边缘镇发展策略

城市分散发展 19世纪末 城市过渡集中发展所带来 以居住、工业为主要功能发展边

主义 问题 缘镇

城市集中发展 20世纪30年 城市过渡集中发展所带来 将边缘镇视作农业型小城镇，并

主义 代 问题 不重视其在区域发展中作用

新城市主义 20世纪90年 城市过渡分散发展所带了 将边缘镇视作城市社区，以

代 问题 TOD及NOD模式进行发展

对于国外边缘镇相关理论而言，从这些理论的研究背景来看，这些城市的土地资

源相对丰富，并不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供建设土地如此稀缺；从其所解决的问题来

看，这些理论大多是解决城市过渡集中或过渡分散时所出现的问题；从这些理论对边

缘镇的功能定位来看，大多定位为大城市、中心城的居住型社区或农业型小城镇。

3．12国内边缘镇相关研究现状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大城市的发展，国内规划界也逐渐将目光投向

边缘区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1)边缘区小城镇发展机制研究

江曼琦⑦等对大都市郊区小城镇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发展机制进行总结。杨贵庆@结

合无锡市域内洛杜镇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江南地区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发展的特点。

苏海龙④通过对郊区化背景下上海市边缘区小城镇空间发展模式的研究，从人居环境

可持续发展方面对空间发展模式进行评价。

o作者自行整理分析

雪江曼琦．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发展动力初探【J】城市，1992，(01)．口杨贵庆，熊健，惠字．市场经济体制下江南地区大城市周边小城镇的发展特点、问题和建议·以无锡县洛社
镇为例【JJ城市规划，1994，(04)．

曲苏海龙．上海市边缘区城镇空间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评价【J】城市规划汇刊，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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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缘镇规划方法研究

庞永师。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指出要编制统一科学的城镇规划，分片建设，使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化，并认真执行。杨帆、陈秉钊@通过对上海郊区小城镇规

划的分析，提出兼顾相对公平与整体效益最大化是大都市地区城镇发展规划的出路。

(3)卫星城建设研究

随着中心城区的发展，单中心发展模式的问题日益显现，我国一些大都市开始尝

试在郊区建设“飞地型”的副中心——卫星城。学者们也开始对卫星城镇建设的探索。

如：黄福祥@对广州市卫星城镇建设区域分析和问题的研究。黄文忠等④写成一部探索

上海卫星城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专著，提出城市化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而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需要建设卫星城。

(4)大城市郊区化研究

以往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大城市郊区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自然

要涉及郊区小城镇。宁越敏较早论及郊区城镇化问题，探究历史时期上海地区城镇的

发展，并总结建国以来上海郊区城镇化的特点及动因。陈先毅、宁越敏@以上海市为

例对大城市郊区城市化进行研究，系统深入地总结出大城市郊区城市化机制。张水清、

杜德斌@对上海郊区城市化模式进行探讨。石忆邵⑦探讨上海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郊区

功能定位、“三集中"策略的实施效果、城乡结合部社区转型等系列问题。

(5)其它方面研究

如宁越敏等@构建小城镇人居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对上海郊区3个小城

镇进行案例研究，剖析小城镇人居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出小城镇人居环境发展

的一般性规律。刘君德等@以位于当时上海城市边缘区的真如镇为例，研究大城市边

缘区社区分化整合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出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推进大城市边缘区

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

就国内研究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首先，国内研究大多集中于北京、上海、

广州等综合型区域中心城市，而较少关注苏州这种以工业为主要发展动力的二级城市。

o庞永师．城市发展进程中周边小城镇规划建设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J】城市规划，2002，(10)．
窜杨帆，陈秉钊．相对公平与整体效益最大化——上海大都市地区城镇发展规划的问题与出路【J】城市规划汇

刊，2003，(05)．

@黄福祥．广州市卫星城镇建设区域分析和问题研究【J】经济地理，1990，(02)．

国黄文忠．上海特大城市卫星城发展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01)．

固陈先毅，宁越敏．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城市问题，1997，(03)．
固张水清，杜德斌．上海郊区城市化模式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1，(04)．

∞石忆邵．小城镇发展若干问题fJ】城市规划汇刊，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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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关研究对国内边缘镇发展过程的分析较少，没有从边缘镇的演化过程去分析

边缘镇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心城的一系列问题。

3．2国内外边缘镇建设实践现状综述

3．2．1国外边缘镇建设实践现状

从国外边缘镇建设实践情况来看。国外的边缘镇建设大多在卫星城理论、广亩城

市理论等经典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由于国外土地资源、人口情况、经济情况与国内存

在较大差异．对国内边缘镇建设虽有借鉴意义，但不能照搬照抄。

(1)英国——基于卫星城理论的实践

”世纪初，空想社会丰义者欧文提出公司镇(TheCompanyTowas)的建设理念，

并于180卜1810年在苏格兰建设新兰纳(New L锄h)实验社区，希望通过建设一

个“新和谐边缘镇”，把城市居住功能和生产功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此后，一些

工厂主在太城市郊区也建设类似的公司镇．它们实质上是随着产业从大城市有计划的

迁到郊区后，在郊外工厂附近兴建的工人居住社区。这些社区由于基本实现工作和生

活功能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也以看作第一批卫星镇。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卫星城史蒂芬尼(Sterenege)于二战后开始兴建，从那时起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英国共建设28个新边缘镇，其中英格兰2i个，苏格兰5个，

威尔上2个o。伦敦周边129公里范甬内n个。到1971年，新边缘镇总人口近140

万人，相当于当时住在小镇上人口总和的2倍，平均规模达5万人；到1974年．总

人口达到180万人。迁入2000余个新的工业企业和公司，提供近20万个岗位；到

1990年，新边缘镇总人口近200万人，若建新屋70余万幢。应该的卫星城建设是典

型的先居住、后工业的发展思路，这一思路与国内情况存在较大区别。

圈19史蒂莽尼(Stevenage)地田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m翅史镕．【M1，东南大学出版扎，2005
‘Step,tie ht中，，w⋯㈣舢／s ∞嚣^t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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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基于汽车与高速公路网的小城镇发展策略

美圜的叫、城镇”是在原有的城市周边郊区基础上形成的具备就业场所、购物、

娱乐等城市功能的新城镇。。。_战后的美国城市扩散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市

居住功能郊区化阶段，即一f世纪四I-年代后期，居民开始把住宅建到城市郊外：第

二阶段是郊区购物中心大规模化阶段．即

大城市的郊外建造许多大规模的购物中心

卜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

第二阶段即“小城镇”阶段。美国有学者

根据小城镇的起源和其地理位置，对其作更精确的分类：一是起源于传统郊区城镇的

新城市：二是罔绕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如一个综合商业购物中心、机场、大学或

其他的办公综合设施，在传统城市以外蔓延的区域内发展起来的新城市：三是新规划

的社区，这些地方的新城市出现，往往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产物。

据统计，美国大约有200多个“小城镇”。这些小城镇绿化丰富、基础设施完善、具

有与现代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高效工作环境，它解决传统城市面临的噪音、交通、住

房、大气污染等方面的问愿，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_：活空间。然而，小城镇的主要

居民足中产阶段，其规划设计的理念是基于小汽车交通，其发展必定给城市周边的自

然环境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小城镇从传统城市的中心区带走大批的中产阶段，使原有

的大中城市的税收锐减，导致“城市病”更趋加剧。剐比中国情况而言，国内大量的

人口及相对紧缺的资源，决定了中国边缘镇的发展不可能走美国的发展道路。

图20 Washington D c附近的高速公路及城镇5

。i*i：?：兰i：j产蛰““86““““～⋯⋯”。““”嘛“。⋯“⋯“2”“”“”71“”
33



苏州科技学院硕十学位论文 第三章国内外边缘镇丰#关理论研究与建设丈战综述

(3)日本——轨道交通网支撑下的城市群

门本在关东大地震后，城市边缘隧迅速发展。新城建设迅速展开。。17本新城建

设的特点是：酴筑波科学城外，大部分是卧城。其目的也如英国新城样，控制大都

市郊区无计划蔓延，集中力量．建设一批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卫星城镇，以缓和大

都市的人口压力：城市规模比较太，如多摩新城规划人口为41万人，其他也郝超过

10万人：由丁是卧城，和母城保持便捷的交通联系．一般都有铁路和高速公路与母

城相连，前者解决大量通勤人员t F班，后者为小汽车服务；新城规划结构以“近邻

住区”(即西方邻里单位)为基本单位．若干个“近邻住区”组成一个居住区，几个

居住区组成新城。分区之问由绿地问隔．保持田园城市特色。日本利用太容量公共交

通来解决城市扩展所带来的问题．这一发展思路对qJ困具有借鉴意义，但中日两国国

情与国力差距较远．日本的发展经验不能照搬照抄用于中圜。

图21日本末京都见沼区轨道交通站点及附近村藩1

3 z 2国内边缘镇建设实践现状

(1)香港——依托便利轨道交通进行新村建设

＆m¨奉#址4m 50*

hnp：／／bjcjeae埘曲wgov c枷唧Istjsp■d=724B&coI⋯Jd叫05&吲umnJa*F舛o∞80700550s04∞030加5耻IIJ
e∞啦---％E$％81-％8D％E自‘80％9D％E6％97'‘帖％E6％9C*AC％Ee‘96％BO％E5％*％鼎E5哪B％8A，《8％AE％BESO％E5
*B9％84

二捌片求源：6∞dee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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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展新村建设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由于政治的原因，香港在英国殖

民统治时期城市空间发展相当不平衡，人口、经济的发展都高度集中在香港岛和九龙

地区。第二，进入20世纪50年代，移民的迁入使得香港的人口激增，市区居住条件

严重下降，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相当恶劣。第三，作为当时的制造业中心，

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蓬勃发展，对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20世纪50

年代，香港开始兴建公营房屋(简称公屋)，并发展两个工业卫星镇一观塘和荃湾。

到1972年，香港政府正式颁布十年建屋计划，计划在10年内为180万居民提供具有

良好康乐设施和合理居住环境的永久独立居所，新村作为公屋建设的重要载体，也在

这一时期开始大规模的规划建设。。

香港的第一份新村发展计划——荃湾新村发展计划于1974年编订。至今，香港

在新界共建设9个新村，容纳人口299万(2001年)，占全港总人口的“石％，发

展计划总开支达44亿港元。香港新村内均设有各类社区及康乐设旅，包括学校、街

市、购物中心、公园、休憩用地及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2003年12月九广铁路西铁

通车后．将屯门、天水围、元朗及荃湾新村与西九龙连接起来。地铁将军澳支线也已

于2002年8月起为将军澳新村提供服务。

香港的新村计划从本质匕来看是政府集中建设廉租房以解决城市扩张过程中所

导致的人口过渡集聚问题。但是这一方式无形中也导致了城市阶层的空间分化，形成

了新的“贫民窟

固22香港地铁、九铁地图。

’香港。弛屋摊

http洲女Ⅷklped舯qM“，％￡螂A6*9螂E∞8*A雕E5％8辫^c％￡s*拈稍1％E脚8i％∞％E％82％^8
。崔H米谭I http：／／删w曲b r cm／01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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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一卫星城理论的实践
上海市在解放前就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一直是我国城市建设规模和人口规模

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市的卫星城镇建设的实践也起步较早，在1957年市党代会上

就做出在市区周围建立卫星城镇分散一部分工业，减少市区人口的决定①。随后，为

疏解市区工业企业和人口，在“加强城市建设，合理分布工业，逐步减少市区人口，

建立卫星城镇’’的指导方针下，先后辟建闵行、吴淞、嘉定、安亭、松江、浏河6

个卫星城。对市区几百个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将其中一部分企业迁往郊区，依靠新建、

迁建企业来带动卫星城镇的大规模建设，带动市区人口的郊迁。70年代末、80年代

初为配合上海石化总厂和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开始建设金山卫和宝山(吴淞)卫星城，

至此上海已经有七个卫星城。上海卫星城规划建设，对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合理调整

工业布局、分散市区人口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到1990年，卫星城共占地95．4平

方公里，居住人口65万人，工厂803家，工业产值达287．2亿元，占全市的16．7％o

上海的石油化工，钢铁冶炼，化工原料，电站设备，汽车制造，火力发电等重要工业

生产基地和重要科研单位主要分布在卫星城。早期上海卫星城的建设，都是依托某一

类工业基地发展起来的。

1999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城乡一体化、协调发

展的方针，确定以中心城为主体，形成“多轴、多层、多核’’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

其中的“多核"主要由中心城和11个新城组成@。

上海的发展思路概况起来就是依托特大型企业，建设卫星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

上海的卫星城某种意义上成为附庸于特大企业的居住区，这种发展模式是特殊时期的

特殊行为，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对于苏州这种二线城市，借鉴意义较小。

。资料来源：http：／／www．supec．o四
国资料来源：http：／／www．shgtj&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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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上海市城镇体系规划(1999'--2020)⋯

(3)北京——“摊大饼”与卫星城双管齐下

北京的城市发展一直处于“摊大饼”与卫星城两步走的趋势下。一方面中心城向

四周迅速延，另一方面在中心城周边选择了一系列小城镇建设进行卫星城建设，取得

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京就有城市规划的考虑。1953年北京市委提出《改建与

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1957年在前苏鞋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又制定《北

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其中就提出在城市布局上采取“子母城”

的形式，在发展市区的同时，规划昌平、南口、顺义、门头沟、通县等40多个卫星

镇。1958年8月北京市委决定对已上报的上述方案(草案)进行若干重大修改，修

改稿中正式提出“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原则。“分散集团式”汲取世界大城市发

展的教训，强调市区的环境建设，提出“分散集团式”布局原则，即把城市用地分隔

成二十多个大小不等的“集团”，在城市中心地区与边缘集团之间，各边缘集团之问

用绿化问隔，形成由城市中心地区和边缘城市集团组成的布局形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经历一段无序建设的时期，1982年的《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提出重点建设燕化、通县、黄村和昌平4个卫星城。后来随着城市的急剧膨

胀，郊区与郊县经济发展的推动，对郊区卫星城的认识又有新的变化。1993年批复

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中，重申“分散集团式”布局原则和基本格

局。明确提出北京的城市发展要实现两个方面的战略转移的方针：全市城市发展重点

要从市区逐步转向广大的郊区，市区发展要从外延扩张向调整改造转移；市域规划形

：!：器，ht。tp嬲燃躺瑞㈣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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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市区——卫星城——中心镇——一般建制镇的四级城镇体系布局，明确要建设14

个卫星城。

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一2020)》中，重新对原有的规划进行调整修

改，提出在北京市域范围内，构建“两轴一两带一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此

基础上形成中心城一新城一镇的市域城镇结构。新城共规划儿个，分别是通州、顺

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其中重点发展的

3个新城分别是位于东部发展带上的通州、顺义和亦庄，这3个新城将成为巾心城人

口和职能疏解以及新的产业集聚的丰要地区，3个新城将共同构筑巾心城的反磁力系

统。新城是在原有卫星城基础上．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

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具有相对独立性。

北京在卫星城的建设主要通过政治干预的手段去实施的。北京的卫星城在发展初

期．大多定位为居住型新城．而与之相配套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不足，影响了卫星城

存疏解中心城人口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北京由于其首都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强

势的行政力资源，这一优势是国内其它任何城市所不具备的。因此，北京的发展模式

对国内其它城市并不具备借鉴作用。

图24北京市城镇体系规划(199S一2020)2

；i；撩：。tt，lam：I／'⋯w2wdsBs≈,g：删v,‘r4A∞“dewPnnt。asp抽?Ar“tidePlol[O=2。1345jp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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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研究

功能(Full．on)意指一个实体的特定用途或特征动作，具有特定性和可变性。。在

某一时间点、某一环境上，功能是特定的，而在某一时间段内．功能又是动态可变的。

对边缘镇而言，由于边缘镇与中心城之间存在发展互动性，两者在发展古城中不可避

免的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苏州这样的快速城市化地区，边缘镇的

功能发展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矛盾、问题与挑战。在复杂的发展条件下，分析问题的成

因，提出完善发展对策成为本章的研究重点。

从边缘镇的功能来看，这些问题主要分三个层次，即宏观——边缘镇与中心城的

功能关系、中观——边缘镇与相邻城镇的功能关系、微观——边缘镇自身城镇综合功

能关系。

4．1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历程

4．1．1城镇主从阶段—边缘镇大多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城市化速度较缓慢，从边缘镇功能的分布情况来看，

除临城边缘镇及个别工业卫星镇在中心城带动下形成一定的工业集中区外，大部分边

缘镇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固25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分布示意围。

(1)少数临城小城镇及卫星镇在工业、居住外迁带动下得到一定发展

：；*纛慧’缎”““”“5”⋯“”““””“”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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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边缘镇成为中心城工业外迁的首选迁入区

建国后至1978年底，由于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苏州市由消费型城市向

生产型城市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居住不断外迁，使得大部分临城边缘镇在生

产、居住方面承接中心城的部分功能①。

表lo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功能承接类型。

边缘镇 功能

虎丘 工业型

横塘 工业型、居住型

娄葑 农业型

浒关乡 原材料工业型型

木渎乡 T、Il，犁性、农业型型

在此期间，苏州市工业企业大多向城西的虎丘、横塘等临城临城边缘镇镇外迁，

临城临城边缘镇成为苏州市现代工业的新兴发展区。从外迁企业的产业门类来看，大

多为纺织、化工等类型企业，企业占地较大并伴有一定污染。

表11截至1978年底苏州市边缘镇内市属企业一览表@

边缘镇 企业名称及成立时间

虎丘 光华水泥(1950)、苏州炭黑厂(1958)、苏州化工机械厂(1958)、苏州轴承厂(1958)、

苏州建筑机械厂(1958)、苏州电线厂(1958)、苏州第一制药厂(1958)、苏州玻

璃纤维厂(1958)、苏州建筑工具厂(1958)、苏州新风丝织厂(1976)．

横塘 铜材厂(1965)、第四毛纺厂(1958)、苏州线厂(1961)、第四纺机场(1978)

娄葑 苏州硫酸厂(1958)、苏州车铃厂(1976年)

同期，在虎丘、横塘等乡镇，乡镇企业也逐步出现。这些企业多为人民公社时期

的手工业者生产合作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服务本乡镇。

表12截至1978年底苏州市部分边缘镇乡镇企业一览表。

虎丘 农具厂(1958)、造船厂(1970)、砖瓦厂(1971)、光学镜片厂(1971)、化工厂(1972)、

轧石厂(1972)、菱镁厂(1972)、丝织厂(1976)、轧钢厂(1978)

横塘 饲料加工厂(1958)、农机修配厂(1958)、农药化肥厂(1958)、砖瓦厂(1958)、

营造厂(1958)、造纸厂(1958)、镜片厂(1958)、孵化厂(1958)、横塘织布厂(1976)、

横塘船厂(1968)、横塘石灰厂(1973)、

娄葑 农具修配厂(1958)

长青 长青农业机械修配站(1969)

中心城外迁居住成为部分临城边缘镇新功能

。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卅市城市总体规划【z】．195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镇镇志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镇镇志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镇镇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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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前，由于苏州古城区内建设空间有限，伴随着工业企业的逐步外迁，部

分居住小区也同步向城外迁移。迁移过程中，新建小区呈现向西、向南扩张的趋势。

其中，处于边缘镇内的小区主要位于横塘乡境内的胥江沿岸及城南镇等地。在这些新

建居住区中，小部分是为外迁企业所配套的居住区，如横塘乡的冶金新村等，大部分

为工业外迁过程中形成的拆迁安置新村，如横塘乡的三香新村、胥江新村、红旗新村、

菱塘新村等o。

具有产业历史基础的卫星镇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

1978年前，苏州市外围边缘镇中，浒关乡是典型的原材料工业从属型边缘镇。

浒关乡拥有丰富的高岭土、石矿、铁矿、铜铅锌矿，且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故建国后

至1978年间就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在此开发。

表13 1978年前浒关乡所辖采矿企业一览表。

高岭土资源 苏州阳山瓷土公司(1962)、青山矿‘(1975)、

浒关陶瓷厂(1958)、非金属矿山设计院(1960)、

石矿 采矿石料厂(1960)、

铁矿 吴县铁矿(1970)

铜铅锌矿 吴县铜矿(1969)

综上所述，本阶段苏州市边缘镇中仅有部分临城边缘镇及个别卫星镇因区位优势

及产业历史基础形成一定的工业集聚区。但从规模及产业门类来看，普遍存在着规模

小、技术含量不高的问题。

(2)大部分边缘镇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临城边缘镇农业从粮食生产转为副食品生产

苏州市临城边缘镇虽然在本阶段也保留有较多的农业生产功能，但从产品类型上

来看，主要产品是蔬菜、水产品等副食品，而非粮油作物为主。如娄葑镇，1978年

前由于地势低洼，工程地质条件较差，多以农业生产、特别是水产品种养殖为主，成

为苏州市的“菜篮子"基地。故而娄葑镇一直未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城镇功能仍以

农业生产为主。

距离中心城较远的外围边缘镇农业生产仍旧以粮食生产为主

在此阶段，苏州市边缘镇中，距离中心城较远的边缘镇农业生产大多仍旧以粮食

生产为主。如苏州西北部的乡镇由于农田地势较高，大多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木渎

乡等利用丘陵土地种植水果，东南部地区边缘镇由于地势低洼，大多从事水产种养殖

_匕。

。娄葑街道建设留档图苏州市地方志馆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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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4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各边缘镇农业门粪一览衷产

边缘镇 农业生产门类

娄葑 副食、水产养殖

术渎 果木种植、奶牛养殖，粮食种植

横塘 蔬菜种植

枫桥 粮食种植

长桥 粮食种植

跨塘 粮食种植

斜塘 水产品种养殖

长青 粮食种植

综上所述，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大多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其中临城边缘镇

多进行副食品种养殖，而距离中心城较远的外围边缘镇多以粮食种植为主。

4．1．2城镇主辅阶段—边缘镇工业发展势头迅猛
城镇主辅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在此过程中，苏州市边缘镇与中心城

的功能关系也迅速发生着变化。边缘镇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思路成为主流思想，各类工

业企业在苏州市的各类乡镇中遍地开花。从微观层面来分析，在此时期苏州市边缘镇

发展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1979年至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前期及二

十世纪90年代初至二十世纪末的后期。1979年至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前期，苏州

市边缘镇大多是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发展，而到二十世纪90年代初至二十世纪末的

后期，临城边缘镇功能虽然仍以工业为丰，但主要企业已经成为外企、三资及民营企

业9。

图26城镇主辅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分布示意图。

4作者根据弃镇地方志自行整理

。洪小燕长Ⅱj角洲丈城HJ近郊小城镇职能与结构的发展研究【D】浙江大巍2006
”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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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乡镇企业带动下的边缘镇工业化

1979年至二十世纪90年代初，是国内改革开放的初期，经过六、七十年代的艰

苦时期，国内物资尤其是轻工产品极度匮乏。这时苏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乡镇企业利

用自身灵活机动的优势，快速生产出人民群众所继续的各类日用产品①。这种发展模

式即成为国家经济体系内的有益补充，也为当地居民提供“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机会，

造就苏南乡镇的第一轮发展高潮。

在此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的工业化发展并未受到与中心城空间距离的明显制约，

面是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在1978年至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十几年中，

苏州市各边缘镇无论产业基础、自然资源、交通区位如何，乡镇企业均迅速发展起来，

造就了一个经济奇迹。从边缘镇乡镇企业的分布情况与发展水平来看，此阶段距离中

心城较近的边缘镇，企业数量较多、技术含量较高，距离中心城较远的边缘镇，企业

数量较少、技术含量较低。

表15城乡主辅阶段前期苏州市边缘镇乡镇企业数量及产业门类一览表。

乡镇 乡镇企业 主要产业门类

虎丘 近150 电子、机械

横塘 近170 电子、化工

娄葑 44 机械、印染、化工

浒墅关 化工、建材、机械

枫桥 近50 服装、电子、机械

斜塘 近70 纺织、建材、塑料

跨塘 近90 机械、纺织、建材

长桥 近200 化工、建材

陆慕 近80 机械、纺织、建材

通安 近S0 矿山、机械

蠡口 近150 家具、纺织、机械

渭塘 近180 家具、化工、机械

木渎 155 机械、化工、纺织

胜浦 43 纺织

唯亭 近90 纺织、机电、建材

(2)后期——外资、民营企业带动下的边缘镇工业化

城镇主辅阶段后期，虽然各边缘镇仍旧以发展工业为主，但从发展模式及发展方

向上都出现较大分化。其中三方面特征较为明显，首先，边缘镇发展道路开始走向多

元化、工业不再是边缘镇发展的唯一选择；其次，各级工业区、开发区成为边缘镇发

由本文所涉及乡镇企业包含镇(乡)办企业及村办企业。

。作者根据各镇地方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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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主要组织形式；最后，三资及民营企业取代乡镇企业成为边缘镇产业发展的主要

力量。

边缘镇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城镇主辅阶段的前期，大多数边缘镇无论产业基础如何，都走的是一条乡镇企

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至城镇主辅阶段的后期，苏州市各边缘镇开始逐渐利用自身特色

条件，走上差异化发展之路。部分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临城边缘镇(如虎丘、横塘等)

依旧走工业化发展道路，部分产业基础欠佳、自然环境良好、交通相对不便的边缘镇

则利用自身风景旅游资源走旅游、房地产发展道路，另外一部分交通便利、靠近中心

城的边缘镇则走开办大型专业市场、商贸物流的发展道路。

各级开发区、度假区成为边缘镇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

城镇主辅阶段的后期，各级开发区、度假区成为边缘镇发展的组织形式。在此期

间，各类开发区、度假区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类是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这类开

发区规模较大、往往涉及多个边缘镇，手续齐备，可以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另一

类是各级乡镇处于自身发展需求，自行建设的开发区、工业小区，这类开发区规模较

小，往往仅在一个乡镇内，手续不全，不能够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在此期间开发

的涉及边缘镇的国家级、省级工业区、开发区主要有4个，分别为苏州高新区、苏州

工业园区、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而乡镇一级的开发区、开发小

区则数目较多、难以统计。

表16 1999年前苏州市边缘镇相关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度假区一览秽
工业区、开发区 级别 所辖乡镇

苏州高新区 国家级 枫桥、横塘

苏州工业园区 国家级 娄葑、唯亭

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 长桥、郭巷

浒墅关经济开发区 省级 浒墅关

三资及民营企业成为边缘镇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城镇主辅阶段后期，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的边缘镇乡镇企业迅速衰弱，伴随着

各类工业区、开发区的建设，大量外国资本投资至这些边缘镇，造就一大批外资独资、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同时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放开，民营企业也得到迅猛的发

展。最终，三期及民营企业成为苏州市边缘镇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表17城乡主辅阶段后期部分苏州市临城边缘镇三资、民营企业一览表@

乡镇 三资企业 民营企业

虎丘 29 35

娄葑 87 596

中作者根据相关年鉴整理

。作者根据各镇统计年鉴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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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

斜塘

跨塘

长桥

陆幕 82

通安

蠡u

渭塘

术洼

胜浦

唯亭

4．1．3城镇协作阶段——边缘镇功能多元发展趋势显著

进入二十一世纪，苏州市边缘镇功能日趋多样化，靠近中心城的临城边缘镇逐渐

融入中心城，城镇功能日益城市化，而距离中心城较远的边缘镇虽然工业仍旧占据主

导地位，但城镇功能多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旅游、商贸、物流等功能逐渐显现。

图27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分布示意图。

(1)临城边缘城逐渐融入中心城区

表18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主导产业与城镇功能一览表。

：#；§i；g女皇警统计年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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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亭镇 机械、电子、居住 工业、卫星镇

胜浦镇 纺织、服装、电子 工业

吴中区 木渎镇 商贸、居住、机械、电子 城区

胥口镇 文化产业、纺织、机械 工业

相城区 东桥镇 纺织、机械 工业

望亭镇 物流、商贸、机械 物流、商贸

黄埭镇 纺织、化纤 工业

渭塘镇 商贸、机械、电子 工业

临城边缘镇功能城市化日益明显

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的功能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趋势。伴随着交通

条件的改善，大量临城边缘镇与中心城的功能关系不再仅局限于工业方面，越来越多

的居住、商贸、休闲旅游功能开始向临城边缘镇转移，城镇功能城市化日益凸显。一

方面紧靠中心城的临城边缘镇积极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对部分高污染、高能耗、

低效益的企业逐步实施搬迁并，同时大力发展居住、商业等第三产业；另一方面部分

距离中心城较远、且有丰富自然、历史资源的边缘镇(如东山镇、金庭镇、阳澄湖镇

等)，也在积极的搬迁区内污染企业，转而发展特色生态农业、旅游、餐饮等第三产

业。

基于工业区、开发区、度假区的功能板块化

城镇协作阶段，中心城与边缘镇间城镇一体化趋势明显，中心城与边缘镇及边缘

镇之间不再有明显的功能主从关系，边缘镇与中心城及边缘镇之间更多的体现出基于

工业区、开发区、度假区的功能板块化趋势。这种组织模式既保证功能板块内政策的

合法性、正当性，也保证功能板块发展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从功能板块开看，本阶段

苏州市临城边缘镇已经形成西南沿太湖旅游度假板块、西北高新区板块、东部工业园

区板块、南部吴中经济开发区板块、北部相城经济开发区板块这四大功能板块。

表19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功能板块一览表。

板块 开发区、工业区、度假区 所辖乡镇

西北高新区板块 苏州高新区(国家级) 浒墅关、通安、东渚

东部工业园区板块 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级) 娄葑、唯亭、胜浦

南部吴中经济开发区板块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省级) 角直

北部相城经济开发区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省级) 黄埭、渭塘

(2)以特色产业为代表的外围边缘镇

表20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功能一览表圆

。作者根据各镇镇志、统计年鉴整理

。作者根据各镇镇志、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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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 东渚镇 建材、机械电子 工业

吴中区 光福镇 旅游、居住、机械 旅游

角直镇 电子、机械、建材、纺织、旅游、居住 工业、旅游

镇湖镇 生态农业、旅游、机械 旅游

东山镇 生态农业、旅游 旅游

金庭镇 生态农业、旅游 旅游

相城区 北桥镇 机械、化工 工业

阳澄湖镇 生态农业、旅游 旅游

常熟市 辛庄镇 生物制药、冶金机械、有色金属、IT光电、针织服装 工业

沙家浜镇 生态农业、旅游、电子仪器、精密机械、新材料 旅游、工业

吴江市 同里镇 旅游 旅游

昆山 巴城镇 生态农业、电子、精密机械 旅游、工业

张浦镇 电子、精密机械、新材料 工业

外围边缘镇功能多元趋势显著

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在功能发展上多元化趋势显著。主要有四大功能演

化方向，首先少部分边缘镇仅靠各县级市城区或处于其未来主要发展方向上，这些边

缘镇虽然目前仍保留有独立的镇建制，往往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其次大部分边缘镇

基于良好的产业、交通基础，继续走工业化发展道路。还有少部分边缘镇具有优良的

自然、历史条件，走上旅游、工业两条腿发展的道路，甚至某些边缘镇(如周庄)走

上旅游等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的道路。最后，个别边缘镇由于交通便利、具有一定

的产业基础，形成大型的专业市场，走上商贸、物流的发展道路。

部分边缘镇在多“心”影响下出现功能“多重边缘化”现象

由于苏州市紧邻上海、无锡等城市，同时苏州市又有下辖的昆山、常熟等县级市，

从经济规模及影响力来看，这些城市对苏州市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对于边缘镇

而言，这种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视，尤其是对于各地处交界区的边缘镇影响更加深远。

很多这种空间上处于城市交界地区的边缘镇，在功能上都出现功能“多重边缘化”的

情况。例如苏州市的望亭镇、昆山的巴城镇、张浦镇等，虽然地处苏州市行政辖区范

围内，但都提出来类似“立足苏州、对接无锡"、“立足苏州、对接上海”的发展口

号。对于这类边缘镇，由于同时受到两个甚至多个中心的辐射、带动，城镇功能多以

商贸、物流为主，发展相比普通边缘镇而言更加迅速。

4．1．4苏州市边缘镇功能演变历程分析

(1)工业化大大推动了苏州市边缘镇的发展

从建国初至今的三个发展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的发展史完全可以等同为苏州市边

缘镇的工业化发展史。虽然各阶段工业化主体不同，企业性质从公社企业到乡镇、民

营企业，再到现在的外资企业，但毋庸置疑这些企业对边缘镇发展的提供最根本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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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苏州市各边缘镇，纷纷上马工业，大大的促进了各边缘

镇的发展。目前，这一现象至今仍在继续，即便是苏州的旅游名镇东山、金庭镇，在

旅游产业蒸蒸日上的今日，各类工业企业依然在蓬勃发展。

(2)苏州市边缘镇走的是“农一工一综"的发展道路

从边缘镇功能发展历程来看，苏州市边缘镇走的是“农—工—综"三步走的发展

道路。即边缘镇初期大多发展蔬菜、副食品生产为主的农业，中期大多发展以机械、

化工、纺织、电子为主的制造业，后期大多发展房地产、旅游、商贸为主的服务业。

经过三步走的发展历程，最终实现边缘镇功能的城市化。这一功能发展历程与国外边

缘镇的发展过程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的边缘镇大多是在中心城居住外迁的带动下发

展起来的，而苏州市边缘镇则走的是先工业后居住的发展道路。

表21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历程一览袭P

阶段 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门类

初期(1949—1978) 农业 蔬菜、副食品

中期(1979—2000) 制造业 机械、化工、纺织、电子

后期(200时) 服务业 房地产、旅游、商贸

(3)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机构有力的促进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苏州市边缘镇发展与其它城市并无太大差异，改革开放以后苏州

市边缘镇才得以迅速腾飞。在这一过程中，开发区、工业区、旅游度假区等亚行政机

构对边缘镇的功能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及协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各类开发区、

工业区通过种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来资本进入边缘镇；2000年以后，

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又通过各种灵活机动的行政手段使得开发区内各边缘镇相互合

作，组建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巩固边缘镇的发展成果。

4．2苏州市边缘镇功能现状问题分析

边缘镇发展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成绩的背后，必需看到边缘镇的功能发展也遇到种种问题，只有分析这导致这些问题

的症结所在，才能把握住边缘镇未来的功能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

去归纳。

4．2．1宏观：区域功能与边缘镇功能矛盾突出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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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宏观视角来看，苏州市市域范围内的边缘镇矛盾主要存在两方面。即市域

功能与边缘镇功能定位矛盾及边缘镇板块间功能矛盾。

就市域功能与边缘镇功能定位矛盾而言，目前苏州市主要有两类边缘镇存在该问

题。部分空间上已经及即将进入中心城区范围的边缘镇仍以工业为城镇主导功能，而

服务业及居住功能较弱。中心城区大多以商业服务业、居住功能为主，使得这部分边

缘镇与中心城在功能上存在一定冲突。如目前苏州市的娄葑镇、木渎镇已经进入中心

城区，但从城镇功能来看，这两个边缘镇仍旧以工业为主，与中心城的整体功能定位

存在冲突。此外，部分处于苏州市生态敏感地区及历史文物密集区的边缘镇在发展过

程中由于当地发展的需要，建成了大量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受制于企业规模、建设

条件等限制，企业占地面积大、污染大，不利于这部分边缘镇生态环境的保持及历史

的保护。所以这部分地处敏感地区的边缘镇功能定位也与市域的功能定位存在一定冲

突。

就边缘镇板块间功能矛盾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市各边缘镇各边缘镇基于

自身产业基础，尤其是在各级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统一规划与建设下，工业迅速发展，

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相邻边缘镇由于具有相似的产业机构及共同的行政领导而形成了

各个产业板块。但从宏观来看，苏州市各边缘镇功能板块又存在着产业近似度高，缺

乏产业的错位发展，相互间竞争激烈的问题。进而导致个边缘镇板块在招商弓I资及产

业开发过程中存在恶性竞争的情况。如目前苏州市四大边缘镇功能功能矛盾就较为明

显，各板块间产业相似度高，错位发展趋势不明显。

表22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功能板块一览表①

板块 开发区、工业区、度假区 主导产业

西北高新区板块 苏州高新区(国家级) 机械、电子、

东部工业园区板块 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级) 微电子、机械

南部吴中经济开发区板块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省级) 纺织、机械

北部相城经济开发区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省级) 机械、化工、电子

通过上述表，不难看出在区域宏观层面，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发展所面料的主要

问题是缺乏区域协调，没有好的宏观统筹，没有对“大众"与“小众”间利益的平衡

与安排，边缘镇的功能发展就会面临“先天不足”的窘境。

4．2．2中观：相邻边缘镇间缺乏产业纵向分工协作

之于中观“城区"层面的苏州市边缘镇，由于相邻边缘镇发展基础相近，故而相

互间功能叶较为接近，相互间产业的竞争也就在所难免。在苏州市边缘镇发展的历程

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工业区、开发区这种亚政府机构有效的协调边缘镇之间的功

。作者根据各镇镇志、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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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展。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苏州市边缘镇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水平还很低，边缘

镇之间从产业链来看大多仍旧处于同级别、同规模的简单模仿，而未形成特色产业集

群。如原蠡口镇依托其便利的交通优势，发展起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家具商贸物流产

业中心。从该产业的发育程度来看，蠡口家具市场对周边乡镇的家具产业带动明显，

形成近千家家具生产企业，并带动物流等周边产业的发展。然而该家具贸易中心并未

带动成家具设计、研发等2．s产业的发展，各家具企业间产品同质化高，产品附加值

较低，各企业处于低水平的同质竞争阶段。

可见，在中观层面，边缘镇之间在同一产业的同一层面进行竞争、缺乏临近产业

纵向分工协作是目前的主要问题。一个产业不能做大到一定规模的话，产业的提高与

转型就无从提起。单个边缘镇的空间是有限的、产业规模是有限的，要想把共同的产

业做大做强，周边边缘镇的协助与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相邻边缘镇之间应当是

“同生共死’’的协作关系，而不是“你死我亡’’的竞争关系。

4．2．3微观：边缘镇自身功能亟需提高跃升

微观“镇域"层面的苏州市边缘镇，其自身的城市功能亟需提高、跃升。就苏州

市边缘镇的内涵功能而言，大部分边缘镇的主导产业产业链仍旧较短，未能形成上下

游产业集聚的产业集群；主导产业的创新度较低，没能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

如以旅游产业为主的吴中区东山镇、金庭镇等边缘镇，这些镇大多依靠现有的自然及

历史名胜景点开发旅游产业，而新开发景点较少，与旅游配套的餐饮、宾馆等服务业

也未能形成产业链，对游客的粘滞度较低，影响旅游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再如以工业

为主的角直、木渎、胥口等镇的科研成果相对较少，且层级较低，大大限制这些边缘

镇的产业转型与跃升。

表23吴中区所辖边缘镇科技成果一览表(2007年)。

乡镇 高新技术产品(个) 科技计划项目(项) 累计科技成果(项)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家)

角直 S 32 1

木渎 4 l 79 3

胥口 5 3 20 3

临湖 5 18

东山 1 6 21 1

光福 1 2 7

金庭 9 7

就边缘镇的外延功能而言，目前苏州市边缘镇城镇功能仍旧过多依赖工业，大部

分边缘镇工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仍旧在40％以上，使得大部分边缘镇仍旧沦为

中心城的工业生产基地。而与边缘镇城镇外延功能紧密相关的外延功能发展缓慢，虽

。数据来源： ‘吴中区统计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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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部分边缘镇的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在35％以上，但第三产业中房地产

行业产值占绝大部分，真正能够体现城镇服务功能的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仅为10％

左右。

表24吴中区所辖边缘镇生产总值构成一览表(2007年)∞

乡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工业 批发和零售业

角直 2．9 56．6 53．2 40．5 11．8

木渎 0．4 51．4 44．4 48．2 10．S

胥口 2．3 71。0
“

68．S 26．7 8．1

临湖 11．3 43．7 39．8 45．0 11．7

东山 23．3 46．5 40．8 30．2 5．2

光福 7．9 55．0 38．3 37．1 12．3

金庭 16．5 29．6． 26．2 53．9 10．3

因此，从微观层面来看，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发展可谓“内忧外患’’，自身功能

亟需内涵提高提高与外延的跃升。

4-3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趋势分析

4．3．1定位区域化
．

’虽然说从功能定位角度来看边缘镇是继承中心城功能的边缘地区，但是从宏观区

域角度来看，边缘镇则是决定苏州市发展趋势的核心要素之一。边缘镇的功能发展不

仅仅决定边缘镇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对苏州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起着举足轻重的影

响。未来，边缘镇的功能发展将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区域化趋势。

这一趋势主要包两个层次的涵义。首先，市(县)与边缘镇的功能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在矛盾的调和过程中双方相互妥协。边缘镇在某些功能上做出一定牺牲以满

足苏州市功能发展需要，同时市(县)对边缘镇的功能约束也做出一定让步，为边缘

镇的功能发展留足发展余地。最终形成双方折中、共赢的结果。其次，具有相似发展

基础及发展目标的边缘镇组成功能板块，不同功能板在共同的区域发展目标下，经过

磋商与磨合，形成合理的宏观横向功能板块划分，最终达到错位竞争的结果。

4．3．2产业一体化

就边缘镇单个个体而言，边缘镇无论是从现有规模还是未来潜力都是相当有限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追求更高的利益，具有相似利益目标、发展基础甚至相互竞争

的边缘镇必将联合起来，形成相互合作、共荣共发展的产业集聚区。在产业集聚区内，

o数据来源： ‘吴中区统计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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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依照自身优势在同一产业链上确定自身定位，各企业做精做细本环节产品，相

互衔接相互支持，化竞争为合作，最终实现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长三角地区，

类似的产业集群、产业一体化案例不仅已经付诸实施，同时更获得丰硕的成果。因此，

从苏州市角度来看，相邻、相关边缘镇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产业聚集区，是苏州市

边缘镇未来功能发展趋势之一。

4．3．3功能城市化

在以往的发展历程中，边缘镇的功能往往利用自身的资源、区位或历史遗存承接

中心城转移出的部分功能。在承接功能转移过程中，边缘镇的城镇功能往往较为单一，

内涵功能及外延功能都亟待提高与跃升。未来，这些边缘镇根据自身与中心城的空间

距离的不同，最终会发展为两种模式。距离中心城距离较近的边缘镇往往与中心城相

合并，成为中心城的一部分；而距离中心城距离较远或有空间障碍的边缘镇往往形成

新的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无论边缘镇最终走哪种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功能从小城镇

向小城市转化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包含内涵功能提高、主导产业升级换代，

及外延功能跃升、从属服务产业的延伸与发展这两个过程。因此，边缘镇主体城市化

也是未来边缘镇功能完善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4．4苏州市功能发展完善原则

4．4．1整体协调

将边缘镇的功能发展置于宏观市域层面来看，必需坚持整体协调原则。这一原则

包括两方面的协调，一为区域与局部的利益协调，即既要保证整体功能发展的科学性、

连续性与可实施性，又要在无损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保证尽量保护边缘镇自身的功能发

展，最终实现双赢的目标。二为边缘镇间利益的协调，即减少区域内各利益集团间功

能摩擦，避免区域内各利益集团间功能冲突，做好产业横向分工。

4．4．2局部协作

将边缘镇的功能发展置于中观市区层面来看，必需坚持局部协作原则。相邻边缘

镇之间虽然存在近似功能导致的竞争，但这些表面的竞争不能掩盖深层次的合作需求。

由于拥有共同的利益目标，相邻近边缘镇之间应当遵守局部协作的原则，将共同的产

业以竖向分工划分产业链，找到自己在同一产业链中的定位。一方面提高本层级产业

的创新性与附件值，另一方面与相邻边缘镇的上下级产业相衔接，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做到分工有序、合作顺畅，最终实现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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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个体突破

将边缘镇的功能发展置于微观镇域层面来看，边缘镇的功能发展必需坚持个体突

破原则。快速城市化边缘镇要做到功能的可持续化发展，必需做到内涵功能提高与外

延功能突破。内涵功能上，深挖原有产业潜力，加大技术创新与科技投入，提高产业

附加值，以延长产业寿命。外延功能上积极寻找符合自身客观条件的新的功能突破点，

大胆尝试与引进与原有功能相关功能，尽力做到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的外延功能

扩张。

4．5苏州市功能发展完善对策

4．5．1宏观：建立功能管治发展机制

宏观视角而言，边缘镇的功能发展的前提与难点是各级政府、各利益集团间的功

能定位协调与平衡。在此过程中既要保证区域发展目标与方向的合理性、可实施性，

又要保护各利益集团自身的正当利益。因此，有必要引入管制发展策略，以解决其中

的各方面矛盾。

管治是指通过多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动员资源的统治方式，

以补充市场交换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之不足，最终达到“双赢”的综合的社会治理方

式。Governance一词被翻译为管治(香港学者的译法)，其本质上区别于传统单一的

Government或我们常见与常用的“管制’’概念，其产生正是为克服传统管理方式的

简单与不足①。

为整体边缘镇在市域内的功能定位，有必要实行多层次管制。多层次管治是指处

于区域和地方不同层级的网状政府(Nested Government)所形成的持续协商的系统。

在多层次管治中，区域和地方政府通过两种不同方式相互关联：跨越不同层级(垂直

关联)和同一层级(水平关联)。多层次管治不仅表明处于不同行政等级政府之间相

互关联的增强，而且表明不同行政等级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关联的增强。

(1)跨层管制——建立跨级政府间协调机构

如前文所述，边缘镇的功能与城市、区域的功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边缘

镇的功能定位是城市、区域功能的基础，同时城市、区域的功能也影响着边缘镇未来

的功能发展趋势。因此边缘镇在进行自身功能发展定位的同时必需进行跨层管制，以

协调边缘镇与城市、区域的功能关系。

。仇保兴．城市经营、管治和城市规划的变革【J1城市规划，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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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市城市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中心城的发展速度，在城镇主从阶段将大量

资源集中于中心城，进而限制了边缘镇的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

并不能维持苏州市的长期稳定发展，要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需对苏州市范围内边

缘镇与中心城的功能定位进行合理的协调与组织。在宏观层面，边缘镇的功能定位本

质上就是对区域功能定位的分解与首次任务分配。为保证城市、区域宏观发展目标的

顺利实现，在进行首次功能分解分配的时候，必需注重发挥各自优势。因此在进行边

缘镇功能定位时，前提是必需考虑宏观的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于此同时更需要尊

重边缘镇自身的发展权利，为边缘镇留足一定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企业法人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那么政府就是边缘镇的掌舵者。在上级与

下级、中央与地方、城市与边缘镇的功能发展博弈中，各级政府应当是博弈的主角。

实行功能定位的跨层管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级政府利益的协调，因此有必要建立跨越

行政级别的政府协调机构，化过去的行政性命令为政策性协商，化过去机械的指标性

考核为机动的动态性考核。在满足全局利益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边缘镇地方政府的利益，

进而获得边缘镇功能与城市、区域功能的协调。

(2)同层管制——建立同级政府间协商机构

如前文所述，具有相似发展基础及发展目标的边缘镇会自发的组成利益集团，以

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满足城市、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对这些利益集团(同

级边缘镇)间的功能定位进行同层管制，以协调区域内功能板块间的平衡。

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各边缘镇由于自然、区位条件的不同，相互间必然存在功

能定位的优劣之分。部分边缘镇由于具有区位、交通、自然条件等优势，制造业、商

业发达，其发展水平必然较高。同时部分边缘镇由于自然、生态、历史遗存保护等方

面的压力，大大的限制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不能让部分为城市、区域发展做出功能

牺牲的边缘镇持续衰败下去。这时为协调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保证二次功能分解分配

的公平，必需在进行同层管制。

为适应同级管制的需求，必需建立同济政府间协商机构来协调边缘镇之间的功能

定位的冲突。通过同济政府间协调机构的协商，以税收优惠、财政转移支付、产业优

惠政策倾斜等方式由具有发展优势的边缘镇向缺乏发展优势的边缘镇进行对口扶植，

帮助其建立适应本地特色并且与区域发展目标相符合的功能定位。

4-5．2中观：建立局部产业集群发展机制

从中观层面来看，相邻的边缘镇由于具有相近的产业发展基础及产业发展趋势，

相互之间竞争在所难免。为避免相邻边缘镇之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需对其产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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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群发展。为实现边缘镇之间的集群发展策略，必需在政府及企业两方面进行协调

与统筹①。

(1)政府协作管理——建立联合服务机构

化管理型政府为服务性政府

众所周知，国内政府职能以往为管理型政府，政府手中拥有巨大的资源，但在日

益市场化的今天，政府手中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效果日益衰弱。要实现边缘镇

产业的持续发展，必需依靠企业的带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已经不是过去管理者

的角色，而应当转化为服务者的角色，在法律、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更多的为企业提供

发展的便利。这是做好边缘镇之间产业集群的前提条件

化独立政府为联合政府

就单个边缘镇而言，无论其土地、劳动力还是其它生产资源都是相当有限的，要

实现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单个边缘镇是难以提供充足物质载体的。这时就需要相邻、

相关边缘镇联合起来，建立跨镇的统一的产业园区。这一方面，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大

型工业园区已经有大量成功的案例。但这一过程中就牵扯到边缘镇之间政府管理协调

的问题，为不出现管理扯皮、税收重复的情况，必需成立一站式的联合服务机构。这

一机构的建立，不仅仅便于单个企业的投资与生产，更加有利于带动产业链中的相关

企业的发展。在政府层面就形成风险公担、利益公享的有利局面。

(2)企业协助发展——建立行业协会

有边缘镇政府搭建的良好发展平台，作为产业集群发展中主角的企业更需要实现

协助发展。为实现企业层面的产业集群，必需做好两方面的关系梳理，即生产企业间

关系及生产企业与配套企业间关系。这时，行业自治协会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对于生产企业之间，“同行是冤家’’这句话广为流传，充分说明处于同一产业中，

企业间残酷的竞争关系。在产业集群内，企业间不应当是“冤家’’，而更应当是市场

竞争中的“伙伴’’。大家依照自身的技术优势，找准自己在产业链上的定位，各企业

间严密分工，拉长产品的产业链条，将利润尽可能多的留在本地。在此环节，行业协

会通过其号召力与权威性，指导企业间合理分工、密切合作，能够有效的理顺企业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于生产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生产企业与科研、物流、销售等企业间应当利用

各自手中的优势条件相互协助。在信息化、科技化、高速化社会，谁能抓住最新技术，

谁能第一时间将产品送至客户手中，谁就可以最终赢得整个市场。因此，在产业集群

。彭锐．新背景新功能新空间【D】．苏州科技学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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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配套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此时，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其领衔作用，代表整个行业

与相关配套产业进行协商，促进生产企业与配套企业间融洽合作。

4．5．3微观：建立产业升级、完善机制

边缘镇虽然目前称其为边缘，但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主

要有两个，或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或为独立的卫星城镇的一部分。两种结局都要求

将来具不仅仅具有制造、商贸等等的主导功能，更需要其功能完备，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城市。这需要两方面突破，一方面其原有主导产业必需可持续发展，可以为城镇的

发展提供长期的动力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辅助产业的格局，满足其城市职能的转

变。而为实现两方面突破，则需要完善产业引导机制，从产业政策、税收等多方面下

手，引导优势产业、潜力产业的提升，引导劣势产业的退出。
‘

(1)主导产业提高策略

主导产业是边缘镇发展的基石，是保证城镇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边缘镇

的主导产业必需得到提升，以适应边缘镇发展水平的提高。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需做

到三方面的提高，及从生产到创造、从孤立到联合、从寄生到共生。

从生产到创造是指提升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意水平，摆脱以往单纯模仿的尴尬定

位。对于制造业而言，是从OEM、ODM到OEM的突破；对于商贸、物流业而言是

从单纯物质流通向信息、资金流通的突破；对于旅游业而言是从单纯景点旅游向整体

文化旅游的突破；对于农业而言则是从地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突破回。

从孤立到联合是指拉长产业链条，提升整体抵抗风险能力。市场是变幻莫测的，

对于独立的一个企业而言，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而当众多产业链相关企

业联合起来的时候，“独木舟"就会变成“航空母舰’’。在这种氛围下，整个产业才

具有强大的适应性。

从寄生到共生是指企业的发展模式从引进外资到本土企业举起的突破。在边缘镇

发展过程中，外来企业起到关键作用，它们不仅带来发展的资金，更带来先进的技术

及管理手段。但是边缘镇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这些企业，边缘镇仍然需要依靠本土企

业才能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从本土企业的发展历程里看，也必需经过一个从寄

生在外来企业身上、学习技术管理到与外来企业共同发展、相互竞争的发展历程。

(2)辅助产业跃升策略

。彭锐．新背景新功能新空间【D1．苏州科技学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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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镇若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仅仅有其主导产业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主导产

业为边缘镇提供发展的原动力，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服务区域的外向型功能，要实现

城镇城市化这一过程，与城镇发展休戚相关的辅助产业必需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城市是一个功能复合体，其功能不仅仅是生产、制造，而更多的应当是居住、交

通与消费休闲。而对于边缘镇而言，其相对薄弱的恰恰就是其主导产业外的其它功能。

对于各类型边缘镇，必需有针对性的提高其辅助产业。原有制造型边缘镇应当大

力发展教育、居住及商贸物流产业；原有商贸物流型边缘镇应当大力发展其居住产业；

对于旅游型边缘镇则应大力发展其居住、商贸功能。其它类型的边缘镇同理也可找到

自己的城市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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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研究

广义的搿空间”是指物质存在的形态，是物体、客观现实所固有的形态回。而本

章讨论的“空间"，基本限定在边缘镇的物质空间和设施范畴，“空间发展刀则指边

缘镇的空间和设施在地域上整体性、综合性的扩张、提升和完善。空间发展和功能发

展是边缘镇发展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方面，功能发展是空间发展的主导和动力，

空间发展是功能发展的支撑和载体。只有两者协调互动、共同提高，才能形成边缘镇

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边缘镇的空间的展既表现为地域的扩张，也包含设施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快

速城市化地区，尤其是苏州市边缘镇目前的空间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以蔓延和扩张为表

征的粗放空间扩张和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低效空间开发。这种非良性的空间发展难

以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和形态，不能与功能相辅相成地互动发展。

边缘镇的空间发展是具有层次性的，即在不同的层次下边缘镇所体现出的空间作

用与空间问题是不同的。从便于分析研究的动机出发，本次研究将边缘镇的空间发展

置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

5．1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历程

5．1．1城镇主从阶段—叫是缘镇空间发展缓慢

(1)部分临城边缘镇空间有一定发展

临城边缘镇空间由沿河发展转向I隘城发展

建国后苏州市临城边缘镇空间发展出现明显的变化。伴随着水运的逐步衰弱及城

市外围道路的逐步完善，苏州市临城边缘镇逐渐由沿河带状空间拓展转变为紧邻中心

城团状空间拓展。其中，虎丘乡、横塘乡因原市镇距离中心城有一定距离，在其镇域

内靠近中心城的区域形成新的市镇，这些新市镇便是中心城扩张过程中第一批被并入

中心城区的区域。

表25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空间拓展情况。

乡镇 原老镇区范围(建国初) 主要扩张区(1949--1978)

虎丘 虎丘、山塘河沿线 虎丘路沿线

横塘 大运河以西、横塘西街一带 胥门外、胥江沿岸

娄葑 葑门外、葑塘沿岸 葑门以东

。彭锐．新背景新功能新空间【D】．苏州科技学院，2007
窜作者根据各镇镇志及历史地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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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鲢
图28虎丘乡建国初与城镇主从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田。

矽翮
图29横塘乡胥江片区建国初与城镇主从阶段域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工业用地及居住用地是临城边缘镇空间拓展的主体

建国后至1978年，苏卅l市临城边缘镇成为工业及居住功能的转入地。相对应的

临城边缘镇空间拓展中，工业用地于居住用地占较大部分。但在此过程中，公共服务

设麓并未在临城边缘镇同步建设，导致其中居民仍旧口常生活仍旧依靠石路、观前街

等传统公共服务中心。

(2)大部分边缘镇空间发展缓慢

衰26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空间拓展方式～览表’

乡镇 原柯集镇(建崮树) 土要卦『展M(1949--1978)

枫桥乡、 枫桥镇、西津桥 两津桥镇M

陆第乡、 陆亲镇 陆幕镇

斜塘乡、 斜南、斜北 斜北

长桥乡、 蠡墅镇、龙桥镇 蠡墅镇

跨塘乡、 跨塘镇 跨塘镇

：鬈：霉绷
8作者报据异镇镇忐厦历史地图整理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忙论文 第五章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研究

l浒关乡、 上塘、下螗 下塘

l术读乡、 木渎镇、金山镇 术洼镇镇区(70年代在老镇区咀东新建丁业区)

本时期，苏州市边缘镇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因此导致苏州市边缘镇空间拓展也较

慢。在建国后至1964年之间．大量边缘镇经济水平较差，边缘镇空间拓展基本完全

停滞，甚至居民翻修、翻建住房的活动都极少。1964年至1978年问，边缘镇建设活

动逐步增加，城镇空间有所拓展，居民翻建、新建房屋活动逐渐增多。同时部分边缘

镇在行政力作用下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如术渎镇城镇空间就有所扩张，甚至在木淫镇

镇区以东形成苏州市首个工业区。

jj
图30枫桥乡建国初与城镇主从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

＼ 萝、迎a，L

给歹
图31木渎乡建国初与城镇主从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作者自行绘制

4作者自行绘制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研究

V ，移
图32陆墓乡建国初与城镇主从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弋痊
固33浒墅美乡建国初与城镇主从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5．1．2城镇主辅阶段—-；扫缘镇空间发展迅速

(1)边缘镇空间发展迅速

整片开发成为临城边缘镇主要空间拓展模式

城镇土辅阶段，临城边缘镇的空间拓展模式大多为整片开发。伴随着城市道路网

系统的建醴，城市次干道、支路网络逐步完善，以往沿城市丰可’道带状扩张的空问发

展模式得以转变。尤其是位于苏州新区驶工业园区内的边缘镇(例如枫桥镇、横墉镇、

娄葑镇)，甚至以老镇区整体拆迁的方式为工业区、开发区的建设腾挪空间。

作青自行绘制

。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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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鹱
田34虎丘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域镇空间对比示意固。

田3s枫桥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问对比示意国。

沿交通千道带状发展成为外围边缘镇主要空间拓展模式

在此阶段，由于工业开发的需要，各外围边缘镇往往沿对外交通干道建设工业区、

工业小区。最终形成沿交通干道带状发展的空间模式。甚至在交通干道交汇之处(如

术渎镇)，形成“十字形”的空问发展格局。这种模式短期来看对外丽边缘镇的快速

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但f}1于埘外交通干道穿越镇区，迫使这些变通}：道远期改线。

。忭青自钉绘制

4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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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36术凄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问对比示意图。

∥‘≯
-、—一
图37胥口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问对比示意图。

斑焱
瞳38渭塘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阃对比示意圄r

‘作者自行绘制

。作卉自}r绘制

1怍青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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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厦居住用地是空间增长的主体

城镇丰辅阶段，虽然大部分边缘镇是以发展工业为主，但为舒缓古城居住压力、

安置拆迁居民，居住用地也成为部分临城边缘镇的空间增长丰体。于此同时．公共服

务设掩大多未能同步建设，使得边缘镇居民不得不使用中心城的公共服务设施。这反

而加大中心城的压力，影响中心城人口的向外疏解。

．”弋∥夔
图39陆墓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围。

老镇区大多被置之不理

本阶段，由于苏州市各边缘镇开发建设经费有限，在空间拓展过程中往往选择“避

重就轻”的开发模式。即开发过程中首选拆迁量小、地质条件较好的土地用于工业区、

新区建设，而人口众多、拆迁难度大的老镇区、老村往往被簧之不理。这一开发模式

即使建设的随意性加强，又为将来的建设埋下“城中村”的隐忠。

痊趱
圈40浒墅关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固2

(2)工业区、丌发区成为边缘镇空间拓展的丰要形式

。柞青自打绘制

1怍肯自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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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工业区、开发区成为边缘镇空间拓展的主要形式。从工业区，开发区

的等级上来看，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层级较高的开发区，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

区等省级以上开发区。另一类是各乡镇自行设立的工业小区等层级较低的开发区。

高层级开发区为边缘镇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高新区、工业园区等高层级开发区的统一规划建设，园区内所辖边缘镇的道

路网、尤其是主干道系统得到统一的规划与实施，避免因各自无序建设而导致的道路

图4l娄葑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低层级开发区推动了边缘镇的发展，但也带来一定的浪费

而那些没有进入省级以上开发区的边缘镇大多自行建设了～系列层级较低的工

业小区、工业组团。这些工业小区、工业组团确实对这部边缘镇的发展起到了霞要的

推动作用．但由于这些工业小区、新区往往为各边缘镇自行开发建设，级别较低，加

之缺乏统一、科学规划，使得这些边缘镇的工业小区、新区在建设开发过程中开发规

模较小、开发强度不高，造成一定的浪费。

肾糖
图42胜浦镇城镇主从与城镇主辅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囤。

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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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城镇协作阶段——边缘镇进入空间发展新阶嚣

(1)临城边缘镇全面融入中心城

表27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临城边缘镇空间发展方向一览表。

城区 乡镇 主要发展方向 主要发展区

高新区 浒墅关镇 京沪铁路东北、沪宁高速西南 工业、卫星镇

通安镇 绕城高速以两 T业启动区

工业园∽ 娄葑镇 满铺发展

唯亭镇 满铺发展

胜浦镇 满铺发展

昊中区 木渎镇 满铺发展 金枫工业|)(、金桥工业隧、

脊口镇 清明山以北、苏福路改线以南 胥江工业园、香山工业园

相城区 东桥镇 人民东路以南

望亭镇 苏福公路、G312沪宁线沿线

黄埭镇 新莲路沿线

渭塘镇 $227苏常线以东，绕城高速以南

蘸黼
图43井墅关镇域镇王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作#自#绘制

2作者根据异镇m星雕，}发古¨]地图整理
。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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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木渎镇城镇主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糙嘲苫吝。蔓睡
442。”8

f I-_lii番I

田45 tInttlt畦镇主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I'e3对1t：示意图。

鞭露
腰46胜浦镇城镇主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问对比示意图‘

临城边缘镇迅速融入中心城区

对于临城边缘镇与中心城的空间戈系而言，边缘镇与中心城的城镇空间关系在本

阶段明显出现空间一体化的趋势。如在城镇主辅阶段．苏州市中心城区与浒墅关镇、

‘忭青自行垃制

。作者自抒绘制

’作者自行绘制



苎型型垫兰堕堡主兰堕堡主 星至皇蔓苎立望竺堡至堕垄垦塑塑
陆幕镇等都有较为明显的距离，但由于城镇建设沿对外交通走廊带状展开，最终在

图47娄葑镇城镇主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图”

临城边缘镇基本实现满铺式发展

本阶段，苏州市的临城边缘镇空间扩张太多以满铺式发展为主。在以往的发展过

程中，考虑到交通的便利性，临城边缘镇的建设大多依靠便利的对外交通干线带状发

展。但随着土地资源的日趋减少，大量开发建设开始向纵深蔓延。尤其是靠近老城区、

工业园区、高新区的临城边缘镇，很多城镇的建设用地甚者镇域满铺。

临城边缘镇城镇建设用地进而二次开发阶段，非工业用地比重稳步提高

对于临城边缘镇而言，一方面受惠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及中心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

走高，城市居民逐渐选择临城边缘镇、特别是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良的I临城边缘镇

作为居住地，新开发建设用地中非工qk用地比重明显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边缘镇工业

企业逐渐迁出，大量工业用地被逐渐释放，进入土地的二次开发阶段，这些土地大多

被开发做商业及居住用地。两方面因素最终导致I临城边缘镇的非工业用地比重稳步提

高。

(2)大部分外雨边缘镇空间仍在快速拓张

表28城镇协作阶段苏州市边缘镇空问发展方向一览衷产

城区 乡镇 土要发展方向 土要发展恒

高新区 东渚镇 绕城高速以两、太制大道沿线

昊中区 光福镇 苏福公路、望湖路沿线

角直镇 机场路、世纪大道沿线

临湖镇 jj=东河，石台村、环镇西路、环镇 临湖新镇M

南路范围

东山镇 木东线以东

：#i$囊≥gⅢ星照片腱古I。地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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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庭镇 东日公路以东

#{城区 北桥镇 北风公路沿线

阳澄湖镇 澄林路沿线

常熟 辛庄镇 新阳大道沿线 光华工业园

沙家羲镇 荠嘉杭高速以南、昆石线沿线

曼江市 同里镇 环镇公路

昆山 巴城镇 古城南路沿线 昆山刚澄湖度假吒

张浦镇 沿浦江北路满铺发展

外围边缘镇空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由于苏州市属于江南水乡地区，河网密集．加之西部有部分山体．使得部分临城

边缘镇与中心城之问存在着无法跨越的发展屏障．这部分临城边缘镇在发展过程中空

问上与中心城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其空间形态与中心城关系较小。如吴中区的

光福、角直，柑城区的渭鳙、阳澄湖镇等，其城镇空间太多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形

成类似卫星镇的空问形态。

裂溅
图48渭塘镇城镇主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田。

多边缘镇空间整合发展趋势明显

城镇协作阶段，中心城与边缘镇及边缘镇之间功能上保持着密切的协作关系。反

映到空间上，边缘镇之问的整合发展趋势也越发明显。这种蘩合方式有两种组织模式，

一为通过井发区、工业园区等行政管理机构的统一协调，形成一种白上而下的协蛹机

制(如工业吲慝的娄茸、唯争、删浦等镇)。这种模式的能够形成高度一致的建设模

式，足种较为理想的整合发展方』l=。_'j种方式是边缘镇之间通过Ⅲ级的帽单合作，

白发的以组凼方式协调发展(立【|相城区的唯亭、北桥等镇)。这种模式足一种足建立

在共同利益基础卜的．现对而言较为松散。

边缘镇大多仍旧依托大型对外交通走廊发展

怍打自抒绘制



苎型型垫兰堕堡主兰生堡兰 苎至皇苎型里望堡望至塑垄垦堡垄
本阶段．苏州市的边缘镇空问发展方向太多仍旧以依托大型对外交通走廊为丰。

在此期间，对外交通走廊已经不仅是传统的省道、国道，而更多的是高速公路出入口、

港口码头

酶鹾
图49舟直镇城镇主辅与城镇协作阶段城镇空间对比示意圈4

外围边缘镇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仍旧以工业用地为主

虽然本阶段边缘镇的功能出现一定的分化，以旅游、体闲为主要产业的边缘镇开

始出现，同时居住、服务业用地稳步增长。但从整体来看，边缘镇的城镇建设用地仍

旧以工业用地为主，甚至像周庄、同里这类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也不能例外，上业用

地依旧是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的主体。

5 1 4苏州市边缘镇空间演变历程分析

(1)工业用地始终是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增长的丰体

既然工业用地是苏州市边缘镇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与之相对廊的工业用地势必

也就成为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增长的主体。苏州市边缘镇的空间拓展过程中，工业用地

始终占边缘镇城镇建设用地的40％以上、占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60％以上，即便是城

镇辛从阶段的临城边缘镇。工业用地也占到大部分。某种意义上讲，苏州市边缘镇的

建设过程．就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发展过程的缩影。

(2)边缘镇“临城、沿路、逐地”_二阶段空间拓展特征明显

从苏卅l市边缘镇空间拓展的方式来看．三阶段“临城、沿路、逐地”的特征明显。

所谓“临城、沿路、逐地”的特征是指苏州市边缘镇在城镇丰从的初期阶段，边缘镇

空间扩张大多集中在临近中心城的地区，这种拓展方式是在中心城工业、居住外迁背

景下而产牛的，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中心城的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各种资源。在城

镇主辅阶段，各类工业企业在边缘镇出现，为便于产品的运输，这些企业大多选址在

“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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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通干道沿线，进而使得边缘镇出现沿路带状拓展的空问发展趋势。时至城镇协

作阶段，苏州市边缘镇内可供建设土地资源大多已经非常有限，此时边缘镇的城镇建

设体是一种“见缝插针”式的建设模式，最终使得边缘镇的空间拓展呈现出一种满铺

的发展趋势
临城发展 沿路发展 运地发展

『 f
圈s0边缘镇空间拓张模式分析田4

(3)开发区在边缘镇空间扩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城镇主从阶段苏州市边缘镇有较少的自由发展外，城镇主辅阶段及城镇协作阶段

中各类开发区、工业区、度假区均对苏州边缘镇空间扩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

先，开发区明确了工业用地的开发方向，较为集中的建成了企业聚集区，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工业用地的无序建设。其次，开发区也使得边缘镇之问在建设过程中相互协调．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建设，为未来边缘镇融八中心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老镇区及“镇中村”一直是边缘镇空问发展的盲区

在苏州市边缘镇发展的过程中，边缘镇太多走的是低成本、快速扩张的发展道路。

因此其空问扩张优先选择的是拆迁量小、建设成本地的土地。而避开老镇区及各村镇

发展。长此以往，各边缘镇的老镇区及镇区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被忽视，成为城镇建设

的盲区。从空间形态来看，各边缘镇空间上大多形成一老镇区加多个“镇中村”的空

间格局。

5．2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完善发展问题分析

5．2 1宏观：空间失控——区域生态环境、历史遗产破坏严重

通过低廉的土地价格和灵活的优惠政镱，苏州市边缘镇的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以

外来投资及牛产、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即成就边缘镇的辉煌，同时也蚕食边缘镇的

大量土地。

(1)大量生态敏感区被用作边缘镇发展用地

‘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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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中提出，苏州市在城市绿地系统方面
要建设“四角山水”，即保护苏州城周边的“东北角一阳澄湖、东南角一独墅湖、西

北角虎丘至三角咀鱼塘、西南角一上方山、石湖”，但从2006年的苏州市建设用

地情况来看，这四篇生态区域全部被不同程度的用作边缘镇的城镇建设用地

表29苏州市边缘镇占用生态敏感区一览杀P

l生态区域 涉及边缘镇 被占用地用途

l东北角一阳澄湖 原太平镇、唯亭镇 工业

l东南角一独墅湖 娄葑镇 l居住，工业

l西北角一虎丘至三角咀鱼塘 黄桥镇 l居住、工业

l西南角一上方山、石湖 l原横塘镇 国际教育园M

图51《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_一2020)》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52 2007年苏州市土地使用现状图。

：；i糍‘：gi*i；：：黏17篙础。：；饼州““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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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山 规划控制示意图 现状建设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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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边缘镇中有不少是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古镇，但在快速城市化过

程中，这些历史古镇的风貌被严重破坏。部分历史古镇的古镇区被淹没在新建成的工

业用地之中，古镇与周边建成区景观冲突严重。如木渎古镇、角直古镇，虽然古镇区

内部风貌较为完整，但与周边新建成镇区风貌不协调，使整个镇区失去江南水乡城镇

的韵味。

S．2．2中观：空间失调—_边缘镇间缺乏区域协调

如前文所述，现状相邻边缘镇之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功能摩擦与冲突。由于空间

是边缘镇功能的载体，功能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带来功能上的冲突。就相邻边缘镇

的空间冲突而言，主要有包括三个方面的冲突。

(1)相邻边缘镇间用地组织冲突

在相邻边缘镇的空间冲突中，相互间的用地组织冲突是最普遍的。该冲突表现为

就单一边缘镇来看，其用地组织在空间上是协调的，而若将两个或者几个边缘镇的用

地组织进行拼合就会发现相互间矛盾突出。或者是某个边缘镇将自己的工业用地大量

规划在相邻边缘镇的上风向或者河流上游，如东桥镇与黄埭镇，两者的工业区就将对

方镇区的发展空间完全堵死，胥口镇紧邻木渎镇古镇区建设两片工业区。或者是相邻

边缘镇本有相类似的产业基础，但是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各自建设自己的工业园，而不

与周边乡镇衔接以形成统一的产业园，如渭塘镇与北桥镇仅仅一路之隔而各自建设各

自的工业区

(2)相邻边缘镇路网组织冲突

这类冲突在相邻边缘镇的空间冲突中所占比重也较大。在快速城市化地区，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域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建设也快速推进，在单一边缘镇内往往有多

条过境的干线公路通过。在这些道路中除国道、省道外，大量市级道路往往在不同边

缘镇之间出现不同的道路宽度及断面形势，甚至会出现一段公路、一段土路的尴尬情

况。如苏州至上海的机场路，在角直镇境内市级道路尚且如此，大量的乡镇级道路在

跨镇衔接方面时更加“惨不忍睹"，相邻边缘镇的镇级道路甚至只能在本镇范围内畅

通无阻，在两镇交界处就变成“断头路’’。这种情况不但形成大量的道路建设浪费，

更严重影响相邻镇之间的交通，进而影响产业交流及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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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部分边缘镇问路网组织冲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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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3微观：空间失衡—边缘镇内部建设缺乏可持续性
边缘镇的空间是其功能的载体，如前文所述，边缘镇的空间发展是具有动态性、

发展性的特征的，但与之对麻的边缘镇空间则不可避免的出现脱节与落后现象。

(1)可供建设土地匮乏

苏州市边缘镇经济发展迅速，但经济繁荣的背后确是土地资源的快速消耗及可供

建设用地的迅速减少。在新增建设用地中，产业用地尤其是工业制造业用地所占比重

最高，边缘镇政府为短期的眼前利益而低标准、低回报的引进大量的高能耗、高资源

消耗、底产卅的企业，这些企业消耗大量的土地资源。如苏州市用直镇，相关规划中

要求用直镇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仅为9平方公里，但角直镇现状建设用地己近23平方

公里。从两者之间的缺口来看，不仅角直镇未来无可建设用地，甚者部分己开发用地

还必须退出建设用地行列。

现状建设用地(截至2007年) 规划建设用地(苏州总规2007)

—稳昀默 簿旷蠢龠毒
!≥，’一一豳雾麓露∑
—’_—‘刹，≮拳≮∑ 聋■目医一U

图55舟直镇现状建设用地与规划建设用地对比图”

(2)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失衡

目前边缘镇的卡导功能往往较为单一，在这种功能单一模式下必然导致其城镇建

设用地中主导产业所占比例居高不下。以苏州市角直镇为例，其现状工业用地高达近

50％，而相对应的居住及公共设施用地不足20％。可见边缘镇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失衡

现象严重。由于这此产业月j地人多为外来投资，而这些投资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作川下如迪经济波动易导致产、Ik的快速衰败，进而导致这些产业用地的

大量闲胃。同时由于城巾建设用地比例的失衡，边缘镇如若耍向小城市发展，要求其

发展更多的居住、服务业功能，这时即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建设“欠债”问题，H时也

面临着发展卒问进展的双重脏^。

图片米源：《苏“fJ城『“总体规划(2007-20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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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s6部分边缘镇建设用地现状图(截至2007年)。

S．3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趋势

。茸H柬源：(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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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城市区域化

就宏观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的放开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城市的腹

地也随之扩大。伴随城市经济、人口的向外扩散，城市的空间也随之向城市周边地区

扩张，呈现出典型的城市区域化趋势。在城市区域化过程中，原本以“点"为主的城

市形态逐步发展为“轴"、“面"形的城市形态，城区与乡村的界线逐渐模糊，区域

内的各种空间元素逐步融入城区，成为城区的一部分。这时，原本与城市关系尚不太

密切的外围生态走廊、交通走廊、历史遗产区域逐步也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对城区的

空间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原本与中心城相对孤立的边缘镇在城市区域化的过程中也

逐步成为中心城区空间扩张的主体。

城市区域化的本质是苏州市中心城区各类要素向城市腹地扩散、分解以及再集聚

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以往郊区化不同，郊区化仅仅是各类空间要素向周边地区的扩散、

是简单的、无管制的、低层次的扩张；而城市区域化则不仅仅是各类空间要素的分解

与扩散，更强调的是各类空间要素依据自身的特定而在城市周边地区有组织的形成二

次集聚的过程。城市区域化过程是城市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

进区域和谐。

5．3．2空间协调化

在宏观城市区域化的背景下，相邻边缘镇之间也呈现出典型的空间协调化发展趋

势。如前文所述，相邻边缘镇之间在共同的利益目标作用下会形成功能方面的利益共

同体，在这种功能发展趋势下，中观角度的边缘镇势必会走相邻边缘镇空间协调化发

展的道路。只有通过相邻边缘镇之间空间协调化发展，才能化个体为集体、变独木为

森林，实现集聚效应，最大幅度的提升边缘镇的竞争力及风险抵抗力。

在空间发展上来，边缘镇之间的空间协调化本质是相互间破除以往的恶性竞争关

系，化竞争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取长补短，实现共赢。空间协调化发展不是要削弱

各边缘镇空间发展的自主权，而是实现相邻边缘镇之间的协同发展，以减少重复投资，

降低发展成本，从而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城镇建设回报。

5_3．3边缘城市化

从微观角度来看，以往边缘镇之所以称其为边缘是因为它从功能及空间两方面都

显示出相对中心城的边缘化特征。尤其是边缘镇的空间上显示出典型的小城镇空间特

征，低强度、低密度的开发建设模式与中心城的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建设模式迥然

不同。

但如前文所述，边缘镇未来的功能必定是一个综合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在这

一背景下，边缘镇的空间也毕竟从小城镇特质向城市特质转变，这就是边缘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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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城市化包括两方面的趋势，一为边缘镇土地开发及产出能力的提高，这是衡量土

地开发经济与否的重要指标，二为边缘镇土地结构的协调与平衡，这是实现边缘镇城

市化的物质载体基础。

边缘城市化与城市边缘化有本质的不同，边缘城市化是对边缘镇而言的空间特质

转化过程，体现个体空间元素的质变发展趋势；而城市边缘化则是一个宏观空间系统

内空间元素的扩张过程，体现个体空间元素对宏观空间发展方向的影响。

5．4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完善原则

5．4．1保护生态环境及历史遗产

在宏观市域范围内城市区域化的发展背景下，边缘镇的各类空间要素均对城市空

间的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保护以及好各类敏感的空间要素对宏观区域内空间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通常而言，这类空间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生态敏感区、历史遗产保护

区及重大市政、交通廊道。

对于历史遗产而言，它们无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刀。这些历史遗产不仅

仅传承记忆与文化，更是区域空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仅

是对祖宗的尊重，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表现。而对于重

大交通、市政设施廊道的控制而言，做好近期的开发控制并不是对眼前利益的无视，

而是对长远利益的重视。做好这些廊道的控制就是节约未来的重复开发成本，提高区

域空间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宏观角度空间发展必需遵从服从上帝与祖宗的

发展原则。

5．4．2区域协调发展

中观视角来看，以往边缘镇之间由于产业竞争而导致紧张的空间关系，进而形成

现状区域建设杂乱无章的局面。而边缘镇之间的功能关系由竞争走向合作，空间关系

也必将由对立走向融合。这时相邻边缘镇之间已经不是过去紧张的竞争者，而是同心

协力的兄弟。因此，在中观角度，相邻边缘镇之间应当如兄弟一般相互团结，取长补

短，最终协力实现空间的科学、合理、协调发展。

团结兄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对个体边缘镇政府空间发展权的限制，而是对

其空间发展的科学分配，是要求边缘镇的空间发展不仅是个体空间的科学合理发展，

更是相邻边缘镇之间空间发展的科学性与协调性。

5．4．3优化城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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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视角来看，边缘镇必将向城市发展，成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或相对独立的小

城市。无论哪一种模式，其城镇空间必需转型，实现一个超越自我，优化城镇空间的

过程。

优化边缘镇的城镇空间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边缘镇必需补偿以往低成本、

低效率扩张的欠账，优化已开发城镇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及使用效率，

最终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另一方面边缘镇必需对自身畸形的用地结构进行调整，

提高主导产业用地以外其它城市建设用地比重，最终达到建设用地的合理分配。

5．5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完善对策

S．5．1宏观：建立区域空间管制机制

空间管制是一种配置空间资源的手段，规划拟定的关于区域功能、社会经济等方

面的发展目标都需通过空间上的安排与管制来体现，并通过一定实施措施的制定保障

其实现。

因此，为在宏观层面实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空间特色与优势，合

理分配区域内各类空间资源，有必要对边缘镇的空间发展在宏观上实施管制策略。边

缘镇空间管制策略的目标是放眼区域，将镇域范围内各种空间资源通盘纳入区域空间

体系内，全面协调各类资源的分配与使用。边缘镇空间管制策略的实施则是立足于边

缘镇镇域范围内，以建立“空间准入’’制度为核心，制定空间管制规则，为各类建设

活动设定“准入门槛”，以达到引导和控制目的，进而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制定相

应空间利用引导对策和限制策略。边缘镇的空间管制体系分为以下三个层次，这三层

次之间依次递进，互为因果。

(1)划定生态环境、历史遗产保护区

生态、人文环境是边缘镇空间发展的基础条件，而边缘镇内的生态、人文环境更

是区域空间体系内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因此边缘镇的生态、人文环境更应当置于宏

观全局角度去通盘衡量，而非仅仅考虑边缘镇一家之需。故而边缘镇在进行城镇建设

之前，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对影响区域空间系统的生态、人文环境进行分析及保护，

划定生态环境、历史遗产保护区，并作为边缘镇城镇增长的禁建区域。

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对象又主要分为两类，一为对于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大影

响的绿地系统，包括基本农田、森林、草场等部分；二为对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大影

响的河流水系，包括重要河道、湖面、湿地等部分。而对于人文环境而言，不仅仅包

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历史风貌保护区，更包括具有一定历史意义、能反映当地风

貌的历史街区、历史村落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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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的生态环境、历史遗产保护区虽然是立足于宏观层面，保证区域空间体系的

完整与安全，但也需要保证这些保护区所在边缘镇的发展权，应当采取动态的、灵活

的保护策略，避免一刀切的机械的保护措施。需要对两类保护区继续仔细划分保护层

次，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空间保护及空间准入策略。在保护区域空间体系完整、安全

的基础上，保护边缘镇的地方利益，实现双赢结果。

(2)划定城镇建设增长边界

生态环境、历史遗产保护区的划定是确定边缘镇城镇建设增长边界的前提条件，

边缘镇的城镇建设必需严格限定在生态环境、历史遗产保护区范围以外。同时边缘镇

的城镇建设规模与方向即要要与区域城市空间发展趋势一致，也要能够合理、科学的

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

边缘镇的城镇规模首先要复合宏观区域空间系统发展要求，与区域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土地规划、产业规划相衔接，当两者之间出现矛盾时应与上级管理机构积极

协商，发挥跨层管制机制，此部分内容如前文所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边缘镇的

城镇规模还要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这里的满足是指城镇建设规模与客观需求相符合，

即不过分超前造成浪费、也不过分落后制约边缘镇的发展。这里的城镇规模主要由城

镇性质、城镇人口主导产业两方面决定，在确定边缘镇的城镇建设规模时，不应当机

械的、保守的按照人口及人均指标去简单的衡量，而应当参照城镇性质合理预测未来

边缘镇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及产业总量，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用地及非产业用地人均指

标进行平衡后，最终得出合理的城镇规模区间。在确定边缘镇的城镇增长边界后应与

上级管理部门积极协调对接，确定科学性与合理性，保证与区域空间发展目标相一致。

5．S．2中观：建立相邻城镇建设协调

如前文所述，相邻边缘镇间在功能层面实现局部协作后，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

原则下共同发展以实现城镇一体化的目标。这时，相邻边缘镇之间需要实施区域建设

协调策略，以真正实现相互间城镇建设的同步与协调。

(1)建设用地协调

建设用地是边缘镇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直接表现，而由于产业竞争所导致的主导产

业建设用地矛盾则是冲突的焦点地区。因此，如若要实现区域建设协调策略，首当其

冲的则是边缘镇之间的建设用地协调，而这之中，主导产业建设用地协调又是重中之

重，理顺边缘镇之间的产业用地关系，各边缘镇内部的各类用地关系自然而然的也会

随之理顺。

边缘镇之间的主导产业建设用地关系主要分为两类，主导产业用地之间关系以及

主导产业用地与非主导产业用地之间关系。主导产业用地之间关系协调的最佳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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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合作的跨镇产业园区，只有这样才能将相邻边缘镇之间的主导产业真正联

合起来，即有利于优化主导产业的内部结构，也有利于节约产业建设用地，增强产业

集聚性。而对于主导产业用地与非主导产业用地之间，关键需要考虑主导产业是否会

产生大量污染物，进而严重影响非主导产业的发展，并且根据污染情况合理确定安全

防护绿地规模，确保将相互间影响控制至最低水平。

(2)交通设施协调

交通是边缘镇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观层面，相邻边缘镇未来要实现功能上

的协调发展，需要实现边缘镇之间人流与物流的自由、顺畅流动，这时便利的交通条

件成为不可缺少的支持条件之一。因此，边缘镇之间必需实现交通设施协调发展。这

里的交通设施与千万所述的重大区域交通设施不同，本节所指交通设施主要为边缘镇

之间的人流、物流服务的、省级以下的地方性交通线路。

交通设施协调发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必需保证边缘镇之间的道路、航

道的顺畅与标准统一。各边缘镇在建设自身镇域内道路时必需考虑与周边边缘镇道路、

航道衔接问题，经过相关协商沟通后统一规划、合作建设，保证道路、航道的跨镇可

达性与路面、航道建设标准的一致性。其次，需要联合考虑相邻边缘镇之间的客货运

站场配置问题，在服务能力运行的情况下尽量合并设置客货运站场，以节省用地，提

高运营经济性。
‘

S．5．3微观：建立边缘内部城镇建设用地流转与二次开发机制

如前文所述，苏州市边缘镇功能面临城市化过程，对应此过程，苏州市边缘镇空

间也面临着一次转型过程，边缘镇的空间特质需要从小城镇向城市转变。以往边缘镇

城镇低成本、低效率的空间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可持续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对

城镇建设用地进行二次开发，以偿还以往粗放式建设所带来的历史欠债。城镇建设用

地二次开发策略的本质是提高建设用地使用的开发密度与产出效率，而不是在边缘镇

进行一次新的“圈地运动”。因此，边缘镇城镇建设用地二次开发策略包括两部分内

容，即产业用地二次开及建设用地二次平衡。

(1)产业用地二次开发

如前文所述，苏州市边缘镇受惠于中心城产业转移，经济快速发展，主导产业用

地在占边缘镇新增建设用地的绝大部分。但反观单位土地的产业产出，主导产业用地

的单位产出提高缓慢，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不能够满足这种粗放型的产业开发模式，

因此，必需对边缘镇的产业用地进行二次开发，以提高土地使用的效率。

边缘镇的产业用地二次开发在开发模式上包括“截流”与“开源"两个层次的内

容。“截流”是指通过政策、税收等手段建设土地供给量，迫使企业提高土地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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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对于尚未引进企业，提高边缘镇主导产业建设用地的准入门口，坚决拒绝技术水

平低、投资密度低、产出效益低、与边缘镇功能发展不相适应的企业的进入。对原有

的，技术水平、投资产出尚佳的企业给予保留，但要求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

高土地容积率，例如实施建设多层厂房等措施。“开源"是指扩大主导产业建设用地

来源，主要依靠同时对原有企业进行整治与分流，对于技术落后、污染严重、产出效

益低下的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利用企业迁出后所的土地建设进行新的产业建设或其它

城镇功能建设。

同时，为一改以往死板的土地转让、流转模式，减少因政策、管理等漏洞而导致

的土地浪费，应在政策、管理环节处理好以下问题。在政策方面，加大土地交易市场

自由性，促进土地二级市场发展，鼓励企业间土地流转，在土地再利用过程中逐步通

过规划控制提高土地开发强度。’在规划管理环节，将土地出让单元控制在1"2公顷／

地块，让企业根据自身需要购买土地，同时严格限制最小开发强度，杜绝“假投资，

真圈地”现象的发生。

(2)建设用地二次平衡

从边缘镇的建设用地总量控制来看，以往边缘镇建设开发过程中城镇建成区过大

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的问题也较为多见，未来边缘镇开发建设有必要对总体规模也

进行相应平衡。从边缘镇的整体城镇建设用地平衡来看，伴随着边缘镇向城市的转化，

以往主导产业建设用地“一家独大’’的情况必需改变，各类城市建设用地必需“百花

齐放"、均衡发展。同时，以往边缘镇在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开发资金，为避免高额

的拆迁补偿费用，只顾新区开发、不顾老区改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逐渐形成大量的

“城中村’’、甚至于“贫民窟’’，这种历史欠债也必需在未来的开发过程中给予解决。

因此，在未来边缘镇的开发过程中j必需进行城镇建设用地的二次平衡。

故而，边缘镇二次平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首先，要对边缘镇的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根据人口数量、产业结构、产业性质及产业规模等多方面因素进行重新测算，

对于超指标开发部分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未来开发建设过程中逐步纠正。其次，在产业

用地二次开发的同时，对部分产业用地进行置换，将其置换到为城镇服务的其它配套

产业用地上去，以求得各类产业用地的比重总量平衡。最后，加大老镇区的更新开发

力度，对于无历史遗产保护功能的老镇区给予积极整治与改造，不仅仅满足于建筑密

度的提高，更要通过提高建筑高度及容积率，塑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城镇天际线，进而

从功能上及形态上均加强其中心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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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研究结论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不足

6．1．1明确了边缘镇的相关基础认识

本文对边缘镇的基础认识加以明确，将边缘镇定义为在中心城边缘区范围内，空

间上与中心城距离较近、功能上承接中心城功能转移的建制乡镇。同时将边缘镇的特

征概况为资源充足性、发展互动性、中间过渡性及发展动态性四大特点。对边缘镇发

展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并依照边缘镇与中心城关系的变化将边缘镇的发展阶段划分

为：城镇主从、城镇主辅、城镇协作三个阶段。

6．1．2分析了当前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问题并提出对策

当前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发展面临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

历程回顾为基础，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发展的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宏观——与中心城产业同质、中观——与相邻边缘镇缺乏协作、微观——

自身功能有待完善三大问题。并分析边缘镇功能的发展方向与完善原则。提出宏观管

治、中观协作、微观跃升的三大功能完善策略。

6．1．3分析了当前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问题并提出对策

本研究在对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历程回顾的基础上，认为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

展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关系不和谐，即宏观上空间失控、中观上空间失调、微观上

空间失衡。本文进而阐述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发展的趋势及完善原则。在此基础提出来

苏州市边缘镇空间完善的对策，即宏观上建立克难攻坚管制机制，中观上建立城镇建

设协调机制，微观上建立城镇用地流转及二次开发机制。

6．2研究不足

6．2．1对苏州市边缘镇功能及空间发展历程的梳理仍有不少疏漏

建国后，苏州市行政区划变动频繁，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建设迅猛。整个苏州市

边缘镇的发展涉及方面广阔，但相关的资料、文献留存较少。本人虽努力收集地方志、

古旧地图、相关规划等资料数千页，在分析过程中仍感资料尚有很大欠缺。因此对边

缘镇发展历程的梳理难免出现不少疏漏。

6．2．2对苏州市边缘镇的功能、空间发展问题分析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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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及空间都是内涵很大的概念，本研究虽立足于这两方面，但由于资料、研究

能力等各方面的欠缺，仅能对其中主要问题及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简单的探讨，使得

问题的深度不足。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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