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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多维要素视角，以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中部片区为例，总结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的演化
特征，从市场力、政府力与社会力 3 个维度揭示半城镇化现象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案例地区在土地利用、
经济产业和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半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在演化过程中，市场力的引领是基础动力，决定了区
域空间的开发形态，政府力的调控是制度保障，引导了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力的嵌入培育了内生性力量，
为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最后提出，强化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探索差异化的转型路径，
创新空间管控模式与治理平台，将成为引导半城镇化地区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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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eri-urbanizatio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Based on the Case of  Chenghai District, 
Shantou City

DING Weifeng, LUO Xiaol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this paper takes the middle area of  
Chenghai District, Shant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summariz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eri-urbanization areas, and reveal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market force, government 
force, and social force. Research shows that case presents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peri-urbanization in land use, 
economic industr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lead of  market power is the found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regional space.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force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which guides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spatial resources. The embedding of  social force cultivates 
endogenous forces, which injects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ri-urbanization 
areas.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exploring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 paths, and innovating spatial control modes and governable platforms will become the key to gui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i-urbanization areas.

[Keywords] rural peri-urbanization area; 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Chenghai District in Shantou City

多维要素视角下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演化
特征及机制研究
——以汕头市澄海区为例

丁伟丰  罗小龙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快速的

增长，并伴随着城镇化的大规模、高速度推进。在

这一过程中，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滞后工

业化发展，导致了诸多结构性错配问题，表现出土

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失衡等

现象。与此同时，在大城市边缘区、交通走廊地带

及原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完全的城市化现象，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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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镇化地区，呈现城乡用地混杂、空间景观破碎

等特征 [1]。半城镇化地区是快速城镇化的特殊产物，

在解决大中城市暴露出的城市病、农村经济衰落等

问题上具有特定优势，但也存在经济结构失调、空

间发展无序等问题，亟待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迈入结构调整期 [2]，半城镇

化地区不仅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区，更可能是潜在

新型功能区与永久景观 [3]。其中，由乡镇工业主导、

城镇化等因素驱动的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是我国快

速城镇化进程中变化最迅猛、矛盾最集中的区域，

更能体现我国特定的宏观背景、地方条件与演化机

制的影响作用 [4]。因此，乡村型作为村镇人口、产

业与空间高度互动的产物，是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

发展的关键，也是观察我国更普遍的半城镇化地区

形成机制的重要侧面。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半城镇

化地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地区广东

省汕头市澄海区中部片区，从多维要素视角解析演

化特征及机制，并为其转型提供建议。

1 半城镇化地区研究概述

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现象普遍存在

于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语境下的 Peri-

urbanization，被译为半城镇化，是特有的制度背景

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不完全城市化现象。半城

镇化地区是不完全城市化的空间表征，表现出城乡

功能混杂的地域景观。现有研究包括以西方发达国

家为代表的城市偏向型（Urban Bias）与东亚发展

中国家为代表的区域偏向型（Regional Bias）两大

分支，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整体呈现从城市主导向

城乡统筹的空间研究转向 [5-6]。中国的半城镇化地区

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村工业化运动，在城

乡二元体制背景下，受中心城市辐射和乡村工业驱

动的双重影响，催生了大都市周边的城市型与远郊

农村的乡村型 2 类地区。其中，乡村型源于区域偏

向的半城镇化研究，指的是由于非农产业发展与乡

镇企业繁荣，在传统农村形成的城乡景观交错的特

殊地理空间，表现出高度不稳定性与动态性特征 [7]。

半城镇化地区是全球化、城市化与本土化的产

物，是多种驱动力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4]。对于乡

村型，研究认为区位因素是基础条件，外资进入、

大城市辐射和农村工业化是主要动力，农村滞后的

管理制度是直接动因 [8]。Webster 等提出产业发展带

来的就业机会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9]。马恩朴将影响

机制划分为经济因素的外部驱动与非经济因素的内

部建构，认为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是原乡村地区

出现半城镇化的重要原因 [10]。唐伟成等从微观视角

出发，认为村庄单元通过要素投入、土地回报与内

部最优逻辑，诱发自身成为半城镇化的前沿拓展地

带 [11]。现有研究成果较为充实，但一些方面仍值得

探讨。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多聚焦大城市边缘的

城市型，忽略了城市之外的传统乡村，事实上，这

类地区是我国半城镇化现象的主体，其空间形态与

演变机制更加复杂。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多从区

域、经济和产权等视角解析半城镇化地区，认为产

业发展是乡村型变迁的根本动力，生产模式与产业

结构决定了土地利用特点 [12-13]。但是，城镇化不仅

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是政治、社会等要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少有研究从多维要素视角揭示乡村

型的演化过程。基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

础上，重点聚焦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对汕头市澄

海区中部片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演化特征及其机

制，并为其转型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的城镇

化政策创新提供启示。

2 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的典型特征

汕头市澄海区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毗邻汕头

主城区，素有“粤东门户”之称。其中，澄海区中

部片区是汕头市重点加工制造业集聚区，涵盖莲下

镇、莲上镇、隆都镇和溪南镇 4 镇 75 村，总面积

约 160km2（见图 1）。2020 年，中部片区常住人口

32.5 万人，户籍人口 33.2 万人，城镇化率近 75%，

平均人口密度 2031 人 /km2。1992—2020 年，工业

生产总值从 2.69 亿元增长至 301.26 亿元，占全区

比重约 40%，三次产业结构为 7.7:55.6:36.7，近一

半工业产值来自玩具礼品行业，形成以玩具创意产

业为主体的工业特色经济。尽管社会经济增长迅速，

城镇化率远超全国平均值，但实际城镇化水平同经

济产业转型、社会结构发展不匹配，非农人口占比

仅 8% 左右，在空间上呈现城乡用地混杂等特征，

因此作为典型地区，值得进一步研究。

2.1  土地利用：空间扩张与粗放利用并存

案例地区是以乡村工业引领城镇化发展，由于

缺乏宏观调控与规范管理，土地非农化现象迅速扩

展，在空间上形成了亦城亦乡的村镇混杂区。一方

面，土地开发空间连绵。根据 1985—2020 年遥感影

像解译结果，中部片区建设用地面积从 30.62km2 增

长到 54.08km2，占陆域总面积的 31.55%，超过 30%

的土地开发强度临界点，形成了带状密集城镇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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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但是，近年来空间扩展态势放缓，扩展强度

指数从 1.23 回落到 0.26，倒逼进入存量调整时期（见 

表 1）。另一方面，空间景观零散破碎。现状村镇

生活区存在“生产、销售、居住”三合一空间，

整体呈现工居拼贴式布局。中部片区作为工业集聚

片区，现状产业空间集聚度不高，零散工业与物流

仓储多以作坊或小规模企业分布在国道沿线和镇区

内，占建设用地比重普遍超过 50%（见图 3）。因此，

中部片区呈现出典型的“半城镇化”空间景观。

2.2  经济产业：传统轻工制造业转型乏力

作为乡镇企业崛起的前沿地带，澄海地区拥有

良好的生产传统和产业基础，形成了以玩具工艺等

轻加工制造业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但陷入传统产业

的路径依赖与转型困境。一方面，从企业类型看，

小型民营企业是经济主体。2000—2020 年，地区规

模以上外商企业与港澳台投资企业占比从 30.70% 降

到 4.22%，外部资本利用率较低（见表 2）。规模以

上私营企业占比从 7.90% 升到 83.40%，企业组织形

式趋于灵活化，传统家庭经济的独立性与逐利性保

持延续，形成了内源式经济发展路径。另一方面，

从企业行业看，传统特色工业优势突出。分行业企

业单位从相对均衡分布转向重点发展布局，娱乐用

品制造业与橡胶塑料业作为地区经济主导产业，占

比接近 60%。但受制于资源与空间压力，以玩具工

图 2  1985—2020 年澄海区中部片区建设用地扩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985 年

2002 年

1992 年

2020 年

建设用地
非建设用地
中部片区边界
镇域边界

图例

图 1  澄海区中部片区行政区划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汕头市澄海区 澄海区中部地区

23°30′0″N
23°25′0″N

23°30′0″N
23°35′0″N

116°45′0″E 116°50′0″E117°0′0″E116°0′0″E



城市更新

85

D
EVELO

PM
EN

T O
F SM

A
LL C

ITIES &
 TO

W
N

S

VO
L.41 N

O
.10 O

C
T. 2023

小
城
镇
建
设

2
023

年
  第
41
卷
  第
10
期

艺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存在生产模式低效等问题，

造成村镇空间的粗放利用与资源浪费，难以发挥规

模效应。同时，由于缺少区域产业统筹，存在镇域

经济品牌雷同等问题，易陷入产业同质化竞争困局。

2.3  社会结构：治理失衡与隐性城镇化现象

澄海地区拥有浓厚的宗族传统，形成了以亲缘

网络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导致农民市民化

滞后、治理体系缺位等隐性城镇化现象 [11]。一方面，

农民市民化水平滞后。近 20 年来澄海区人口城镇化

基本停滞，保持在 70%~75%，但统计城镇化率并未

反映实际城镇化水平，而是划分口径下城乡混杂区

村民的被动居民化，实际城镇化率仅 40% 左右 [14]。

同时，城市性与农村性活动高度混杂，就业结构呈

现农工商多样化特征。另一方面，地方治理缺乏协

同。由于宗族制度的亲缘网络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部分治理仍停留在人情宗法与习俗惯例，市级政府

管理困难、乡镇政府治理缺位、基层自组织缺乏引

导等问题凸显，加剧了城乡空间的无序开发。滞后

的治理体系也带来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失效，政府供

给主体缺位、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逐渐凸显，导致

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低水平、低成本的恶性循环。

3 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的演变机制

3.1  市场力的引领：从乡镇企业到新产业单元

3.1.1  乡镇企业的自组织发展

农村工业化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动力，自组织

的乡镇企业决定了空间扩展的碎片化格局，奠定了

半城镇化特征的雏形。从乡镇企业看，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释放了乡村生产力，

村办企业等乡镇产业单元成为工业经济主体，具有

经营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特征，造成了“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散点式格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

业成为经济发展骨干，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工业区、

引进工业项目等方式，推动以村镇单元为经济主体

的产业簇群化发展，形成了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

格局。至 2002 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总值

的 90.3%。中部片区工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40.2%。因此，乡镇企业带动了早期自下而上的城

图 3  汕头市各区（县）零散工业、产业园区用地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1  1985—2020 年澄海区中部片区建设用地扩展情况一览表

年份 建设用地总面积（km2） 开发强度（%） 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 扩展强度指数

1985 30.62 17.86 — —

1992 32.79 19.13 0.98 0.27

2002 46.93 27.38 3.65 1.23

2020 54.08 31.55 0.79 0.26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2  2020 年地区主要企业类型对比

地区  外商投资企业（家）  港澳台企业（家）  内资企业（家）  总计（家） 外商与港澳台企业占比（%）

澄海区 5 9 318 332 4.22

龙湖区 20 39 211 270 21.85

金平区 12 25 250 287 12.89

濠江区 11 8 92 111 17.12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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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进程，但是，乡镇工业的无序开发也造成了产

业混杂布局、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随着城乡统筹

等概念的提出，传统乡镇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产业模式升级成为新时期城镇化转型的必然趋势。

3.1.2  新经济活动的兴起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出现了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新产业单元，产业

集群的“双重集聚”为乡镇经济赋予新动能 [15]。淘

宝村是以互联网交易为平台、网络商业集聚的村庄

地域 [16]。澄海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将轻加工业与电

子商务结合，迎来新产业单元的爆发增长。2020 年，

澄海区中部片区 4 镇均成为淘宝镇，含 32 个淘宝 

村（见图 4）。在空间分布上，淘宝村邻近地缘效

应明显，表现出沿交通轴线近域扩散、裂变式增长

特征，整体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特质。在产

业联系上，城乡要素依托互联网形成紧密的网络联

系，引发区域性产业分工和空间组织变革。以莲下

镇宝奥城为例，作为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通过建

立电商服务平台和优质产业集群，发挥电商集聚效

应，打造澄海玩具产业带，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因此，新经济活动将产业联系从公路运输转向网络

链接，小城镇与乡村突破区位与空间约束，实现资

源的最优空间配置，促进新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

3.2  政府力的调控：从增长主义到存量时代

3.2.1  增长主义的政策导向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地方政府通过区划

调整、规划引导与土地管理等方式，推动澄海进入

最快速度、最大规模的城镇化阶段，也是半城镇化

地区成型的主要时期。从区划调整看，在市区层面，

地方政府通过市直管县改革、撤市设区等，获得更

多的经济管理权，为澄海成为汕头北拓的副中心产

业新城奠定基础；在乡镇层面，通过撤区设镇、村

镇合并等，大大削减行政配置，提高基层政府的资

源调配能力（见图 5）。从规划引导看，初期以中

心镇为重点，明确工业振兴战略，将中部 4 镇列为

重点工业卫星镇。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澄海建制

镇建成区总面积较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扩大 10 倍多。

随着新区开发成为地方政府引导资本集聚的重要手

段 [17]，空间拓展转向 324 国道沿线，形成 20 多公

里的带状高密度城乡混杂区。从用地管理看，土地

征用是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 [18]。地方政府通过

“以征带用”对重点地区统一征用管理，征用土地

中工业用地占比达 43% 左右，10 年间年均征用非

农建设用地从 138 宗增长到 423 宗。然而，农地转

用也暴露出利益空间，导致大量的违法转用现象，

加剧半城镇化空间景观的异质性。

3.2.2  存量时代的价值挖潜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背景下，规划价值

观从市场导向转向公共价值，空间存量升级成为重

点。在规划引导上，加强对空间功能的统筹布局，

提升用地供给质量与效率。《汕头市中心城镇体系

规划研究》提出破除 324 国道的主轴效应，实现从

点轴开发向网络开发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汕头

市工业控制线划定规划》对工业用地规模和结构优

化调整，划定工业控制红线，整合村镇级工业区，

保障产业用地供应，合理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在用

地管理上，深化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规范集体土

地利用行为，加强非农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管理。

2009 年，广东省政府提出实施“三旧”改造，按

照改造标图入库、年度实施计划与改造方案审批

落实。中部片区拟列入项目宗数 110 宗，占总项目

数 42%。在控规全覆盖平台建设的契机下，完善以

土地产权为决策基础的管控机制。通过对现状土地

产权精细识别，从土地权利类型、权属转移约束等

方面评判土地交易成本，考虑利益主体诉求，加大

对违规违法用地的查处纠正，保障空间的合理配置

与布局。因此，空间规划的价值转向引导了空间的

存量升级，有利于建立内涵式、集约型的城镇化新 

格局。
图 4  澄海区中部片区淘宝镇（村）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澄海区中部片区
村级行政界线
主要区域性道路
2015—2016 年淘宝村
2017 年新增淘宝村
2018—2019 年新增淘宝村
2020—2021 年新增淘宝村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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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力的嵌入：从宗族制度到新乡村精英

3.3.1  宗族网络的维系

宗族制度是以父系群体和血缘关系为基本支

撑的传统社会秩序，是潮汕地区传统主导的社会组

织模式。在城镇化初期，宗族网络通过支撑乡镇企

业发展、公共产品供给等方式，利用非正式的制度

规范为乡镇发展提供行为动力与精神凝聚力。现有

的宗族权力大多通过间接的非正式途径影响基层治

理，既是社会经济交易中组织机制的核心信念集，

又是对外关系网络的基本单位。一方面，以宗族信

念为纽带，通过成立“宗族—经济联合体”等组织，

以宗祠等传统公共场所作为群体认同的空间象征，

激励村民就地办厂，并保障村民在用地获取过程中

竞得集体用地使用权，快速在内部完成集资，对乡

镇发展提供非正式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澄海拥

有丰厚的侨资基础，依靠宗族网络联络族内侨胞，

能够形成产品销售、技术引进、资金回拢的产业链

闭环，建立稳定的就业市场。因此，宗族网络避免

了一般乡村存在的产业发展不可持续、公共产品支

撑不足等问题。但是，宗族制度下工业化生产管制

的缺失，也让村民承担了工业化空间无序蔓延的负

外部性，造成了城乡混杂的空间景观。

3.3.2  新乡村精英的崛起

新时期，新乡村精英的崛起突破宗族制度的空

间界限，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乡村精英指乡村中拥有优势资源或成功经历、威信

和影响力、为乡村发展的公共利益发挥带动作用的

人 [19]。如今，乡村精英的内涵趋于多元化，包括在

土、离土和回归精英等，多元精英主体有利于内生

动力的培育，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0]。以莲下镇

为例，在多元精英的影响下，实现从贫苦小镇到全

国千强镇的转变。首先，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在土精

英是镇域经济发展基础。以宜华集团为代表的本土

企业根基盘踞小镇，带动镇域工业经济的跃升。莲

下镇工业产值由 2001 年的 31.7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

的 204.6 亿元，宜华集团占规上企业产值 60% 以上，

骨干企业支撑明显。其次，以旅外华侨为代表的离

土精英是镇域经济扩张的支撑。离土侨胞积极投资

家乡实业，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地方也通过亲情招

商等品牌建设，为侨胞的投资兴业搭建平台，形成

良性的双向互动。最后，以返乡创业者为代表的回

归精英是谋求转型的新生力量。他们多关注公共事

业，通过成立社会组织凝聚民间力量，实现传统文

化传播与现代经济建设的融合。以莲下镇返乡“南

洋人”组织为例，通过古宗祠更新改造、创建乡土

书院等方式，形成了新型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与文

化精神的“乡村振兴共同体”[20]。因此，新乡村精

英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凝聚乡村社区力量，为地区

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见表 3）。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半城镇化地区是不完全城市化的产物，是我国

图 5  澄海区行政区划调整与体制变革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汕头经济特区成立

市管县体制施行
（澄海县，汕头市管辖）

人民公社制
（14 个） 撤区（管理区）设镇

政社分开
设区建乡

撤镇设街道
（3 个街道、13 个镇、

177 个村）

乡镇合并（3 个街道、8 个镇、137 个村）

澄海撤县设市
（县级市，汕头
市委托代管） 澄海撤市设区

（澄海区，汕头市管辖）

市区层面
调整

乡镇层面
调整

功能区

年份
1981 1983 1984 1986 1993 1994 1996 2002 2003 2013 2019

莱芜经济开发实验区

六合现代产业新城

澄海宝奥城
“产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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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本文从多维要素视角出

发，对澄海区中部片区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乡村型

半城镇化地区的演变特征及机制。结论如下：

第一，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在新型城镇化阶

段呈现新的半城镇化特征。在土地利用上，空间扩

张与粗放利用并存，尽管空间扩展态势放缓，但土

地利用的结构失衡与使用低效等问题仍然存在，存

量更新推进缓慢。在经济产业上，以中小型民营企

业为主体、玩具工艺为代表的特色工业优势突出，

但传统产业面临路径依赖的困局。在社会结构上，

治理失衡与隐性城镇化长期存在，农民市民化水平

滞后，地方治理体系管理缺位，公共产品供给陷于 

失衡。

第二，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的演变过程是多元

主体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力的引领是根本动

力，从乡镇企业的自组织发展到新经济活动的集聚，

县域村镇单元作为信息节点正在融入区域产业分

工，深刻影响区域空间形态。政府力的调控是制度

保障，从增长主义导向到公共价值优先，引导空间

利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升级，提高空间资源利用

效率。社会力的嵌入是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的内生

动力，从宗族网络维系到新乡贤崛起，加速城乡要

素流动与资源重组，有力推动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

的转型发展。

上述结论对我国相关研究具有实证意义。为更

好地应对转型，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明确城镇发

展定位，差异化探索转型路径。为构建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充分认知城乡空间的

价值体系，设定差异化的空间路径，使成为特定领

域层级的功能节点。其次，强化规划统筹引领，创

新用地空间管控方式。发挥规划引导作用，探索空

间复合利用管控，加强用地供给政策保障。第三，

创新空间治理平台，建立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构

建全覆盖多层级的精准传导体系，持续完善多元共

治的城乡社区治理平台。

4.2  讨论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市更

新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不仅

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更成为推进相应地区城

乡融合、乡村高质量发展及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

要空间单元。

首先，探索城乡融合新路径。半城镇化地区作

为城乡统筹的重要抓手，通过有序引导空间、产业

与治理融合，拓展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一方面，发

挥区域统筹与协调作用，建立合理的区域要素交换

机制，优化空间开发格局，适应空间集约化需求。

另一方面，重塑产业分工体系，推动产业转型深度

融入全产业链网络，形成城乡协同的产业新格局。

此外，完善城乡融合的政策机制。健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等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与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城乡要素的顺畅流动、

合理配置。

其次，带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必须让乡村发展融入新型城镇化过程，重视

城乡互动及城镇对乡村的带动。半城镇化地区是区

域人口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能够有效带动城

镇要素进入乡村，通过吸引资本下乡、培育精英流

动网络等方式，激活乡村地区的内生性动力，为农

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人口的增长与

集聚对公共产品的服务需求也不断提升，有利于乡

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保障城乡价值的充分 

实现。

最后，创新城市更新方式。存量背景下，传

统的自组织型开发模式不可持续，半城镇化地区的

城乡空间混杂、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需要实施城

市更新积极盘活存量用地，强化土地要素的供给保

障。具体地，通过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混

合用地供给方式、建设控规全覆盖信息平台等，对

表 3  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的演变机制

市场力 政府力 社会力

作用方式 引领 调控 嵌入

基本性质 发展基础 制度保障 内生动力

参与类型 乡镇企业、新型产业载体 市区级政府、乡镇级政府、村级组织 宗族体系、多元乡村精英

空间影响 影响空间开发形态 引导空间拓展方向 促进空间要素流动

转型方向 从自组织发展到新经济活动集聚 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 从等级式结构到扁平化网络

具体行动
家庭作坊兴办、外部资本引入、电

商产业集聚

行政区划调整、空间规划引导、土

地征用管理
宗族网络联系、社会关系资本拓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更新

89

D
EVELO

PM
EN

T O
F SM

A
LL C

ITIES &
 TO

W
N

S

VO
L.41 N

O
.10 O

C
T. 2023

小
城
镇
建
设

2
023

年
  第
41
卷
  第
10
期

建设用地进行存量更新，实现土地利用的存量挖潜

与有限空间的扩容提质，为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动能。

当然，半城镇化地区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变化极

度迅猛、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将来有必要对更多

典型区域展开实证研究，总结不同类型地区的特征

及机制，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半城镇化地区转型提

出针对性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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