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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i-urban areas in China are a transitional zo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ntry's urban-rural dual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peri-urban area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specific background and social context. The village, as an im-

portant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unit, forms peri-urban areas in

China. It coordinates various microeconomic entities within its administrative bound-

ary and meanwhile responds to the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national

policy shift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e paper examines Zhou-

zhuang town and Huashi town of Jiangyin city in the meso-level perspective and an-

alyzes the peri-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se areas in the spa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respectively. It then analyzes three interrelated cruxes of the evo-

lu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conditions for path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logic,

and forms of village adjustment and expansion.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land

resource constraint are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villages, which create internal ten-

s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 as well as construction land in peri-ur-

ban villages. At the end, the paper argues that a reasonabl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space, industry and policy are the keys to the future transformation

of peri-urban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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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经济要素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流动重组以及社会、治理结

构的相应变迁。始于1970年代末，资源要素的长期固化使其在城镇化恢复与加

速的初始阶段便具备了动态、不均衡的特征。在中央经济分权与市场力量的推动下，

城乡要素开始加速流动，地域结构演化与城镇化进程出现新的动向。在空间布局上，

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与城市试点工作，沿海开放地区的市场化先行地位得以确

立，这些地区在之后的阶段起到发展引领、吸引资本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

（赵燕菁，2000）。从时序上观察，村镇工业经济的起步早于全面开放与城市改革进程，

村镇工业的持续壮大形成了由边缘经济角色主导并超出中央预期的增量改革（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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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半城市化地区是传统城乡二元

系统中出现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其形成

无法脱离特定的转型背景与社会语境。

村庄单元是形成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重

要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单元，对下衔接

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对上响应宏观政策

与区域发展等外部进程。基于村庄单元

这一中观视角，选取江阴市周庄镇与华

士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案例地区在

空间、经济与社会层面突出的半城市化

特征，进而从村庄的路径建构条件、发

展内在逻辑与调整扩张形式三个关联的

环节解析由村庄单元驱动的地区演化机

制。集体制与有限土地资源是村庄的固

有属性，导致工业资本的内在紧张与持

续扩张，村庄成为半城市化地区的前缘

拓展空间。最后认为，如何构建有序合

理的空间结构，引导空间、产业与政策

的协同是中国半城市化地区转型的关键。

关键词 半城市化; 村庄单元; 驱动机

制; 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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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1990；刘守英，王一鸽，2018）。
空间与时序因素的叠合，引致大规模人

口导入与生产功能发育在部分先发区域

（特别是东部沿海） 的村镇同步发生，

村镇人口、产业与空间的互动催生了大

量半城市化地区的出现。

作为一种不完全城市化的过渡性地

域现象，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形成有着

独特的宏观背景、地方条件与演化机

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区域内，控制

集体土地的村庄单元为积极应对外部市

场竞争环境，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强大驱

动力的发展主体，利用廉价的集体土地

进行密集的非正规开发。村庄的自主发

展导致地区的空间碎化与用地蔓延问

题，同时加速了地区的半城市化进程

（J. Zhu，T. Hu，2009）。由此可见，村

庄是形成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重要空间

组织与资源配置单元，同时也成为观察

半城市化地区形成机制的关键视角。从

现实发展来看，半城市化地区作为城乡

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阶段面临着产业、空间、政策以

及区域整合等诸多问题，历史因素与传

统路径制约了地区的转型。基于以上认

识，本文在梳理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

上，选取典型案例地区，从村庄单元驱

动的视角解析其特征机制，探讨地区转

型对策。

1 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进展

1.1 理论建构的差异社会语境

半城市化现象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形

成于不同的社会语境。半城市化现象缘

于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出现在亚洲等发

展中国家，引起了学术界的相应关注。

欧美国家的半城市化驱动主要来自于城

市功能与人口的空间外拓，如交通工具

革新与通勤范围扩大、中产阶层居住郊

区化以及企业与研发机构向城市周边地

区布局等因素（陈雪明，2003），在此

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提炼出城市边缘区、

边缘城市以及大都市拓展区等以城市

为主体的地域空间概念 （R. J. Pryor，
1968）。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背景不

同，带来半城市化特征与机制的显著差

别。欧美国家形成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

是城市中心论，研究范围主要聚焦于都

市区边缘或大城市周边，这与发展中国

家基于区域城镇化或乡村驱动的半城市

化过程有着较大的差异 （D. Webster，
2002）。较为典型的如麦基（T. G. Mc⁃
gee，1991）在研究亚洲的城市化问题时

发现，非农人口与产业在大城市之间的

交通走廊地带、新发展区域或是临近大

城市的乡村地区集中，从而实现以强烈

城乡互动与区域为基础的不完全城市化

过程。

半城市化理论虽建构于不同国家自

身的社会语境，但这些理论可以为中国

半城市化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在改革开

放初期便出现了乡镇工业推动下的农村

城镇化现象，而引入半城市化的学术概

念开展研究要到21世纪初。国内研究主

要集中在半城市化的概念、地区类型、

特征、机制与政策等方面（刘盛和，等，

2005；王春光，2006；陈贝贝，2012；
杨忍，等，2018）。然而中国的半城市

化现象产生于独特的转轨阶段与制度背

景，受政策体制的深刻影响 （F. Wu，
等，2013）。在城乡二元体制分割与乡

村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半城市化呈

现出强烈的自下而上特征（田莉，戈壁

青，2011）。由计划时期延续而来的集

体制土地制度促进了乡村要素活跃，但

也带来土地利益及权属关系的交织，地

方管理部门难以对集体土地上的非正规建

设行为进行有效管控（朱介鸣，2016）。

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较快或是非农机会

较多的地区，村庄进行土地开发与社会

经济重构的意愿强烈。国内已有的研究

主要从区域、产权与空间视角去解析半

城市化地区的发展，但少有研究从地区

内基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单元，即村庄

这一中观发展尺度进行深入解析。本文

认为村庄是半城市化地区形成与空间前

缘拓展的基础性经济单元。基于村庄单

元这一研究视角，有利于在统一内外部

动力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半城市化地区

背后的逻辑、特征与机制。

1.2 本文分析框架

半城市化地区村庄驱动的发展演化

过程与村庄的固有属性相关。村庄的属

性可以归纳为小尺度的发展空间、稀缺

的土地资源及其集体所有性质。村庄作

为具有一定自治属性的单元，人口与集

体资金积累有限，土地是村庄内部最重

要的发展资源。集体土地的产权与主体

相对模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具有级差

地租，集体土地价格低廉。这些内在属

性塑造了半城市化地区的村庄在发展过

程中的基本逻辑：第一，追求土地开发

的回报，产业的门类选择需遵循这一经

济原则，在狭小的空间内发展工业比农

业与服务业的回报往往更高；第二，土

地资源需得到充分利用与空间安排。随

着产业在村庄内的发展，土地稀缺度提

高，围绕土地的整理与空间重构活动将

加快实现；第三，村庄经济发展的目标

是内部最优。在村庄工业化的过程中，

为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人居、村民

福利等其他方面的关系，村庄的人居条

件与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将同步推进。在

图1 村庄单元驱动视角的半城市化演化框架
Fig.1 Evolution framework of peri-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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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展逻辑下，村庄内的工业资本得

以形成与发展，并产生了持续的空间诉

求与内在紧张。而受限于有限资源的村

庄单元，用于协助与缓和工业资本扩张

的方式却相对有限。在村庄工业资本的

扩张与村集体的不断协调与空间供给

下，各个村庄成为半城市化地区空间拓

展的主体与前沿阵地，加速了半城市化

地区的形成以及建设用地的全域蔓延

（图1）。
值得关注的是，村庄个体的发展还

受限于村庄的内外部建构条件。外部建

构条件是指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等外部

进程，内部建构条件是指村集体的决策

能力、行动与人力资本等因素。村庄处

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底层，村庄在不

同节点上的决策行动与内外部因素的有

效结合程度对于村庄发展逻辑的运作以

及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

此，村庄作为一个中观发展尺度，对上

需辨析国家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环境，

应对外部环境的持续变化形成内部的响

应、调整与行动；对下应衔接各类经济

发展微观主体，为其提供产业用地，非

农经济活动与土地开发将加快改变半

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基于以上

认识，本文首先从空间、经济与社会方

面分析半城市化案例地区的发展特征，

关注村庄个体发展的外在表征，进而从

村庄单元的建构条件、发展逻辑与扩张

形式三个关联的环节去解析地区的演化

机制。

1.3 实证案例选取

江阴市地处长三角，行政上隶属于

无锡市，是苏南地区重要的县级市。从

改革开放至今，江阴的经济社会发展一

直处于全国的领先位置，高度发展的村

镇经济是江阴经济的重要支撑。本次研

究选取位于江阴市东部的周庄镇和华士

镇（图2）。周庄镇行政面积约为76km2，
下辖15个村委会，华士镇行政面积约为

75km2，下辖 27个村委会。近年来地区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2018年周庄镇三产

比重分别为 0.4%、71.6%、28.0%，华

士镇分别为 0.5%、65.9%、33.6%（江

阴市统计局，2019）。工业保持高速增

长，2018年周庄镇工业增加值为 257.4
亿元，华士镇工业增加值为 217.6亿元

（江阴市统计局，2019）。非农经济增长

的同时带来大量外来劳动力。但地区城镇

化率的提升与经济结构升级不相匹配，

2018年周庄镇的非农户籍人口占到户籍

总人口的 44.1%，华士镇仅为 24.5%
（江阴市统计局，2019）。除了经济与社

会方面，地区的形态与景观也已呈现出

明显的半城市化特征与村庄驱动痕迹，

这些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2 地区半城市化特征分析

2.1 空间形式：以村为单元的建设用地

蔓延

案例地区总体上呈现出碎化、拼贴

的土地开发特征,村庄是基础性的空间驱

动与组织单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集体建设用地全域蔓延。早

在 1970年代末，伴随着村庄工业的起

步，廉价的集体土地被投入到工业活

动，部分村庄的用地结构开始发生变

化。村庄工业在短缺经济的大环境下发

展，集体建设用地保持着持续稳定增

长。进入2000年，边缘村庄的空间建设

活动开始加速，地区局部呈现连片组团

式发展。镇工业园的设立对于控制村庄

工业发展冲动的成效并不显著，产业用

地相对分散在若干村庄主导形成的工业

区，如华宏、三房巷与华西村工业区

等。至2010年，两镇工业用地占城镇建

设用地比例均已超过 50%①。2010年以

后，地区建设用地已经呈现出跨越村

界、全域蔓延的格局，并在小尺度上稳

固为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的混杂交错

（图 3）。地区缺乏明确的功能分区，不

同用地之间存在相互干扰与制约。集体

土地的供给接近极限，倒逼地区进入存

量调整的阶段；第二，公共服务设施空

间配置失衡。两镇镇区的功能发育相对

薄弱，公共服务功能不仅集中在镇区，

还分布于华西村等经济强村。经济强村

服务功能的提升削弱了镇区的服务能

力。再加上已撤并乡镇的部分公共服务

设施目前仍在运营，镇区的中心辐射作

用受到进一步限制。地区公共服务设施

的共享程度较低，文化与体育等设施配

套也相对不足；第三，村镇传统风貌改

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受到挑战。地区

内的自然要素如山体 （砂山、定山）、

河塘（张家港河、华士河等）与农田被

建设用地包围，重要水体缺乏预留空间

或生态驳岸，传统村镇风貌逐步被城乡

混合的风貌替代。地区以冶金、化工等

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生态与人居环境

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2.2 经济动力：传统产业主导的内源式

发展

经济方式与产业选择受制于地方条

件，一旦形成便具有延续性。案例地区

承接的城市外迁企业数量较少，区位上

不直接毗邻上海，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

有限。在 2018年地区的大中型企业中，

图2 研究案例区位图
Fig.2 Location of the cases in Jiangyi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3 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在小尺度上的
混杂格局

Fig.3 Mixture of industrial 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on a small scale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3
重新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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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仅 1家（表 1）。相比

于昆山、太仓等地，地区外资利用率常

年保持在较低水平（图4），反映出地区

长期以来形成的内源经济动力与内生发

展路径。外资难以进入村镇地区进行发

展，一方面是村镇地区在市场联系、设

施配套、技术研发等方面存在着制约因

素；另一方面是由于集体土地属性与地

方化网络等因素的限制。相比于本土企

业，外资企业在村镇地区的资源利用方

面存在劣势。

周庄镇与华士镇是江阴传统产业的

重点板块，主导产业包括冶金、化纤、

纺织、金属制品、装备制造等。这些产

业的特点是工业产值较高，但所带来的社

会与生态成本不可忽略。在历经外部环

境变化后，地区主导产业在原有基础上

拓展，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惯性。受限于

资金与技术因素，这些分布于集体土地

上的产业普遍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总体

不高的外资投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

了产业技术升级与外部市场拓展的渠道

（耿宏兵，曹广忠，2009）。地区传统产

业的低效模式与升级困境反过来强化了

对低成本集体土地的依赖，大量传统产

业的存在会对村庄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但辩证来看，地区以内源资本为

基础，对外资的依赖性较小，从而能够

形成相对稳定与独立的地方发展模式。

2.3 社会结构：隐性城镇化与社会空间

分异

村庄的产业发展与内部功能完善带

来地区隐性城镇化现象，地区外出人口

少，村民向镇区集中居住的意愿不强

烈。按照非农户籍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

比重， 2003年周庄镇的城镇化率为

22.0%，华士镇的城镇化率为20.6%（江

阴市统计局，2004）。地区的城镇化进

程缓慢，至2018年周庄镇的城镇化率为

44.1%，华士镇的城镇化率为24.5%（江

阴市统计局，2019）。地区的空间分布、

居住模式以及设施供给难以形成总体转

变，但局部、自发的村庄改造却在持续

进行。低层（别墅）、多层等不同的安

置方式，反映出村庄改善内部人居环境

与增加工业用地的双重目标与折衷选

择。不同类型的村镇居住空间满足不同

社会群体需求，同样体现出市场经济与

身份认同双重作用下的群体空间分异过

程。至 2016年末，周庄镇外来人口为

10.9万人，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②。村镇

工业在有效吸纳本地劳动力后，借助于

外来劳动力填补工业岗位缺口（图 5）。

村庄内高比例的劳务工作由外来劳动力

完成（图6），少数村庄的外来劳动力数

量已超过村庄的本地劳动力数量，如金

湾村、周西村等。

大部分外来劳动力受限于收入与工

作地点，倾向租住于临近的村民住宅。

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地区在人口与治

安管理等方面满负荷运转。空间需求诱

发空间供给，非正规建设、转让与出租

等活动在部分村庄长期存在，加剧了地

区内分散的工作——居住分布格局。外

来劳动力成为地区重要的社会群体组成

部分，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集聚效益提

高，地区投资中的三产投入出现增长。

相比于区域中的大中城市，乡镇对于外

来劳动力的准入门槛较低。但就业机会

不稳定、地方政策与社会保障不完善等

因素导致外来劳动力具有高流动的特

征，制约了外来劳动力的本地转化与地

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3 村庄单元驱动下的地区演化机

制解析

3.1 村庄路径建构条件

村庄单元的路径建构条件分为宏观

（国家、区域）和微观两个部分，并由

宏观环境传导并影响内部基础条件的变

化。村庄建构条件对村庄的经济起步起

着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

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对乡镇企业的

图4 到位注册外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值

Fig.4 The ratio of registered foreign capital to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数据来源：江阴统计年鉴，2005—2019.

图5 2012年村庄外来从业人员数量
Fig.5 Migrant workers in the villages in 2012

数据来源：江阴统计年鉴，2013.

图6 2012年外来从业人员与本村从业人员比值
Fig.6 The ratio of migrant workers to local workers

in the villages in 2012
数据来源：江阴统计年鉴，201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集体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经营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2
2
1
3
5
1
2

表1 2018年地区大中型企业类型及数量统计
Tab.1 Types and numbers of large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in 2018

数据来源：根据江阴统计年鉴 2019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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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做出了必要的政策让步，村庄工业

化发展具有了相对宽松的外部政策空间，

短缺经济为村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市场机遇。在区域层面，改革开放初

期长三角区域各主要城市就形成了初步

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工业资本从主要

城市向乡村扩散的外部条件，外部的技

术、市场与内部的低成本要素得以实现

有效组合与优化配置。在地区内部，乡

镇企业在公社时期便具有雏形，在政策

开放时期实现了延续与跨越式发展，这

其中也包含了部分注册为集体制形式的

村庄私营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了

村庄经济建设活动与工业化的起步。

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村庄内部

的持续响应将为村庄经济的持续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国家层面的变化主要是

1990年代以来加速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宏

观转型，村庄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具

竞争性。在区域层面，1990年浦东开发

开放，大量外资开始进入长三角。随

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提升，长江

沿岸港口得到开发。长三角产业体系的

不断完善以及区域性市场的扩大，为地

方的产业配套提供了空间。在地区内

部，村庄为应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发生了

两个重大转变。第一，村庄组织形式的

创新。村庄形成企业化的发展导向与体

制，很多村庄的企业负责人兼任村庄领

导（耿宏兵，曹广忠，2009）。村集体

以企业管理的方式推动村庄资源的整合

利用，积极寻求外部合作机会，村庄企

业也获得了更为充足与灵活的内部资源

供给。村集体则通过参与村庄工业化获

得土地收益；第二，村庄治理能力的提

升与企业家精神的成熟。在1990年代中

后期，地区内的大部分乡镇企业完成了

产权改革。在世纪之交，地区又探索出

民营企业上市引资与集团化发展的道

路，在“江阴板块”上市的村庄企业有

三房巷实业等。

3.2 村庄发展内在逻辑

中国村庄的固有属性塑造了村庄的

基本发展逻辑。在村庄的决策行动与内

外部建构条件结合的基础上，村庄发展

逻辑得以贯彻与运作。第一，追求土地

开发的回报。农业先天弱质，服务业发

展需克服规模集聚门槛，有限的土地供

给主要倾向于回报高的工业发展。村庄

通过地租经济参与工业化，各自在行政

边界内建设工业厂房，内部化占有土地

农转非带来的级差地租。2016年，华士

镇各村土地租金收入 7602万元③，周庄

镇各村土地租金收入16 949万元，其中

仅周庄村土地租金收入就达到5316万元。

但乡村企业面临着技术与资金方面的先

天短板，这类企业也偏好于价格低廉的

集体土地，因此易造成产业升级的困境

以及工业用地低水平扩张的内在倾向。

第二，有限资源要素的组织、整合

与投入。为了增加工业回报，村庄内部

土地资源需充分挖掘。集体土地的归属

相对模糊，这为村集体进行土地整理与

流转提供了基础。通过内部土地的挖掘

与整理，产业活动与经济投资具备了空

间载体。于此同时，村集体积极整合内

部资源、出台优惠政策，为各类微观经

济主体提供外部协调，促进村庄非农经济

增长。产业发展推高用地需求，土地稀

缺度提高，村庄的土地整理与空间重构

活动将加快实现。为了回馈作为土地要

素贡献者的村民，村民的人居空间改善也

需通过空间的优化布局加以实现。由此，

产业发展带动了村庄内部资源的重组以

及村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重构。

第三，以村庄内部的效益最优与功

能完善为目标。以村为单元的内部化发

展路径，村庄的各类设施配套标准与目

标人群是以村庄范围内的活动人口为准

则，由此带来公共设施的自主配套。在

村庄工业化的过程中，需平衡经济发展

与社会、人居、村民福利等其他方面的

关系，相应的村级财政与福利需通过多

样化的方式返回给本村村民。2016年，

华士镇村民福利支出1.58亿元，周庄镇

村民福利支出1.49亿元。村庄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大多遵循了效益内部化与成本

外部化的原则，如产业发展中使用大规

模价格低廉的外来劳动力，产业用地常

借助于邻村租地实现拓展。

在这一发展逻辑指导下，地区各个

村庄的工业资本快速形成，产生持续的

空间诉求。2012年两镇共有25个村庄的

年工业产值达到10亿元，少数村庄的年

工业产值超过了50亿元（图7），如倪家

巷村的工业产值为61亿元，三房巷村为

310亿元。2012年周庄镇各村工业产值

合计占镇工业产值的 91.5%，华士镇各

村工业产值合计占镇工业产值的 77.2%
（缺华西四村数据）（江阴市统计局，

2013）。村庄的工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比

例极高，地区九成村庄的工业建筑业从

业人员比例达到70%（图8）。村庄成为

实际的工业发展单元，村庄工业的“过

图7 2012年村庄工业产值示意
Fig.7 Value of the villages' industrial output in 2012

数据来源：江阴统计年鉴，2013.

图8 2012年村庄工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比例
Fig.8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nstruc⁃

tion workers in the villages in 2012
数据来源：江阴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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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化”加剧地区空间结构的失衡与整体

绩效的下降。工业生产与经济活动分

散，反向稳固了地区内相对独立的行政

管理模式，镇总体规划难以对镇工业集

中区以外的村庄建设行为进行有效管

控。村庄财政、村民福利与集体土地紧

密相连，集体土地租金为村庄空间重构

与福利水平提升提供了基础，增加了农

村集体户口的“粘性”，制约了地区的

空间集聚进程。

3.3 村庄调整扩张形式

面对村庄工业资本的快速扩张与持

续的空间诉求，村庄单元用于协助与缓

和工业资本的方式相对有限，主要集中

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继续增加空间供给两

个方面。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村庄企

业除了在原有的产业类别中进行升级，

还可以采取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乡

村的专业化、特色化生产与新经济要素

的结合成为当前乡村产业转型的新动

力。村庄企业无法内部化的问题需由村

集体进行外部协调，如治理非正规的生

产活动与土地开发，建立配备完善的工

业园区，强化产业相关的社会与环境评

估，提供促进产业升级的具体政策；统

筹产业用地与其它功能用地的关系，

制定用地计划，通过土地利用的同步调

整，为产业的升级、融合以及绿色转

型发展预留弹性空间。但相比于城市，

乡村在技术研发与人才集聚方面存在

一定的劣势，乡村传统产业的升级难度

较大。

为了增加产业用地的空间供给，村

集体沿着村内废弃地使用、承包地流转

与土地指标整理、邻村租地以及村庄撤

并的方向演进，体现了土地的低成本使

用倾向以及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的

产业空间拓展方式。部分村庄企业在村

庄用地稀缺的约束下，通过开放的经济

网络对外扩张，实现跨区域的产业用地

布局。随着村庄产业的发展，村庄土地

的稀缺性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

逐步被经济发展功能替代 （唐伟成，

等，2019）。最终，村庄采取类似企业

兼并的方式撤并周边村庄，由此实现产

业空间的外延以及土地资源的一次性扩

容。地区典型的案例是华西村。自2001
年起华西村逐步并入周边20个村庄，按

照“一分五统”的方式组建大华西村，随

后重构村庄空间，布局了南部工业区、

中部居住与商业区、北部农业区。大华

西村面积接近 35km2，约占华士镇镇域

面积的 46%④。村庄的扩界实现了土地

资源与劳动力的快速补充，有利于用地

约束的缓和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内部提

升。但村庄空间扩容也会衍生出治理成

本上升、福利分配不均、镇区发育薄弱

等问题，对村庄与地区发展所带来的负

面效应可能是隐性的、长期的。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村庄单元这一中观发展尺

度，对江阴市周庄镇与华士镇组成的半

城市化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

结论。

案例地区的半城市化特征与村庄个

体发展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空间、经

济与社会方面。地区空间形式体现为以

村为组织单元的空间碎化与建设用地蔓

延，经济发展依赖于乡村传统产业主导

的内源式动力，社会结构方面则出现了

隐性城镇化与社会空间分异的问题。这

些半城市化特征是村庄作为地区空间资

源配置单元的结果与外在表现，因此地

区深层演化机制应从村庄单元路径的形

成与强化过程进行解析。地区演化机制

由村庄路径建构条件、村庄发展内在逻

辑与村庄调整扩张形式三个紧密关联的

环节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环境的不

断变化以及村庄内部的持续响应为村庄

路径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村庄的固

有属性如小尺度发展空间、有限的集体

土地资源，塑造了村庄独特的发展逻

辑，使得村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土

地开发回报、重新安排内部空间，并以

村庄内部的效益最优与功能完善为基本

目标。在此发展逻辑下，村庄的工业资

本快速起步，产生着持续的空间诉求。

村集体通过提供外部协调来促进村庄产

业结构调整，增加产业空间供给，持续

的产业空间供给也由内部整理转向邻村

租地、村庄撤并等外部渠道，村庄成为

半城市化地区的前缘拓展空间。

4.2 半城市化地区的转型探讨

当工业化进程跨过初始阶段后，村

庄个体的局限逐步显现。当前阶段，案

例地区发展已经表现出土地资源紧缺、

环境约束加强、空间结构失衡等问题，

早期发展所依赖的要素成本优势在减

弱。外部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宏观经

济波动与区域竞合加速了地区转型进

程。如何构建合理有序兼具弹性的空间

结构，引导空间、产业与政策的协同是

半城市化地区转型的关键，也是当前需

要思考的问题。针对案例地区的转型提

出三点建议：第一，设定空间路径。突

破镇村边界整合地区空间资源，明确开

发边界与空间管制内容，编制面向长期

的空间规划。在地区居住空间改造基本

稳固的情况下，规划应聚焦于公共服务

设施与工业用地在地区层面的优化布局

工作。开拓思路，如在工业用地调整方

面，借助市场化力量实现工业用地的自

发调整；第二，产业创新升级。应充分

利用地区已经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如

本地产业集群网络、企业家精神与政府

治理能力等，推动竞争优势重组与产业

技术升级；第三，政策机制保障。在规

范集体土地使用的基础上，加快土地国

有化进程。创新地方性政策，加速外来

人口的本地化。

当然，半城市化地区作为一种非定

式、过渡性的地域形式，将来有必要对

不同类型地区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

究，总结不同类型地区的特征、问题与

机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城乡

规划学科所具备的空间配置能力、手段

及其政策属性将在促进半城市化地区

向城市化地区转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江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2030年）。

② 数据来源于周庄镇政府部门。

③ 缺华西十二村和龙河村数据，两个村的

数据未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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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江阴统计年鉴与市农工办等官方统计

口径中，大华西村所属十四个村的社会

经济数据单独统计，这十四个村分别是

华西新市村、华西一村至华西十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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