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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4_BF_A1_E6_c61_537556.htm 一、城市边缘区形成

演变的动力机制 1. 现代生产力发展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

驱动机制。从内涵上看，生产力发展具有四方面的含义：一

是数量的增加，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数量的

增加；二是质量的提高，表现为劳动者知识的丰富、智力的

提高、素质的改善和能力的增强，劳动工具的先进性、经济

性、可靠性的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与深化；

三是结构的改善，表现为生产力诸要素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

调整和优化；四是流动性的提高，表现为生产力要素在城乡

间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合理流动。 从地域上看，生产力

发展包括城市生产力发展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城乡生产力共

同发展的结果是，城市要素和乡村要素在城市边缘区的集聚

、交叉、渗透和融合，驱动着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演变。 2. 科

学技术进步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驱动机制。现代生产力

发展是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驱动力。根据生产力乘数原理

，生产力 =（ 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管理 ） ×科学技术

。可见，科技进步能够产生促进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倍增

效果。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发展历程

来看，科技进步对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推动城乡产业结

构升级，进而形成城乡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流动与配置这一

途径来实现的。 二、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传导机制 1. 交通

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传导机制。交通条件的不断改进和

完善，既增加了城市联结郊外的等级公路、高速公路、地铁



和轻轨的里程，又增加了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轿车的数量

与质量。便捷的交通网络提高了城乡间的交通可达性，发挥

着城乡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的传导作用。 2. 通讯

对城市边缘区形成|百考试题|演变的传导机制。根据信息论的

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信息流驱动着人流、物

流和资金流的有序流动。那么，信息的快速传递、有效沟通

和共享无疑是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过程中人口、产业、商业

等城乡要素集聚与扩散的先决条件，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

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使这一条件成为现实。因此，作为信

息传输渠道的通讯设施，同交通设施一样，在城市边缘区形

成演变过程中发挥集聚与扩散的传导作用。随着现代通讯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通讯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电话、传真、手

机、计算机网络等在城乡居民中日益普及，缩短了中心城市

与周边地区间的空间距离，许多过去只有在中心城区才能办

好的事，如今在郊外足不出户就可办成，在家办公也开始成

为可能，住宅不再仅仅是工作之余的生活场所，也可成为工

作场所。 三、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促进机制 1. 产业结构升

级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促进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

产业结构不断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研究中，产业结构演

变规律的理论以“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最为有名。该定理认

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

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

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在继承

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指出，

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即库兹涅茨人

均收入影响论。 事实上，无论是“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还



是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其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即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市化进程

。因为，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方

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面

高度化。反过来讲 ，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升级过程，

必将导致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在产业结构的低水平期，城

市和乡村都可以充当这个空间载体的主角，分别承担着城市

和乡村产业的空间实现。但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高度化，城

市和乡村各自的承载 能 力受到限制，难以适应高度化发展的

要求，需要寻求新的产业发展空间载体，从区位优势和资源

优势的角度看，城市和乡村间的过渡地带成为最好的选择。 

城乡产业结构升级使城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得以优化，即

资本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以及资源禀

赋、自然条件和资源供给结构得到调整，政府需求、企业需

求、家庭需求和个人需求结构得到调整。产业结构演进调整

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与产业空间转移过程，它深刻地改变着

产业布局的面貌，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域和方式。 2. 

居民心理取向变化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促进机制。根据

马斯洛的需求一动机行为理论，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人们

的需求层次将会沿着生理安全一归属一地位一自我实现的顺

序，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演进，并且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具有

产生动机进而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城市居民心理取向变化

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对人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人和大自然亲近的推崇。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交通

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当人们不停地奔

波在高楼大厦组成的峡谷中时，既离不开城市又对它无可奈



何的矛盾心理日益突出。一些追求绿色空间的人欣赏乡村生

活的浪漫情趣，向往那里的葱葱青草和蓝天白云，开始了向

城外迁移的行动，寻求新的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这表明

，大部分城市居民有到城市边缘区居住的意愿。 城市边缘区

，对外来农民而言，可以实现务工、经商、赚钱和体验城市

生活的理想；对城市居民而言，既可把握城市的机会，又能

享受到乡村生活的温馨。可见，心理取向变化导致了城市居

民由内向外的扩散和农村居民由外向内的集聚，而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就业优势和可达性使城市边缘区成为他们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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