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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前言 空间是人类进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 空间的

配置是人类进行各种行为的产物， 依据不同的原则可以形成

不同的空间配置和不同规模等级空间相互密切的有机整体， 

其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配置和联系就组成了空间。 

城市的发展和地理空间密不可分。地理空间是一个区域或国

家的最为宝贵的资源， 所以城市空间发展是地理空间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城镇布局是城市化的产物，城镇空间布局是

区域空间布局重要内容之一。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包含两方

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 二是城镇体系的

区位分布。 要实现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就要在不损害城镇体

系生态进程的前提下， 结合区域特点， 促使城镇体系在社会

和经济发展中作出持续性贡献的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其旨在

以区域为基础， 兼顾发展和环境两个方面， 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 调控城镇体系的进程。 1、理论基础 1.1空间结构理论 

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也称经济（产业）地域结构，即人类经

济活动的地域（空间）组合关系，也即是经济地域的主要物

质内容在地域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形式。 空间结构一直

是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地域空间结构

实际上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空间偏好与选择的结果， 是经济均

衡在空间维度下的集中体现， 个人和社会选择的各种要素均

会对地域空间结构产生实际的影响。 1.1.1“田园城市”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是1898年由英国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



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其规模要有可能满

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

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对霍华德来说，“田园城市

”并不是他的奋斗目标，而只是实现他所追求的目标“社会

城市”的一个局部试验和示范。也就是说“田园城市”只是

“社会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城市”是一个全新的

田园城市群体的组合。即“社会城市”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和

若干个名称和设计各异的田园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各城市之

间依靠放射状和环状的交通网络相联系，把社会城市联结成

一个整体。田园城市理论直接孕育了英国现代卫星城镇规划

理论，对城镇的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1.2中心地

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提出的。克里斯泰勒认为中心地等级规模体系在

三个原则支配下形成六边形中心地网络，这三个原则分别为

市场原则（k=3 ）、交通原则（k=4）和行政原则（k=7）。

在不同的原则支配下，中心地呈现出不同的结构，而且中心

地和市场区大小等级顺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即按照所谓K值

排列形成有规则的、严密的系列。 克里斯泰勒认为：在三原

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而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可看是在市场

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地系统的修正。他认为，市场原则适

用于由市场及其市场区域构成的中世纪的中心地的商品供给

情况。交通原则适用于如１９世纪交通大发展时期，以及新

开拓的殖民地国家。也适用于新开发区、交通过境地带或聚

落呈线状分布区域。行政原则适用于具有强大统治机构的绝

对主义时代，或者象社会主义国家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社会

生活。 1.1.3区域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



（Francois Perroux）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

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

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经济空间的一些点上，于是就形

成了增长极。所谓增长极就是具有推动性的经济单位，或是

具有空间聚集特点的推动性单位的集合体。经济的增长率首

先发生在增长极上，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外扩散，对整个经

济发展产生影响。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

引入到区域经济研究中，并且与地理空间概念融合起来，就

形成了解释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和机制的区域增长极理论。

1.1.4点－轴渐进扩散理论 在区域规划中，采用据点与轴线相

结合的模式，最初是由波兰的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来的。我

国经济地理工作者陆大道研究员等在深入研究宏观区域发展

战略基础上，吸收了据点开发和轴线开发理论的有益思想，

对生产力地域组织的空间过程作了阐述，提出了点－轴渐进

式扩散的理论模式。该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客体大都在

点上集聚，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联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

系。 资料来源：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36 如图1-1，点—轴系统的

形成也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均匀分布状态

到中心和轴线系统的形成，城镇空间布局结构发生着持续的

变化。点—轴开发的“点”是指区域中的各级中心城市，他

们都有各自的吸引范围，是一定区域内人口和产业集中的地

方，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是联结点的线状

基础设施束，包括交通干线、高压输电线、通讯设施线路、

供水线路等工程线路等 。线状基础设施经过的地带称为“轴

带”，简称“轴”。 1.1.5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是解释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较为系统、比较完整地

提出“核心边缘”演变模式的，是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

专家J.R.弗里德曼（Friedmann）于1966年在研究委内瑞拉时提

出来的［15，16］。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

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

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按照核心－边缘

理论的表述，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经济空间结构

的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可以划

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

化成熟阶段、空间相对均衡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核心

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关系的改变。在空间相对均衡阶段，整

个区域成为一个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城镇体系，形成大规模城

市化的区域，又开始了有关联的平衡发展。 资料来源：崔功

豪。魏清泉。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1999：229 1.1.6圈层结构理论 圈层结构理论是在古典区位

理论和现代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世界大城市发

展迅猛的趋势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分

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区域逐渐成为相互依存、互补

互利的有机整体，区域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腹地，城市

作为经济中心对区域有辐射功能，带动其腹地的发展；由于

城市的辐射功能受“距离衰减律”法则的制约，导致整个区

域以城市为核心形成圈层状的空间分布结构；城市空间发展

同样以圈层扩展的方式进行，并且在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的

作用下呈现相应的周期性变动，但在各个方向上并不均等，

特别是在交通干道沿线扩展速度最快，表现出明显的方向性

。 1.1.7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一方面城市与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与

相邻区域的中心城市相互影响。它们之间通过交通、通讯等

手段不断地进行着人口、货物、服务、信息、技术、金融等

的交换，区域与城市联成一个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有机整

体，这种交换称为城市间相互作用。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任何一座城市都必然与其周围的城市和腹地发生联系。在

长期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下，城市体系空间结构逐步形成

和发展。同时，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以后，自然因素在城市体系空间结构

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城市区域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交通

网络体系和通讯网络体系的迅速形成使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

根据市场的变化自由流动，城市间作用力达到最大，城市体

系空间结构趋于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