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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2.3苏南城镇空间结构态势 2.3.1非农人口不完全聚集，分

散城市化明显 苏锡常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市镇经济发达、市镇

稠密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居全国前列。在改革开放前，城镇

发展经过了较长的停滞时期；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快速发展的

轨道，从1975年开始每10年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到2003

年区域内的市镇人口达到3263.70万人。“苏南模式”的核心

是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近镇”，虽然后来演变为

“近厂又近镇”，但其城镇化的特色明显。 2.3.2城镇行政职

能强化和多元化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城镇规模的大小

与行政级别相对应，城镇的影响范围与行政等级之间也存在

相互对应的关系。城镇等级越高，基础设施规模越大。从而

形成了地级市县城县属镇公社集镇自然集镇村落的分化，行

政登记体系与城镇规模登记体系之间存在较高的对应关系，

形成了明显的城镇规模行政级别法则。城镇的城乡中介作用

削弱，城乡二元结构强化。但一些时段苏南城镇化进程受阻

，城镇人口增长缓慢，部分时段甚至绝对下降，城镇人口的

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机械增长停滞，城市数量大大下降。

来源：www.100test.com 20时机世纪80年代后，实行以市场力

量来配置资源，城镇固有的商品流通集散地的智能渐渐恢复

，城镇各行各业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行政力量仍然强大，苏

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即有深厚的政府背景。80年代以后，

先后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撤县改市、撤县设区、撤乡



改镇及乡镇合并等一系列措施，城市与城镇的数量大大增加

，但城镇仍是各级政府的驻地，城镇规模与行政等级的关系

仍然存在。但同时城镇的公商业及第三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

的迅速发展，部分非行政中心城镇的知名度与影响范围接近

甚至超过了行政中心所在地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吴县的

木渎镇等，城镇规模的大小不再严格遵循“行政级别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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