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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5_9F_8E_E5_c61_646677.htm 地理事物的类型划分

，是为了理清各种地理现象之间的状态差异和内在联系。划

分时，要么依据时间背景，要么偏重空间条件。现代城市化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和规模宏大的局面

，除了依据时间背景划分之外，如从空间系列和发生根源上

去观察，可以发现许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趣的是，这些

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呈对应状态出现。 1.向心型城市化与离心

型城市化 以大城市为中心来考察城市化现象，即会发现存在

着向心与离心两种类型的城市化。来源：www.100test.com 城

市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公司的总部、银

行、报社等脑力劳动机关，都有不断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特性

，这就是向心型城市化，也称集中型城市化。向城市中心集

聚的这些部门，或者是决策部门（如政府机关、公司总部、

银行等），或者需要与服务对象进行直接交流（如文化、体

育、娱乐设施等），或者需要以稠密的人流作为经营对象（

如商店、酒楼等）。这些部门的职能特点，要求它们向城市

中心运动，密集布置。 与上述部门相反，有些城市设施和部

门则自城市中心向外缘移动扩散，这被称之为离心型城市化

，也称扩散型城市化。这些具有离心倾向的部门有的需要宽

敞用地，如大型企业，自来水厂等；有的需要防止灾害和污

染，如煤气厂、垃圾处理厂等；有的需要安静环境，如精神

病院、传染病院等；有的具有特殊使命，需要离开市区，如

兵营、监狱、火葬场等。来源：考试大 向心型城市化促使城



市中心土地利用密度升高，向立体发展，形成中心商业事务

区。离心型城市化导致城市外围农村地域变质、城市平面扩

大。 2.外延型城市化与飞地型城市化 按照城市离心扩散形式

的不同，还可分出外延型和飞地型两种类型的城市化。如果

城市的离心扩展，一直保持与建成区接壤，连续渐次地向外

推进，这种扩展方式称之为外延型城市化。如果在推进过程

中，出现了空间上与建成区断开，职能上与中心城市保持联

系的城市扩展方式，则称为飞地型城市化。 外延型城市化是

最为常见的一种城市化类型，在大中小各级城市的边缘地带

都可以看到这种外延现象，这一正在进行外延型城市化的边

缘地带被称之为城乡结合部。 飞地型城市化一般要在大城市

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因为大城市的人口、用地规模业已十分

庞大，各类城市问题较多，如果继续采取外延型的发展方式

，将使各种矛盾更为尖锐。在此情况下，通常采取跳出中心

城市现有边界，到条件适宜的地理位置上去发展，用以分散

中心城市的压力，有的则形成大城市郊区的卫星城镇。 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经济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发展内

地经济的目的，将首都搬迁到内地，或在内地开辟增长中心

，从广义上讲，这也是飞地型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3.景

观型城市化与职能型城市化 传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人口和土

地利用高度密集的城市景观，使人们习惯上认为，人口只有

住进了这样的城里才算城市化。然而，当代城市化的多样性

，使城市化的概念范围远比上述看法广泛。例如，在发达国

家的城市中正在进行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地带内，留有大

片的自然景观，人口和建筑密度都比较低，但是人们的生活

水平却比城里人高。再如，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



某些地区，农业人口的职业已基本转化，他们有着宽敞的住

宅和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尽管他们没有搬到城镇中去，但是

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居民相比，显然也更“城市化”。 

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都说明城市化确实存在着景观型城市化

与职能型城市化之分。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景观型城市化，是传统的城市化表现形式，指

城市性用地逐渐覆盖地域空间的过程。因为这种城市化直接

创造市区，所以也称直接城市化。 职能型城市化，是当代出

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化表现形式，指的是现代城市功能在地域

系列中发挥效用的过程。这种城市化表现了地域进化的潜在

意识，不从外观上直接创造密集的市区景观，所以也称间接

城市化。 间接城市化的出现，对城市地域的划分和城市化水

平的衡量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外普遍采用城市功能区（即

城市核心连同周围功能上有联系的区域）来替代城市行政区

作为城市的地域范围，并以城市功能区的人口作为城市总人

口。这种探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4.积极型城市化和消极型

城市化 这两种类型的城市化同样是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所造

成的。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水平，体现着该

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就是城市化的表征性能。但

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城市化

。在拉丁美洲有些国家中，城市化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相似，但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后者。还有很多发展中国

家，首都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但却存在着大片没有城市基础

设施的贫民区。 因此，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城市化称之为积极

型城市化。反之，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为消极型城

市化，也称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 消极型城市化的产生是



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缓慢所造成的。由于

农民在乡村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原因是多样的，

如人口激增、灾害、土地制度、战争等），只好向城市迁居

。尽管实际上城里生活条件丝毫不优于乡村，但给人们以某

种希望。随着农村人口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贫民窟、失业、

犯罪、饥饿、传染病等各种城市病症开始蔓延。显然，要消

除消极城市化现象，除了发展经济之外，还要实行社会制度

等方面的变革。 5.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型城市化 这

是人们在分析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的一种观点。采集

者退散 所谓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是指国家投资于城市经济部门

，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而引起的城市化，具体地

表现为原有城市发展和新兴工矿业城市产生两个方面。来源

：www.examda.com 所谓自下而上型城市化是指农村地区通过

自筹资金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生产活动，首先实

现农村人口职业转化，进而通过发展小城市（集）镇，实现

人口居住地的空间转化。 产生这两种类型城市化的根源是由

我国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生产要素构成中，除劳动力资源

十分丰富外，按人均计算的资源并不丰富，资金更为有限。

如果单靠国家投资进行经济建设，所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有一定限度，如19781988年间，城镇招工中来自农村的数量

仅为1 110万。如果在农村发展各类乡镇企业，实现产业结构

转换，就可吸收多得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1989年我国农

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数已达9 000多万人。可见，发展乡镇

企业，走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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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