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体系的基本特征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5_9F_8E_

E9_95_87_E4_BD_93_E7_c61_647100.htm 城镇体系具有所有“

系统”的共同特征。 （1）整体性。城镇体系是由城镇、联

系通道和联系流、联系区域等多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

的有机整体。其中某一个组成要素的变化，例如某一城镇的

兴起或衰落、某一条新交通线的开拓、某一区域资源开发环

境的改善或恶化，都可能通过交互作用和反馈，“牵一发而

动全身”。采集者退散 （2）等级性或层次性。系统由逐级

子系统组成。城镇体系的各组成要素按其作用都有高低等级

之分，全国性的城镇体系由大区级、省区级体系组成，再下

面还有地区级或地方级的体系。这就要求制订某一级城镇体

系规划时要考虑到上下级体系之间的衔接。来源：考试大 

（3）动态性。城镇体系不仅作为状态而存在，也随着时间而

发生阶段性变动。这就要求城镇体系规划也要不断地修正、

补充，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来源：考试大 从城镇体系的个性

特征来看，它既不是简单的机械系统或自然系统，也不是严

格的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而是兼有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等多种层面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开放性特点，使城镇

体系很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难以预言的复杂影响，因此按

系统的变化状态而论，它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作为社会系统

的另一个特点，城镇体系不能象自然系统那样，通过某种给

定的变化可以得到明确的决定性的结果。城镇体系的演变虽

然有总的规律性趋势可循，但对每个具体变动的反馈都存在

着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按系统的规律性质而论，不属



于必然性系统，而属于随机性系统。 相关推荐：城镇体系规

划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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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