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和城镇体系分析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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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5_87_E5_8C_96_E5_c61_647115.htm 按工作的基本内容，

可以分成以下几部分： 1.城镇发展条件的综合评价来源：考

试大 城镇发展条件的综合评价揭示区域的地域结构特点，具

有多种用途。 这种综合评价在空间上必须全覆盖，在市域城

镇体系规划中应以乡镇为基本单元，在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

应以县为基本单元。基本单元越小越好，但以能取得资料为

前提。来源：www.100test.com 这种综合评价应该是多因素的

。选择多少因子和选择哪些因子视规划区域的不同而有差别

，要在规划人员对控制本区城镇发展主要因素的定性分析的

基础上加以确定。少则56个，多则十几个，也以能取得资料

为前提。 这种综合评价必须是定量的。这一点由评价的多因

素特点所决定。每个影响因素可以赋绝对量，也可赋予相对

值。因素之间可以考虑权重，有时因素的重要性难分上下，

也可不给权重。权重可以采用特尔菲法生成，也可以由规划

人员排序后自动生成。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把各基本单元的综合评价得分分成优良中差若干等级落到图

上，规划区域的地域结构特点就一目了然了。这一工作对于

确定城镇发展轴线的走向，各城镇规划人口增长幅度的预测

和对各城镇发展的规划对策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2.人

口和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体系规划主要考虑区内建制镇及其

以上等级的居民点的合理发展，适当考虑与集镇的关系。因

此，在规划期内，城镇化发展总水平的预测及区内的地域差

异是城镇体系规划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中总人口的预测



因基础资料丰富，方法成熟，相对比较简单。城镇人口的预

测比较复杂，起码应该从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可能性和城

镇对农业人口可能的吸引能力两个侧面进行预测和互校。在

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关键是规划人员

要以极大的耐心去收集每个城镇最接近实际的城镇人口资料

。采用城镇驻地的非农业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有常规统计资

料可用，比较方便，但口径偏小。若能加上在城镇的暂住人

口或未落常住户口的户口待定人口，就更好一点，但资料收

集增加了难度；若采用城镇驻地实际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

则最好，收集这一资料在目前就更困难了。可以肯定地说，

把现有市镇行政辖区的总人口作为城镇人口用于规划，在绝

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正确的。 3.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 内

容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城镇人口

规模的变动趋势和相对地位的变化，预测今后的动态；分析

现状城镇规模分布的特点；确定规划期内可能出现的新城镇

，包括某些农村集镇的晋升和因基本建设而可能新建的城镇

；结合城镇的人口现状、发展条件评价和职能的变化，对新

老城镇作出规模预测，制订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规划，形成

新的较为合理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 各城镇的规划人口规模

之和要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得到的城镇人口基本一致。值得注

意的是，城镇的规模分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各地城镇体系

的等级规模规划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酌情处理。 4.城镇

体系的职能结构 一个体系中的城镇有不同的规模和增长趋势

，决定性的因素是它们执行不同的职能和区域职能结构的倾

斜。来源：考试大 城镇职能结构的规划首先要建立在现状城

镇职能分析的基础上。通常情况下，一般都可以收集到区域



内各个城镇经济结构的统计资料，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分析，不难明确各城镇之间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实现城

镇的职能分类。越是大型的城镇系统，越需要定量技术的支

持。 现状的城镇职能和职能结构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长期

以来，我国许多城市存在着重复建设、职能性质雷同、主导

部门不明确、普遍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对城镇的现

状职能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明确继承和发展其中合理的

部分，寻找和调整其中的不合理部分，然后制订出有分工、

有合作，符合比较利益原则，充分发挥各自区位优势的专业

化与综合发展有机结合的新的职能结构。 对重点城镇还应该

具体确定它们的规划性质，其表述不宜过于简单抽象，力求

把它们的主要职能特征准确表达出来，使城市总体规划的编

制有所依托。但是在市场体制下，投资主体多元化，能发展

什么和不能发展什么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城镇的资源和区位，

投资者的意愿和市场的需要以及其它非常规的条件也同样重

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只要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符合持

续发展的原则，原则上都可以发展。因此，在新的条件下，

城镇的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是工业发展部门，但也不能规定

得过死，过于具体。 5.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百考试题论坛 这

是对区域城镇空间网络组织的规划研究。它要把不同职能和

不同规模的城镇落实到空间，综合考虑城镇与城镇之间、城

镇与交通网之间、城镇与区域之间的合理结合。这项工作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1）分析区域城镇现状空间网络的主要

特点和城市分布的控制性因素； （2）区域城镇发展条件的

综合评价，以揭示地域结构的地理基础；百考试题论坛 （3

）设计区域不同等级的城镇发展轴线（或称发展走廊），高



级别轴线穿越区域城镇发展条件最好的部分，连结尽可能多

的城镇，特别是高级别的城市，体现交互作用阻力最小或开

发潜力最大的方向。本区域的网络结构要与更大范围的宏观

结构相协调； （4）综合各城镇在职能、规模和网络结构中

的特点和地位，对它们今后的发展对策实行归类，为未来生

产力布局提供参考； （5）根据城镇间和城乡间交互作用的

特点，划分区域内的城市经济区，为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

用，促进城乡经济的结合，带动全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地域组

织的框架。 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规划集中体现了城镇体系规

划的思想和观点，是整个成果的综合和浓缩，是最富于地理

变化和地理创造性的工作。由于决定空间网络结构的因素是

很多的，包括现状及规划的城镇分布、各种资源的分布及开

发状况、主要交通干线的框架、区域对外的主要经济联系方

向等。因此，各个区域城镇空间网络结构是千差万别的，没

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遵循。城镇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是本区

域的综合地域结构以及与更大范围区域整合的集中反映。只

有深入分析各地区特有的背景、条件、矛盾和出路，才能找

出适合于它特有的空间结构。 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有没有统

一的、固定的模式？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对比一下济宁

、泰安、梧州三个地区经过简化的城镇体系空间网络规划图

，它们在形态上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济宁市域是以济宁兖州

邹县三角形复合中心为顶点的放射状结构，形成金三角复合

中心是规划构思的核心。原因是中心城市济宁交通易达性差

，建成区压煤，发展受到限制，无力带动全区各县（市）。

而兖州、邹县位居交通要道，与济宁三足鼎立，十分接近，

平均相距30km，彼此联系便捷。近年来，发展速度遥遥领先



于济宁。区域近远期的开发重点也正好是位于三城市之间的

兖济煤田。因此，把区域交通枢纽和机械、食品工业中心兖

州镇和兖济煤田综合性开发基地邹县城关作为区域的两个副

中心，与全市域现在的综合性中心城市济宁实行职能互补，

构成复合中心，弥补单中心实力的不足，就成了带动全区发

展的关键一举。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泰安市域情况不同。它是以联结泰安和大汶口磁窑的津浦线

和104国道为中心轴的双环结构。长期以来，泰安地区建设的

重点放在东部莱芜和新泰，形成了较大的煤、铁开采和钢铁

、电力等工业生产能力。中部地带尽管区位条件很好，却没

有得到很好发展。囿于风景旅游城市不能发展工业的认识（

关键是发展什么工业和在哪儿发展的问题），泰安的中心城

市地位日益受到削弱。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加强泰安中心城

市的地位和实力，加速开发大汶口磁窑一带的丰富化工资源

，加强东部工业集中区与区内外的联系，改变单纯输出煤、

铁的局面，实现巩固东路、发展中路、带动西路的战略。 梧

州地区基本上是以梧州市为中心的五指放射状结构，这是由

区域的基本地域结构决定的。但是考虑到梧州市不通铁路的

致命弱点，它作为广西门户的重要性已日益下降，西江在地

区境内长度有限，再加上行政和经济上地市分割，梧州地区

本身的工业基础集中在北部，近年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在南

部等情况，在规划中除保留西江轴与全自治区协调外，优先

考虑了南北两条轴线的开发。在继续充分利用梧州市的口岸

条件下，开辟和强化信都、岑溪南北两个出入通道，为梧州

地区利用本身的区位优势，绕过中间等级，加强与穗、港、

澳经济发达地区的直接联系创造条件。主要从东向引入负熵



流是规划的基本思想。 总之，只有深入分析各地区特有的背

景、条件、矛盾和出路，才能找出适合于它的特有的空间结

构。 6.重点城镇或分区专论 以上内容基本上把规划区作为一

个整体来研究，不可能对重点城镇、专题性的重点问题或各

个分区的情况加以阐述。实践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常常是当

地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其下属单元，如县或重点城镇的领

导非常关心的，他们迫切希望了解自己单元在整个体系规划

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与其它单元的关系。其实，这样也便于

通过地方领导，真正发挥城镇体系规划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指

导作用。这部分内容不必拘泥于某种格式，可视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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