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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1_E4_B8_80_E4_c61_93190.htm 一、问题的提出 近一、

二十年来，我国规划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以重视，

在自身行业的发展中已日益形成了庞大的独特体系。而且，

随着发展的需求，规划系统不断地补充与完善，业已形成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系。 据现阶段规划体系来看，即

有宏观，又有微观，两者之间又存在中观的系统。既有综合

性，又有专业性；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规划在不同地

域、不同行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综观规划层次体系，可

以看出，还有一定地域范围内规划没有纳入进去。或者说是

没有明确地纳入进去，这便是实践中可以看到的突出性矛盾

问题较多的城乡结合部地域（地带）。广义上看，我国8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聚落，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镇）聚

落。而城市（城镇）与乡村的交融地带便客观上产生了一种

特定涵义上的“城乡结合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

在。 实现国家的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必须重视城

乡结合地带的有序控制和科学规划，变无序的混乱、自发状

态为有序的合理组织状态。 笔者在近十余年规划实践中，参

加了区域、市域、县域、镇域、乡域等规划以及各类课题的

研究，深感城乡结合部是最具有活力、但矛盾又比较突出，

亟需作为一项专题性、独立性的规划类型给以确定。本文试

就城乡结合部规划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性问 题进行探索，希同

仁位给以斧正。 二、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内涵与外延 内涵与外

延是刻画概念的两个方面。内涵是本质，外延是范围。城乡



一体化是针对城乡结合部，即城乡交融或城乡连接的地带。

这是一个带有较为模糊性的地域范围，它是冲破行政界限而

因城与乡内在的联系形成的模糊地域（地带）。因而它的外

延也必然是不确定的，确定的是内部关联度较强的分野。因

此，城乡结合部，既不同于城市总体规划的郊区规划范畴，

因为郊区规划是被动式的辅助性规划；也不同于乡村规划，

因为乡村规划面对的对象是乡村内部地域。按照区域规划的

某些理论，也很难明确地解决城乡结合部的具体问题。如人

口布局，劳动力布局，流动人口管理，产业布局，交通设施

，仓储设施等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

，因各种流动的不断加强，承担这些流动的载体建设客观上

要求科学预测与规划。 我们将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概念拟定为

：对城乡结合部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交融地域上各种物

质与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称之为城乡一体化规划。 这是基

于以下的认识所给出的： （一）、城乡结合部是一种客观存

在。 （二）、城乡结合部是一种可以用空间来刻画的地域范

围。 （三）城乡结合部是打破行政界限，并因城市与乡村的

本质性内在联系而形成的。因此，地域范围是一种模糊性的

。 （四）城乡结合部不是城市部分与乡村部分的简单叠加，

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空间范围。 （五）城乡结合部既可

以是一定地域，又可以是一个地带，也可以是其它形态，这

要看反映城乡结合的关联度依据是如何界定的。 （六）城乡

结合部既然是一种空间范围，相应也便有了各种物质载体，

也有一些诸如文化等领域的精神载体。因此，同样需要用系

统学的原理与方法作为理论指导。 （七）城乡一体化归根结

底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规划形式。它与其它各类规划应该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应纳入规划法律体系之中。 三、过去处理城

乡结合部问题的途径与弊端的总结 反思过去种种规划类型，

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 （一）认识之一 一般而言，区域

规划是对一定地区范围内进行科技、经济、资源、社会、基

础设施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对城乡

结合部地区（或地带）进行专题研究。如果将城乡一体化规

划纳入进去就会对区域规划的内容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 （

二）认识之二 对各级城镇体系规划而言，如省域城镇体系规

划，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以及镇（乡）域村镇体系规划

，是依照行政区划的体制而划定地域范围，也未针对城乡结

合部地区（地带）作以明确性的展开研究。 （三）认识之三 

既然过去的规划序列层次缺乏这一现实及长远来看都非常重

要的规划类型。那么给予城乡一体化规划明确的地位便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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