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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乡镇空间的多尺度重组过程研究

高  翰   王兴平    GAO Han, WANG Xingping

改革开放后，苏南乡镇经历了规模巨大且过程复杂的空间重组过程。引入尺度重组的理论框架，从经济—治理—社会

三元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阐释。与宏观制度分期相对应，该重组过程可以分为：（1）苏南模式兴起到市场化改革时期

（1978—1992年），承接区域市场背景下的本地空间建构是乡镇空间组织的核心特征。（2）外向型经济时期（1992—2010

年），均衡化模式引发的空间矛盾促使乡镇空间发生分尺度上移与水平重组并行的重构过程。（3）区域一体化发展时期

（2010年至今），区域一体化所缔结的长三角功能网络将乡镇置于更扩散的尺度关系网络，生产出地方—区域辩证接合

的乡镇空间形态。最后通过对昆山市张浦镇的案例从微观层面具体阐释了这个重组过程。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ownship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TSJP) underwent a large-scale and complex 
proces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caling, this process can be elucidated from the 
tripartite perspective of economy-governance-society. Corresponding to macro-institutional phases, this restructuring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is the rise of the TSJP model to the market reform period (1978-1992).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of township spatial organization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spa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regional 
market. The second is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period (1992-2010). The spatial contradictions triggered by the balancing 
model during this period prompted a concurrent process of upward rescaling and horizontal restructuring in township spaces. 
The third i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eriod (2010-present). In this period, the functional network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stablished through regional integration, situated townships within a broader network of spatial relations, producing 
a dialectical conjunc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township spatial forms. Finally, a case study of Zhangpu Town in Kunshan City 
empirically illustrates this process on a micr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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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者[1]77。这启发我们，对乡镇的研究应该在

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中进行。本文引入尺度

重组的概念框架，旨在通过尺度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将乡镇发展纳入宏观分析视域，分析乡镇

发展在多重治理网络交织背景下呈现的历史

地理演进轨迹。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江苏省南部的乡镇

群。苏南乡镇指的是狭义上苏州、无锡、常州

所下辖的乡镇。该地区是中国版图上重要且

独特的经济文化区[2]，是我国乡镇发展的前沿

地带。到2023年，苏南地区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Research on the Multi-scal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in Village and Township in Southern Jiangsu

0 引言

乡镇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单元，也

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中国实施从中央政府

到省、市、县、乡（镇）的行政等级制度，乡和

镇是行政最基层的单位，拥有独立的事权和财

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3月发布的《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

了乡镇之于宏观经济、整体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温铁军指出，乡镇对宏观经济政策非常敏

感，不仅其经济发展轨迹与宏观经济走势几乎

完全同步，而且无论涨跌，其经济波幅都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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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亿元的镇有137个，其中苏州有47个，无锡

有22个，常州有20个。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

年间，苏南乡镇摸索出乡村城镇化发展的“苏

南模式”样板，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积

极融入苏南、长三角甚至全球的一体化格局

中，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政治和空间结构的

调整与创新，将“苏南模式”迭代升级，形成

乡镇驱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道路[3]。本文基

于宏观经济改制的历史分期，探讨了乡镇工业

化时期、外向开放型经济时期、全球化时期3

个阶段中苏南乡镇空间的尺度重组轨迹。结论

显示，苏南乡镇的空间治理演进历程可划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地方空间主导的建构时

期，第二阶段是面临地方尺度路径依赖危机引

发的空间领域矛盾与分层尺度重构阶段，第三

阶段则是空间权力分级下放背景下的多尺度

治理战略实施时期。

本文通过考察苏南乡镇自改革开放以来

的政治、经济、社会空间多尺度重组的过程，

进一步描述20世纪70年代苏南乡镇在市场经

济和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尺度重组生产和再生

产出相应空间的历史轨迹。本文不仅有助于

具体理解非西方语境下的乡镇在全球化、市

场化、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的尺度重组过程，

并且有助于理解特定的空间策略在其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

1 乡镇空间的多尺度特征

1.1   空间的尺度重组

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活跃且富有成

效的讨论话题。尺度最先是一个本体论上给定

的概念，被视为中立且固定的地理结构[4]127，

旨在给定一个经验的分析范畴。Smith[5]开创

性地将尺度作为“一种竞争和合作的地理解

决方法，尺度的生产和复制表达了社会和地理

竞争，这种解决方法会生成暂时而具有流动性

的边界”。这一观点包含了双重内涵，即尺度是

特定社会活动发生的具体场所，尺度的结构化

建立在具体的社会活动进程中[6]，同时也在社

会和地理竞争下通过自身的重构而达到塑造

相应地理形式的目的。

在对于空间的尺度重组研究中，一个基

本前提是空间是由社会生产的，即社会、经济、

政治等力量生产出自身的空间，并作为再生产

的媒介[7]。一同被生产出的尺度并不是一个固

定的结构，而会不断发生重构和转换来限制政

治、经济和文化活动[8]。由于空间的各个不同

领域是在若干尺度背景下进行运动的[9]，因此

列斐伏尔的千层糕比喻为此提供了一个贴切

的想象①。在一个给定的空间研究范围内，空

间关系和社会力量并非在同一个尺度上互动，

而是通过发生在不同尺度间的特定领域活动

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地形。

1.2   尺度重组视角下的乡镇空间

目前对乡镇的研究多采用地方—外部的

二元论视角。外部动力的视角关注上级政府与

宏观政治经济体制的空间监管、发展政策、土

地管理等方面对乡镇的支配地位[10]，乡镇往往

被视为城市的边缘产物[11]，在政治和经济上依

附于城市和区域体系。地方政府倾向于将发展

资源分配到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企业和国家

也在这种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12]。与之相对的是对去城市中心主义的青

睐，众多乡镇研究关注地方社群、地方经济模

式等边缘和基层的动力机制。不过两种研究思

路都预设了稳定的乡镇—城市—区域—国家

的尺度金字塔结构容器，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乡镇的政治、经济、社会

特征，但是过于依赖这个结构却会忽视乡镇在

地方、区域、国家、国际的不同空间尺度间的联

系[13]。尺度重组为乡镇提供了一个认识论和方

法论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假设在于：乡镇通

过治理层级跨越机制，既实现对区域国家全球

治理网络的制度性嵌入，又突破自身发展的结

构性限制。因此，乡镇是镶嵌在多尺度空间中

的关系性单元，并且可以将乡镇空间概念化为

接合于不同尺度关系的分层空间领域，通过尺

度重组的概念揭示经济、政治活动的实践和空

间重构进程[14]111。本文强调乡镇在这一尺度重

组过程中的主体性，进而描绘出乡镇与宏观政

治经济环境的作用关系。

1.3   苏南乡镇：多尺度空间的广泛嵌入

苏南乡镇在不同尺度间的互动关系已经

得到大量研究，例如王勇等[15]110-111通过“空

间生产”的视角分析了苏南乡村重构进程和

与城市—区域的互动关系；李广斌等[16]18-22考

察了不同尺度的市场嵌入关系与苏南乡村空

间重构的关系；陈晓华[17]31-33分析了苏南乡村

从本地到城市主导的区域发展路径。在空间

领域视角下，孙广琦[18]65、Luo[4]133-137等分析

了苏南乡镇行政区划、空间治理策略模式的

特征，王兴平[19]、Shen等[20]774考察了乡村工

业空间、工业园区、商业中心等产业空间的分

布规律和空间格局，苏南乡镇的居住空间、居

住模式也得到广泛讨论[21-22]。总体而言，对于

功能联系而非空间机理的关注暗示了乡镇在

更广泛尺度上的嵌入，在区域分工合作日益

加强的当下，乡镇更深地铭刻在更广阔尺度

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地理中。但是仍然缺

乏将苏南乡镇的尺度视角与空间领域变化相

联系的分析，研究往往倾向于将乡镇理解为

某一个特定尺度关系下的整体，忽略了在更

大尺度的结构性变化下不同领域跨尺度调整

的分层特征。

2  基于尺度重组的政治—社会—经济

空间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尺度重组的视角，尝试构建一

个基于过程的概念分析框架。既有研究中关于

乡镇分析的跨学科性对概念框架的综合性提

出了要求。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方向和社会

文化方向是理解和概念化这一问题的重要方

面。这些理论的空间化提供了这些跨学科方法

融合的潜在机遇[23]。根据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

开创性解读，空间是相关群体所代表的政治、

经济、社会等力量的具体表达与其结构自身生

产和再生产场所的媒介[24]，尺度重组理论实则

是在描述这些具体维度结构过程的一个理论

视角。Li等[25]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

的宏观背景下，强调经济与政治进程对于乡

镇空间的重塑过程是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在

经历大范围重构的乡镇中，城市与乡村的功能

① 列斐伏尔著名的“千层糕”比喻，即空间是不同社会关系进程叠加、植入、交叉形成的，用于描述社会空间的多形特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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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日益交融，同时，学界已经普遍指出广泛

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与乡镇社会结构之间的复

杂交织作用[26-28]。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者复

杂的作用下交织形成多态的空间景观，这构成

了理解乡镇空间内涵的基本认知脉络。因此本

文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元的研究视角出发，

参考理论的空间化方法，将乡镇空间解构为经

济空间、治理空间、社会空间三者的综合。经济

空间指的是承载具体生产功能和配套基础设

施的功能空间，是具体化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关

系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运动；治理空间是空间

政治性的具体体现，行政区划、空间管制是治

理空间最基础的体现，同时还包含在政策框架

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与资源配置，以

及与上级政府空间规划项目的结构关系及其

优化调整。对社会空间的定义主要限定于服务

家庭、劳动力、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也是社

会网络的空间化形式。同时本文在乡镇（地

方）—城市—区域—全国—全球的综合尺度

框架下，探讨3类关系空间的互动和分层次重

组的现象与机制，以及如何生产出自身再生产

所需要的尺度（见图1）。

3 苏南乡镇空间的多尺度重组阶段分析

3.1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

基于地方的空间建构

苏南地区乡镇的村社工业起步于1980

年前后，标志性的节点应当是中共中央在江

苏实行的“收支平衡、全额比例包干”财政，

兴盛于1983年人民公社运动结束的“公社改

乡、大队改村”制度改革。村社工业全方位带

动了苏南乡镇的发展，奠定了苏南村镇的工

业化基础，这一阶段是广为人知的“苏南模

式”。Oi[29]将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机制概括

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government 

coperatism）导致的追求产业资本原始积累

的地方政府内生公司化演变时期。此时的苏

南乡镇空间受到计划经济和地方主义的高度

影响，乡镇和村集体两级的政府与市场的紧

密结合构成了稳定的乡村增长基础体制。基

于村社理性的资本化过程是苏南企业得以进

行外部性转化的关键，本地宗族和计划经济

体制建立的社会关系为乡镇企业的抗风险能

力和机动性提供了保障[1]32，居民在农业工作

和工业工作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和切换，苏南

城镇化的流行谚语“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

乡”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暗示了乡镇社会空

间网络的重要性。

稳定的社会关系高度影响了经济空间地

理，碎片化农村基础生产设施布局与村集体

小规模工业厂房肌理是本地资本地域化的空

间再现形式。以苏州市为例，直到1988年，苏

南乡镇的工业小区和集镇用地面积累计达到

34.13万亩（约227.53 km²），平均每个企业占

地面积达10.88亩（约0.73 hm²），但实际利用

率平均仅为75%[30]。此时乡镇企业生产的多是

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属于卖方市场而非买

方市场，较为稳定的区域市场需求导致了乡镇

工业发展路径较为一致[31]，并且劳动密集型产

业也有助于将厂房、设备等不变资本锁定在乡

镇，并留住非农人口。

同时，这种村镇经济空间的自发性需要

结合治理空间的平均化策略来理解。该阶段尚

未编制乡镇规划，最早的相关规划是1986年

的《七五时期土地利用规划》，主要关注耕地

和粮食生产安全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乡镇空

间管制体系；而农村平均主义所倡导的均等

化、平均化和自下而上的空间战略是该时期的

主要特征[20]769-771。首先是此时的空间行政架

构调整，建制镇的数量较为稳定，而乡改镇的

现象较多，与小规模乡镇工业经济适配的治理

空间仍然具有稳定性。以昆山为例，在1983—

1990年间，昆山市的21个乡全部改为镇，而行

政村和生产大队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其次是

社会基础投资，该时期由地方财力和预算外收

入推动乡镇的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对象是农村

生产工具与基础设施[32]。

村镇尺度的村社理性资本化、本地资本

与社会交织的平均化地域化组织空间形式、治

理空间的均等化管制是这个时期苏南乡镇空

间组织的核心特征。但与城市、区域的初步接

入进一步强化了乡镇的地方建构（见图2）。

3.2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空间矛盾

与尺度分层上移

苏南乡镇均衡化的地方空间发展模式很

快便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从宏观政治经济体系

上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了开放型和

外向型经济的转型，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宏观

经济上面临1992年金融系统改革与经济货币

化、国内供给过剩的矛盾深化等问题[1]83-85。在

宏观体系的影响下，苏南乡镇普遍呈现出高负

债、增长率显著降低等问题[17]62-63，[33]。这种问

题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征兆，但是出于发展

的路径依赖、制度调整等多种原因而始终没有

得到解决[34]。在空间领域，上述问题表现为地

方主导的平均空间治理与增长战略无法适应

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市场自由竞争下的规模集

聚需求，市场化改组的企业对经济区位的选择

与既有行政架构不相容；原有乡镇权力平均化

与特殊战略地点的空间整合之间的冲突等。这

些问题具体体现为3方面。（1）平均主义的治

图1 基于尺度重组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scale reorgani-
zation

图2 地方空间建构（第一阶段）
Fig.2  Local spatial construction (first phas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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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扩张与特殊战略地点的治理空间整合

之间的冲突。从1983年到1995年末，苏南3个

城市的12个县全部撤县改市，使得三地的建

制镇从1987年的102个增加到1995年的322

个[18]65；但与之相对的是治理空间管制的整合

趋势，为了配合规模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的需

求，乡镇的平均主义发展模式必须向差异化的

发展模式调整，同时也需要适应政府职能的收

缩和调整，从而在政治上实现更精细的空间管

制。（2）市场主导的工业空间集聚与既有行政

架构的矛盾。在苏南，乡镇企业通过1988年和

1995年的两次体制改组形成了以个人和社会

资本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因此由市场主导而非

乡镇政府主导的工业生产模式导致了集聚经

济、小型工业园区的出现，以及对区位选择的

青睐，例如此时多数小开发区超过了原城镇建

成区，在城镇边缘布局并依托交通要道[35]，而

此时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并不能契合新的生

产空间区位和所需的管理政策。（3）社会微观

基础的改组与城乡流动障碍。在乡镇大规模工

业化的趋势下，社会劳动力要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并适应集群经济。以苏州市为例，从1990年

到1998年，总人口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非农人

口从139.75万人增加到192.88万人；但是城

乡人口流动管制限制了人口向城市和乡镇工

业中心转移，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形式

来适应这一矛盾（见图3）。

上述矛盾意味着地方空间与区域发展之

间的张力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和调整。而尺度分

层上移的空间重组策略成为继续增长的空间

方案。该时期的苏南乡镇发展模式转轨以及伴

随着的空间领域组织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市场推动的尺度上移，乡镇通过投资乡镇小区

等基础设施建设来适应集中化的生产模式。其

中地方政府启动的工业小区大多采用了国际

化建设标准，这是全球化生产模式的空间再

现。除了毗邻交通要道的区位特点外，工业小

区的新建集中式居民楼与工厂耦合布局，并

集约配套各类基础设施。这是市场体制下乡镇

工业化将劳动力解放出来的必然要求。以苏州

市为例，直至2001年，苏州市建设乡镇工业小

区224个，开发面积超过100 km²，集聚了超过

20%的乡镇企业。根据不完全统计，该阶段苏

南乡镇的劳动力40%—50%被解放出来并转

移向工业和第三产业[36]。乡镇在土地财政模式

和非农人口职住的双重需求下建设了大量不

同密度、不同品质的住宅（见图4）。

在区域—全球关系中，再地域化的经济

空间与社会空间在发展机制上是较为同构的，

是产业集聚在空间上推动的不均衡集中，但是

既有平均化的治理空间模式却无法完全适应

这种组织关系。乡镇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日益

增大，因此该时期的尺度重组策略是配合规模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的需求对优势地点进行

空间整合，主要包括两方面。（1）尺度上移。将

一定发展基础的城镇工业园区提升为省级和

国家级园区，并成立由镇和上级政府合作代管

的园区管理部门；将园区与乡镇合并，根据中

心城区发展需求，将部分乡镇划入中心城区范

围。（2）水平重组。为了适应开放型经济和社

会管理，将大量的乡改为镇，进行乡镇合并、村

村合并，撤销3万人以下的建制镇，就近并入中

心镇。苏南乡镇在1996年开始撤并，直到2010

年撤并乡镇率超过50%，将乡镇经济功能改为

顺应市场规律的工业主导模式（见图5）。

3.3    2010年至今：地方依赖与多尺度网络

建立

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浮现，根植于

地方空间的重要性得到强调，但是地方的空间

又更深层次地与区域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发生

联系，因此模糊了尺度的稳定结构。该时期苏南

乡镇新一轮的尺度重构需要结合长三角区域

的浮现来理解。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

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标志着

区域内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功能联系通过“流空

间”得到拓展。这意味着乡镇的发展基础、资源

禀赋、区位优势等差异性得到强调，创新经济产

业、非农多样化等多元化的功能重组和绅士化

以及非农景观等新空间景观暗示着多尺度关

系的空间重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理论所描述的地方—全球连结

关系那样[37]，根植于地方空间的重要性得到强

调，但是地方的空间又更深层次地与区域一体

化、全球化进程发生联系。同时这些优势乡镇往

往分布在交通干道、经济走廊、科创走廊沿线，

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发展的一体性。

在上一阶段，城市主导的城镇化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乡镇的发展自主性，但在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功能嵌入又需要乡镇发展

的话语权扩张。在这种治理关系的张力中，治

理空间更趋向于精细化管制和多尺度治理。例

如苏南各地市在2011年前后实行了强镇扩权

战略，进一步扩大了优势乡镇财权事权的自主

性。通过将苏州、无锡、常州在2000年前后编制

的总体规划进行对比可知，在以城市为中心的

发展模式主导下，乡镇的战略引导与政策调控

呈现出对城市体系的依附性特征，未能区分乡

镇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而新版的城市总体规划

图3 1991—1997年苏南乡镇工业增长率状况态势图
Fig.3  The situation of the growth rate of township 
industries in Southern Jiangsu from 1991 to 1997
资料来源：陈晓华.乡村转型与城乡空间整合研究.南京

师范大学，2008。

图4 历年苏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图（2000—

2009年）
Fig.4  Growth char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rn Jiangsu (2000-200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00—2009年）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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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强调了乡镇的差异性及其相应的社会经

济发展战略指引，例如苏州市划分出“扩权强

镇—中心镇—一般镇”和对应的空间指引策

略，无锡市划分了新市镇和乡镇功能组团。精

细化的空间治理策略也伴随着多尺度的治理结

构确立，国家、省政府、市政府往往通过“项目

制”的方式来达到对乡镇某个特殊空间领域的

管理，例如打造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等，在不改变

行政结构的同时达到精细化治理。这种治理方

式必须依赖新乡贤等乡镇和农村治理主体在

场，是地方与多尺度空间治理的结合（见图6）。

4 微观案例研究：以苏州张浦镇为例

张浦镇属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地处

长三角核心腹地，占地面积110 km²，人口超过

69万人。截至2023年，张浦镇的GDP总量超过

6 000亿元，综合实力处于全国千强镇榜单第

11位。改革开放后，张浦迅速成长为苏南乡镇

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张浦镇的地理位置和概

况如图7所示。张浦镇与苏南乡镇的空间重组

过程和机制具有一致性，能够从微观层面实证

苏南乡镇的尺度重构现象。

4.1   工农结合的地方空间建构时期

在苏南地区普遍启动农村工业化时，张

浦镇在行政等级上由人民公社改制为县属乡。

直到1990年苏南乡镇普遍进行乡镇企业改革

之前，张浦的工业产值达到27 100万元，占社

会总产值的比例增加到76%，而地方非农人口

几乎没有增长[38]，这间接体现了乡镇企业与社

群主义传统下农业—工业人口之间自由转换

的生产方式（见图8-图9）。

由于早期统计数据的缺失，通过对中科

院地理所的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

（LUCC）中1980年和1990年两个时间切片的

对比分析可知，农村居民点与城镇用地几乎没

有增长，但是工业产值却显著增加（见图10）。

这大概是基于每个行政村都分布有工业用地，

农田、工业、居民点高度融合，小规模、地方化

的地方生产是该时期乡村经济的增长来源。这

种生产关系塑造了地方尺度下生活—生产高

度邻近的地理关系。

4.2    开放型园区经济主导的尺度分层上移

时期

在开放型经济时期，集中规模发展与均衡

空间模式的矛盾首先体现在行政区划的调整

中。1993年，为了回应张浦镇已经转变为工

业镇这一事实，张浦镇撤乡改镇，并在2000年

将南港、大市镇并入。1992年，在外向型经济

的倡议下，张浦镇成立了首家外资企业，并且

在2005年昆山市政府与德国的合作下建立了

德国工业园区。张浦镇北部的中心镇区和工业

园区是规划发展的重心。该时期的乡镇空间经

历了巨大的重组，从地方工业、传统乡村聚落

向集中化的土地利用模式转变。这一过程包括

2005年到2010年间的用地性质调整，东北角的

图5 不同空间领域的尺度重组（第二阶段）
Fig.5  Scale reorganization in different spatial domains 
(second phase)

图8 张浦镇工农产值统计图（1978—1990年）
Fig.8  Statistical chart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in Zhangpu Town (1978-1990)

资料来源：《昆山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90》。

图9 张浦镇非农人口统计图（1978—1990年）
Fig.9  Statistical chart of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Zhangpu Town (1978-1990)

资料来源：《昆山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90》。

图6 地方依赖与多尺度网络（第三阶段）
Fig.6  Local dependency and multi-scale networks 
(third phase)

图7 张浦镇区位图
Fig.7  Location map of Zhangpu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1980—1990年张浦镇用地类型图
Fig.10  Land use of Zhangpu Town from 1980 to 1990
资料来源：中科院地理所的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

数据（LUCC）。

a  1980年                            b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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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被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并连片发

展，建设了大量工业住宅、集中住宅。另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5年建设的中德工业园，

这是按照国际化生产标准建造的超过30万m²

的厂房。该工业园位于张浦镇东北角，工业园

区的集聚需求与周边乡村的用地性质转换使

得农村居民点用地大幅度减少，而工业—居住

用地在迅速增加。同时在镇中心新建了大量不

同的住宅小区，吸纳了大量的移民和劳工。从

用地性质看，这些住宅同时也隶属于昆山市中

心的组成部分（见图11-图12）。

4.3   项目制背景下的地方依赖与多尺度网络

在2010年后的苏州市、张浦镇历版工作报

告或规划文本中，对张浦镇的定位描述增加了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新江南城市”和“现代

化新型小城市”等综合性表述。在未有行政架

构、空间边界刚性重组的前提下，上级政府通过

赋予空间领域的特定制度边界来回应相关定

位，例如2016年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姜杭村，

2019年到2022年间申报成立的省级特色田园

试点村北华翔、尚明甸等。对张浦镇特定空间领

域的项目、成立时间、类型进行总结可以发现，

张浦镇可以细分为省、市、国家等尺度下的多个

空间管制单元，而这些特殊单元包括自然村、行

政村、社区等。通过相应的具体项目，空间景观、

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引导，例如田园特色景观为

主的北华翔特色田园乡村，在空间景观上以农

事生产和水乡聚落为特征，是基于苏南乡村整

体构建的乡村文化消费空间（见图13）。

5 结语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时期、

外向型经济时期、区域一体化发展时期3个宏

观政治经济阶段，探讨了苏南乡镇的尺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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