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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乡体系中嬗变关系最紧密的两个行

政地域层级，镇村具有天然的地缘相近、业缘相

亲以及资源共享的系统性关联。镇村关系是指

小城镇和乡村之间基于一定地域与层级范围内

的行政管辖和要素关联，而在空间、经济、人口、

服务等方面形成的功能连接方式和耦合状态。

在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镇村关

系作为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其变化是否顺应区

域发展规律、满足自身提升需求，不仅关系到镇

村体系在内生发展动力和潜力方面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也关系到区域层面的协调发展与城乡

CAS理论视角下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的类型识别*

——以武汉市为例

统筹基层目标落实的效率。囿于我国层级式的

城镇村行政管理架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公共资

源配置体系，小城镇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作为镇村地域结构的中心，承担了对乡村在

行政、经济、公共服务等方面较为全面的中心组

织职能[1-3]。但2000年以来，随着城镇化战略向城

市群、大都市地区转移，乡村劳动力、资本、土地

等生产要素开始明显呈现出越过小城镇向大城

市快速集聚的现象，使得部分镇村关系出现了

明显的疏离、弱化甚至解构[4]。尤其是大都市地

区，镇村关系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极核作用的圈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村镇聚落空间类型

谱系识别与数字交互仿真”（编号2018YFD1100302）

资助。

乡村要素的越级流动导致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出现明显的疏离、弱化与解构，镇村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出现明显的分异。

作为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中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对镇村关系结构性特征的精准认知与合理引导，不仅关系到镇村

体系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潜力，也关系到大都市地区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的基层发展问题。基于复杂适

应系统（CAS）理论，以武汉市为例，将“适应度”作为识别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类型的测度指标，运用NK模型将武汉

市镇村关系分为横向联动型、固核强边型和网级延伸型3类，并提出武汉市镇村关系重构的引导策略。为促进大都市地

区各类镇村关系结构的健康转型、实现镇村空间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基层稳定与社会保障职能提供依据。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flow of rural elements leads to alienation, weakening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are differentiated.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valid cognition and reasonably guidance of county-rural relation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motivation 

and potential of endogenous growth but also related to local development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Wuhan as an example. Using adaptability as the index of Wuhan county-rural relationships and 

classifying them into three types with the NK mod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unty-rural relationship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other areas in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zing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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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小城镇的含义主要指镇区内，集中了行政管理、生产服务、生活服务、文化教育、基层医疗服务等

设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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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影响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积累出现了显著的

分异。一部分镇村关系在经济、人口、资本等要素

方面的互动特征仍然与行政管理的层级体系高

度吻合，整体呈现出相互耦合的空间结构与职能

结构。而另一部分镇村关系则出现了空间结构与

职能结构错位的现象，导致镇区的部分职能外移

甚至消退，使其职能中心的结构性定位弱化，进而

使得小城镇在实际发展中出现增长乏力、公共服

务低效、空间增长滞缓等问题，乡村则出现了由于

居民城乡远距离异地兼业而导致的家庭单元解

构、农地抛荒、村庄空心化等问题[5-6]。

武汉作为正在崛起的中部地区特大城市，

仍然面临着中心区持续增长的压力与区域分工

结构转型的需求，对周边镇村要素的强吸附力显

而易见。因此，仅仅通过镇村发展的自组织与自

调节，很难消解在镇村关系疏离与解构过程中的

不适应与不协调，进而加剧上述低效低质等发展

问题的程度。因此，精准科学地认知大都市地区

镇村关系结构性特征的差异与变化趋势，通过合

理的引导策略与相应的技术手段优化镇村关系，

使其契合自身发展基础、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分工

结构的转型趋势，实现城乡发展的基层稳定与区

域发展的协调高效，是当下我国大都市地区镇村

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abi-

lity System，CAS）理论，以武汉市为实证研究

对象，以“适应度”作为测度指标，对武汉市镇

村关系的结构性特征进行类型识别，并作为问

题研判的辅助依据，提出针对性与差异化的引

导策略，为优化镇村关系、稳定其在大都市地区

城乡协调与经济发展中的基层保障作用提供依

据，最终实现大都市地区整体健康协调与可持

续的发展目标。

1　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类型识别的理论

     依据与技术方法

1.1   理论依据

1993年，遗传算法和回声模型的创始人

John H Holland提出CAS理论，将适应性概念

引申到系统科学中，作为解释由大量适应性主

体所构成的复杂系统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

以“适应性主体”概念代替“元素”，强调由

于主体的适应性而导致的系统的复杂性[7]。在

CAS中，适应性主体通过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

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累积循环的经验，从而主动

形成具有契合自身发展基础与环境要求的适应

性发展模式与特征，进而促进整个系统的演化。

目前，CAS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演化经济[8-9]、社

会工程[10]、生态适应性[11-12]等研究领域，用于解

释系统演化的机制。“适应性”在CAS中是一个

客观描述的概念，本身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

是静态层面的适应，即自身结构的变化是否与

自身功能相耦合。二是动态层面的适应，即自身

结构与功能的耦合关系是否能够支持其在一定

的环境条件下持续生存。因此，依据CAS理论的

解释，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镇村关系结

构性关联的弱化与解构，其合理性与必然性来

自内部结构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调整，但

在这种必然现象下暗含的镇村发展风险与未来

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不同镇村关系单元“适

应性能力”差异所导致的其从不适应到局部适

应或全面适应的分化结果。

按照霍兰在CAS中对适应性主体适应机制

的解释，部分大都市地区镇村发展出现上述问题

是由于自身的适应性能力不足，使得镇村关系单

元出现了对外界环境，主要是大都市的要素抢夺

以及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产生不适应的情况。而霍

兰认为，高“适应性能力”是能够促使主体在外

界环境的变化或作用下，依然保持自身从所处的

系统位置获取资源、加工资源并促进自身进化的

能力。而如何定量判断“适应性能力”的高低，

适应度景观理论（Fitness landscape）为此提

供了“适应度”的概念，作为定量认知种群在

某种特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生存的“适应性”

能力的测度，同时也通过适应度水平可视化方

法——适应度景观的引入，揭示主体适应度水平

变化的总体态势[13]。在适应度景观中存在局部最

优，即适应度最高的山峰，以及适应度最低的山

谷地区。生物群体的进化通常是经过一系列小的

基因变化，直到达到局部最优[14]（图1）。适应度

景观揭示了生物进化的局部最优路径，表明主体

从适应度低向适应度高优化的方向与目标。适应

度景观理论是本文提出以“适应度”为测度指

标对不同类型镇村关系进行识别与差异化引导

的重要理论依据。

1.2   技术方法

NK模型是美国理论生物学家柯夫曼

（Stuart Kauffman）在1993年提出的关于建立

适应度景观模型的数学模型，是CAS理论和适应

度景观理论在进行应用时常采用的定量分析方

法②。NK模型被应用于进化生物学的理论研究、

免疫学、复杂系统工程、优化、技术进化等多个领

域。国内学者则多将NK模型引入经济学与管理

学中，与CAS理论结合对产业集群的适应度问题

进行研究[15-16]。NK模型中具有5个参数（表1）。

NK模型可以理解为N个基因构成的物种

在不断进化，一个基因的适应度值记为Wi。整

个系统的适应度则为所有基因适应度的均值：

（1）

NK模型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物种的适应度

水平，同时能够确定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拥有多

少局部最优，并寻找到通往更高适应度的山峰的

有效路径。目前，NK模型被应用于自组织行为

和自然、社会选择领域中研究的可行性已经被证

明，同样的，作为集社会、经济等维度于一体的城

乡发展系统，NK模型也具有应用性③（图2）。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基于CAS理论与适

应度景观理论的镇村关系类型识别的理论体系，

强调基于镇村关系自身在外界环境影响下的客

图1　适应度景观的简单模型
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tness_landscape。

② 在应用CAS理论对系统演化进行解释与计算时，常用的方法有遗传算法与NK模型。遗传算法本质上属于搜寻算法，通过适应度函数的求解进行迭代逼近最优解。

而NK模型相比遗传算法更侧重描述复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整体适应度的影响，并通过计算每一个适应性主体的适应度水平显示出系统整体的适应  

度景观，在寻找到适应度最优主体的同时进而寻找到主体向最优适应度水平发展的路径。

③ 大都市地区相对其他地区是市场化程度较高、自由竞争力度较大的地区。因此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乡发展系统的发展和演进具有很明显的自组织行为，NK模型 

已经用来研究大都市地区高新区、产业集群的适应度。镇村关系单元作为集产业、社会、服务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社会经济实体，在城镇化过程和市场力量下具有参

与区域分工、承担区域职能的自组织行为，因此NK模型同样适用于大都市地区的镇村关系单元适应度的评估（对于非大都市地区的镇村关系单元，NK模型可能并

不适用，因为市场化程度较低，镇村的发展多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自组织行为不明显，这也是本文为什么选择大都市地区进行研究的原因）。

注释

  



大都市边缘区村镇规划 | 3 

观表现去评估其适应性能力。该能力具体包含

从系统位置获取资源、自身对资源进行内部再加

工以及获取资源占据位置并促进自身结构重构

3个方面，总体抽象为“适应度”的测度指标，

以NK模型为方法进行计算（图3）。适应度的评

估将对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提出区别于以小城

镇发展水平或集聚规模为差异化引导的分类标

准，并标明其适应度提升的差异化路径，同时从

适应性的结构优化角度提出镇村关系重构的引

导策略。

2　武汉市镇村关系的类型识别

2.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武汉市

作为研究对象与数据采集范围。2016年末，武

汉市常住人口达到1 076.62万人，并且仍然处

于持续增长中。2000年以来，武汉市全部58

个镇域单元中47个小城镇人口持续减少，全

市548 km²新增建设用地中仅有4.12%位于小

城镇内，其余均位于中心城区内（图4）。总体

来看，超过2/3的小城镇出现人口流失、经济失

NK模型
参数 参数解释

N 物种内基因组成数量
K 基因之间关联作用数量
A 一个基因的等位基因数量
S 相关的其他物种的数量
C 基因和相关其他物种数量的联系

表1  NK模型的基本参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图2　NK模型在镇村关系适应度评价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武汉市小城镇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口变化与新增建设用地增长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适应性视角下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适应度的评估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活、空间闲置、职能让渡等不适应或局部适应的

现象，市域内镇村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出现了明

显的分异。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与产业园区

之外的58个镇村关系单元作为数据采集范围，

以2014年作为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采用面板

数据采集与访谈数据整理结合的方法，收集58

个镇域单元内空间、经济、公共服务3个维度的

35组数据，建立NK模型，进行适应度计算。重在

探索镇村关系的结构性关联，因此选取点、线、

面3个维度具有结构属性的数据（表2）。

但是，并不能将NK模型中的N值直接确定

为35，这会使NK模型的计算非常复杂，因此确

定N值需要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筛选。本文采用

相关性分析方法进行因子甄选，以武汉市58个

镇村关系单元在2010—2014年鉴中镇域常住

人口变化量为因变量，对上述35个指标进行相

关性分析筛选，进而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降维

确定N值。之所以选择2010—2014年人口数据

作为因变量，是因为人口变化是快速城镇化、大

城市极核效应对镇村发展冲击最直接的表现，

是各种外界因素综合作用后，镇村关系单元内

部结构最直接的反映，避免了大量复杂的微观

数据采集的难度与复杂行为的汇总分析。同时，

镇域常住人口的变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

镇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总量。

0    2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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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性分析，最终确定10个因子进行因

子降维分析，依据因子分析旋转矩阵得到的结

果构建NK模型中的“N”，即影响小城镇发展适

应度的3个影响因子，并根据旋转矩阵中因子的

贡献力度进行权重赋值。结果如表3所示，降维

后的指标与初选指标的类型能够一一对应，加

强了指标对镇村关系适应度评价的可信度。

2.2   NK模型计算

甄选因子结束之后，NK模型的计算有以

下几步：

（1）将所甄选因子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标准化处理的公式为：

（2）

（2）确定武汉市镇村关系适应度影响因

子的状态。将其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指标与武

汉市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若其大于平均值，则

其因子状态取值为1，若小于平均值，则其因子

状态取值为0。

（3）计算因子状态为1和0的因子对适应

度的贡献值。以中心规模投入因子取值为1的样

本为例，将该因子所有状态为1的因子数值进行

均值计算。以此类推，分别求出中心规模投入因

子状态为1的适应度贡献值为0.428578，状态为

0的适应度贡献值为0.116249，面域内部需求因

子状态为1的适应度贡献值为0.508922，状态为

0的适应度贡献值为0.171595，结构关联因子状

态为1的适应度贡献值为0.358884，状态为0的

适应度贡献值为0.139855。

（4）计算各个组合状态的适应度值。该NK

模型中，N=3，A值为（0，1）。确定该模型中

K=0，即假设每一个以镇域为空间范围的样本

内镇村关系的适应度变化仅取决于自身，因此

该NK模型的适应度组合状态有23=8种。每一种

维度 指标选取说明 空间 经济 公共服务

点
包含镇村关系中结构中心镇区与节点村庄的空间规
模、发展规模、经济规模与公共服务配置规模，用于揭
示镇村关系单元是否具有在系统位置获取资源的能力

镇区常住人口
镇区面积

镇区占镇域用地面积
村庄占镇域面积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人均）财政预算收入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人均）二产生产总值

镇域高中数量
镇域初中数量
镇域小学数量

镇区卫生院床位数
医技人员数量
镇域教师数量

线

包含能够反映镇村之间关联的数据，包括空间连接、经
济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连接3个维度，用于揭示镇村
关系整体是否具有结构内部对资源要素进行再加工与
重组的能力

镇域城镇化率
（人均）镇域道路密度
镇区到三环的最短时间
镇区到三环的公交距离
高速公路出入口数量

— 就诊量人数占总人口比

面
包含能够反映镇村关系互动的空间范围、镇村关系在
行政管理范围内的总体发展水平，用来揭示镇村关系
整体的资源需求与适应性调整的效果

镇域用地面积
村庄用地面积
镇域常住人口
镇域林地面积
镇域水域面积

（人均）一产生产总值
（人均）三产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用地产出率

耕种收农机综合作业率
特色农业产业值比重
土地流转面积比例
乡村休闲游收入

镇区卫生院30分钟覆盖人口比例

表2  NK模型的指标选取

表3  因子分析后的降维结果与权重计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NK模型因子 具体指标 因子的解释力度 权重赋值 数据类型

中心规模因子

镇区常住人口 0.876 0.2620

点
地方财政收入 0.859 0.2560

镇区面积 0.841 0.2510
镇区占镇域面积比 0.772 0.2310

面域需求因子
镇域总用地面积 0.844 0.3310

面镇域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0.909 0.3570
镇域常住人口 0.794 0.2312

结构关联因子
农用地产出率 0.724 0.3430

线镇域高速出入口数量 0.685 0.3240
就诊量人数占总人口百分比 0.705 0.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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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状态的适应度取值为3个因子适应度贡献

值的均值。计算结果从高到低如表4所示。

最终，根据NK模型计算的结果，将武汉市

域内58个小城镇按照不同的组合状态进行适

应度分类的结果如图5所示。

2.3   类型识别结果

2.3.1    基于适应度水平的分类结果与解读

NK模型计算结果的直接解读是按照适应度

高低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在CAS理论中，适应性

能力被解释为主体自身的结构是否能够与其职

能相耦合匹配，以更好地支撑其在一定的环境条

件下持续生存。因此，依据CAS理论，本文对NK模

型计算出的镇村关系适应度水平，以镇村关系单

元内部自身的空间结构与职能结构的耦合状态

作为解释模型结果的理论视角，并分析不同适应

度水平的镇村关系的具体适应性表现（表5）。

可以发现，镇村关系适应性的差异化特征

表现为“关系”与“个体”对大都市地区发

展要求的适应与否。因此，究竟是通过“关系适

应”推动“个体适应”，还是通过引导“个体

适应”促进“关系适应”进而实现更好的“个

体适应”，是镇村关系类型识别的重要目的，也

是差异化引导镇村关系重构的重要依据。

2.3.2    基于适应度提升路径的类型识别结果

基于适应度水平的镇村关系类型识别并

非最终目的。在此基础上如何提升适应度水

平，差异化引导各类镇村关系重构、使其适应

区域分工结构转型趋势、实现其城乡发展基层

稳定职能，才是基于“复杂适应性”视角对镇

村关系进行类型识别的根本原因。NK模型除

了对适应度进行分类分级之外，还对不同类型

的适应性主体标示了从自身向全局最优的位

置移动的路径，给不同类型的镇村关系单元显

示了提升其适应度水平的最优路径（图6）。

（1）组合类型为001的镇村关系单元有两

条通向适应度全局最优的路径：001-101-111

和001-011-111。但NK模型结果显示，011比

101在武汉市具有更高的适应度，因此该类镇

村关系单元应当通过增加其面域内部的整体

需求提升自身的适应度水平，组合类型为001、

100、101与000类的镇村关系单元同理。

（2）组合类型为010的镇村关系单元也

有两条通向适应度全局最优的路径：010-110-

111和010-011-111。而011比110组合在武汉

市内具有更高的适应度，因此NK模型为该类

镇村关系单元显示的路径为：通过提升中心规

模因子对适应度的贡献度，向适应度的全局高

峰爬升。011类镇村关系单元同理。

（3）110与111类则是适应度水平最高的

两类镇村关系单元，其中NK模型显示110类需

要强化技术效率因子提升自身适应度水平。

因此，按照同路径提升适应度水平的原

则，将武汉市镇村关系重构优化的类型总结

为横向联动型、固核强边型和网级延伸型3类

（图7）。

3　武汉市镇村关系重构的引导策略

通过适应度最优提升路径，NK模型实质上

已经揭示了每一类镇村关系提升适应度水平、促

进自我重构优化的方向与路径。结合CAS理论对

镇村关系变化的解释与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变

化的现实可以发现，镇村关系是无法进行封闭式

自我完善的，而是与大都市区域发展格局直接关

联。只有当独立的镇村单元参与到更高层级的区

域分工结构、融入区域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其单元

内部的职能关系与空间结构才能够得到自我调

整与优化的可持续动力，具有在大都市强极核作

用下的适应性发展能力。因此，武汉市镇村关系重

构的差异化首先体现在区域整体发展的层面。不

同适应度水平和类型的镇村关系单元会以不同

的方式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分工，一方面融入区

域更大尺度的分工结构中，另一方面契合自身内

部结构发展的能力与基础，在自身内部引导形成

良性互促、相互耦合的职能结构与空间结构。

3.1   横向联动型: 有机互通, 引导均衡的水

       平协作分工

横向联动型镇村关系通向适应度提升的必

经路径为加大自身资源获取、互动与整合的空间

表4  武汉市镇村关系适应度的影响因子状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组合状态 规模因子 需求因子 效率因子 适应度值
111 0.428597 0.508922 0.358884 0.432127857
110 0.428597 0.508922 0.139855 0.359118249
011 0.116249 0.508922 0.358884 0.328018303
101 0.428597 0.171595 0.358884 0.319685575
010 0.116249 0.508922 0.139855 0.255008695
100 0.428597 0.171595 0.139855 0.246675966
001 0.116249 0.171595 0.358884 0.215576021
000 0.116249 0.171595 0.139855 0.142566412

图5　武汉市镇村关系适应度的8种组合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武汉镇村关系单元适应度提升的路径
（虚线为最优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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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该类镇村关系单元内部的面域需求较少，能

够利用的资源规模偏小。从现状来看，横向联动型

镇村关系单元较多分布在都市发展区的外围远

郊地带，大多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镇村单元整体

能够参与的区域分工层次较低，机会较少。正因如

此，建立在地缘相近、农业生产资源共享的镇村空

间单元往往比其他产业门类中的特色化产业更

具有水平分工协作的优势。因此，推动该类镇村关

系单元整体参与区域分工的重点应当是横向拓

展形成机会、规模等维度相对均衡的水平分工协

作模式，争取到更大范围内资源整合与流动的可

能性。应当完善基础交通设施，使镇村关系单元之

间形成有机互通的空间连接关系以及功能互补、

服务共享的职能连接关系，引导以基础资源整合

为目的的空间重构。同时，作为武汉市外围的镇村

生产空间，横向联动型镇村关系也应当为武汉市

整体城乡发展区域预留出有效的、成体系的生态

保育空间，为构建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导向的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奠定基础。

3.2   固核强边型: 强心聚合, 引导中心集聚

        的垂直分工

固核强边型的镇村关系单元是内部结构

依然与层级管理体系保持高度耦合的类型。其

适应性能力的提升依赖于镇村关系单元中的中

心镇区是否具有足够的能级，以承担相应的职

能来匹配镇村关系单元内部的整体需求。因此

该类镇村关系参与区域分工的方式应当以中心

集聚为当下发展的主要目标，强化与完善中心

对镇村空间整体的职能，以更好地缓解层级式

行政管理与资源要素网络化流动的矛盾。对于

该类镇村关系，应当精准预判结构中心在区域

分工中的定位，推动中心产业与职能的转型升

级。同时，将公共资源的投放聚焦于中心，使其

发挥最大的服务效能。从空间分布上看，固核强

边型镇村关系单元大多分布在武汉市主要的交

通廊道上，已经具有与中心城区快速联动的基

础，因此在单元内部要引导形成中心放射、节点

联动的交通组织体系，打通资源要素从城市向

小城镇与乡村梯度转移和传递的廊道，真正实

现中心带动节点与面域发展的良性镇村关系。

3.3   网级延伸型: 多心协同, 引导融入大都

        市影响的网络化分工

网级延伸型的镇村关系单元是3种类型中

适应度水平最高的镇村关系类型，大多分布在

武汉市的近郊圈层，具有距离主城区或大型产

业园区较近的区位优势。该类镇村关系的共同

适应类型 适应度组合类型 “空间—职能”耦合模式 镇村关系适应性的具体表现

不适应 000 空间结构变化与职能结构关系的全面错位

在面域内总体需求还在相对缓慢增长的前提下，镇村关系的结构中心
对面域内的整体服务能力，包括经济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却相对滞后，
呈现出空间结构变化与经济、公共服务职能结构全面错位的结构耦合
特征

局部适应

001 镇村关系的中心经济职能外迁，公共服务职能滞
后，“空间—职能”内容性错位

镇村关系单元整体对外连通性较差，内部依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
产业发展方式，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或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一三
产拓展等新兴的产业发展模式，还未完全深入镇村关系单元内部，因此
中心有限的经济规模导致其经济职能外迁，公共服务职能依然保留，表
现为空间结构变化与职能关系中的内容性错位

100 职能结构的总体发展滞后于空间结构的变化
中心的集聚能力在自上而下的调控下得到了较好的维持，但仍然有缓
慢的内容性缩减，而所服务的乡村本身则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
扩充，因此镇村关系职能结构的内涵变化滞后于空间结构的变化

010 中心职能的能效无法匹配空间面域的整体需求
镇村关系单元整体具有较大规模的面域需求，对镇村关系的中心职能
有着较高的要求，但目前镇区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无法满足整体面域
内的现有需求与未来的转型要求

101 职能结构超前于空间结构的变化 镇村关系的中心规模与内部职能结构的耦合程度相对较好，但是仍然
具有满足更多面域资源整合需求的潜力

011 中心职能转型滞后于节点发展，“空间—职能”的结
构性耦合失效

镇村关系的中心职能转型滞后于周边乡村节点的发展，“空间—结构”
的耦合出现结构性的失调

110 中心与节点的分割式自我发展
镇村关系的结构中心与节点乡村出现分割式的自我发展，内部结构关
联基本断裂，被大都市区域内的市场作用截流，镇区中心和乡村节点具
有个体参与区域分工的基础与能力

适应 111 空间结构与职能关系的基本全面耦合
镇村关系的结构中心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与能力，对周边乡村的公共
服务效率较高，并且整体具有适应城镇化趋势与大都市地区产业转型
的发展潜力与动力

表5  武汉市镇村关系单元适应度水平分类结果解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7　武汉市镇村关系重构的3种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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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中心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且面域单元

内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面域

内的节点乡村相较其他类型也拥有更多的发展

机遇与基础。但镇村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却由于

距离主城区较近而被截断，无论是公共服务共享

还是居民就业，其周期性流动与城乡兼业都是各

类镇村关系单元中较为明显与活跃的。所以，该

类镇村单元是最具有机会融入大都市发展格局

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然而也最需要精准把握自

身发展路径，寻找适应性的区域分工定位。因此，

应当立足镇村发展的良好基础，顺应人口的短距

离城乡兼业模式，推动镇村协同发展，加强高质

量公共服务的城乡共享，促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突破镇村传统的等级束缚，形成扁

平化的镇村结构关系，以中心城区向外延伸的快

速轨道交通系统为廊道，融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

整体的网络化发展格局（图8）。

4　结语

当下在以城市群为城镇化推进主体的语

境下以及劳动分工更为精细的新经济时期，

如何顺应城乡要素流动与区域分工结构转型

的趋势，探索大都市地区镇村关系在快速城

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重构路径，通过“关系

适应”与“个体适应”的正向互促，挖掘镇

村个体在区域分工结构中的精准定位，是稳

定城乡协调发展的基层结构、切实推进乡村

图8　武汉镇村关系重构的空间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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