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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 A Case Study of Fengcheng Area in Shanghai

刘碧含   彭震伟    LIU Bihan, PENG Zhenwei

随着《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提出，大都市地区逐步成为我国城镇发展的主力军、领头羊。大都市地

区是一种具有内部层级的空间形态，强调不同层级城镇的整合。在该背景下，小城镇也逐步改变以往点状生长的方式，呈

现出群体化发展趋势。以上海奉城小城镇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提取其城镇建设用地数据，分析奉城地区小城镇由点状发

展到群体发展的空间演进过程，运用2015年土地使用现状数据对小城镇群的空间格局现状特征进行解析，并从外部与内部

两个维度分析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此，从政策引导、区划调整、城镇密集、自然生长等4个方面对奉城

地区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机理进行阐释。

With the proposal of Guiding Opinions o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s, metropolitan area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Metropolitan area is a spatial form with internal levels,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cities and towns. Under this background, small tow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he previous pattern of 

punctate growth, showing the trend of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studying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and explaining its mechanism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study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of small 

towns in Fengcheng Area, this paper extracts data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n uses the data of land use in 2015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engcheng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s are analyzed from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imension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xplains the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mall town agglomeration in Fengcheng 

Area from four aspects: policy guidance, regionalization adjustment, town concentration and natural growth.

2019年2月19日，我国发布《关于培育

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其中提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

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都市

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

大都市地区小城镇群的空间演进及其机理研究*

——以上海市奉城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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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

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①。《意见》的发

布也代表着大都市地区正逐步成为我国城镇

发展的主力军，且大都市区并非一个独立个

体，而是具有内部层级结构的一种空间形态。

《意见》中指出“增强中心城市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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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非

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镇）疏解，推动中小

城市依托多层次基础设施网络增强吸纳中心

城市产业转移承接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大

都市地区不再简单谋求中心城区的发展，而

是同时强调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以及不同级

别城镇的整合，在大都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

城镇疏解的背景下，大都市与其周边中小城

市之间的功能呈现出互补态势。

从我国城镇发展形势来看，多层级城镇

的整合在小城镇层面已经逐步改变了原来小

城镇以点状为主、独立发展的状态，转变为以

群体形态发展，并以此承担大都市区向外疏解

的功能。与此同时，小城镇集聚区正日益融入

区域整体“网络+等级”的演替趋势中[1]，且

在区域内部剧烈的分工与重组背景下，小城镇

在从个体发展转变为群体发展的过程中，逐步

形成区域整体环境中的小城镇群，发挥其整

体效用。

1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1.1   小城镇群概念

从字面意义来看，“小城镇群”即多个小

城镇形成的集群。英国的城市学家E•霍华德

最早提出城镇群体（Town cluster）的概念

来解释城镇空间的布局[2]。国内学者将“城镇

群”定义为“在一定范围内，空间距离相近

的多个城镇，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

环境等方面产生了联系而形成的一个能够以

整体形式继续发展的群体” [3]；“在特定的区

域范围内，小城镇个体之间依靠区域交通的

便利性与通达性，围绕作为区域内经济核心

的中心镇，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产

生了紧密的内在有机联系，形成在空间上密

集分布的小城镇群体” [4]；“在一定地域范围

内，许多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小城镇通过地区

内部发达的交通网络产生联系，小城镇的腹

地之间交叉重叠，达到一定程度的密集分布

状态，形成不完全有序但空间体系呈现出一

体化发展趋势的城镇结构” [5]等。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将

“小城镇群”定义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

具有相对独立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自然及

人文环境为空间载体，由多个小城镇（包含

无建制的集镇或社区）组成，在社会、经济、

文化、生态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诸多方面（或

全面、或部分）产生并发展出紧密的内在有

机联系的小城镇集群。

1.2   空间演进概念

空间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广义的空

间包含地理、经济以及物理概念[6]9。我国关于

地理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特征的

演进、空间规模的演进、空间形态的演进等方

面[7-8]；关于经济学空间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

产业、交通等方面[6]9，或是将“经济机理”与

空间逻辑进行整合，形成“空间—经济一体

化”框架[9]。因此，“空间演进”可以认为是：

在某个时间段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城镇空

间形态产生的变化。

1.3   研究对象选取

本文选取上海郊区奉城地区的小城镇群

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演进及机理。该地

区在2001年前包括原奉城镇、洪庙镇、塘外镇、

头桥镇4个小城镇（图1），经过2002年和2003

年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合并为现在的奉城镇，但

4个小城镇尚未完全实现区域整合的一体化发

展，因此本文中将4个小城镇组合形成的奉城

镇视为小城镇群进行整体分析。通过对该对象

的深入调研分析，梳理与总结该地区4个小城

镇由点状发展到群体化发展的空间演进过程，

探讨上海郊区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机理。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来分析

上海市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空间演进过程，对

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描述。本文中使用的遥

感影像数据主要来源于我国科学院计算机网

络信息中心的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

www.gscloud.cn）以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

USGS网站（https://glovis.usgs.gov/），其数

据主要为Landsat系列影像数据。此外，本文运

用相关规划获取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土地使

用空间格局，对其土地使用格局的现状特征进

行分析，同时结合遥感影像数据与规划数据，

探讨上海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机理。

2.2   数据处理

受到各类因素影响，遥感影像数据在形

成图像的过程中存在几何变形等现象，因此

在使用遥感影像数据之前，首先要对其进行

校正。本文以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道路等矢

量数据为参考，借鉴尹轶华和唐鸣放的研究

方法[10]，选择道路交叉点、建筑物等30个控制

点，精度在0.5个像元内，运用邻近元法对影

像进行几何精度校正，使得到的影像上的地

物位置与其实际位置相对应。最后运用奉城

镇行政区划的矢量图对校正后的影像进行裁

剪，得到具有相对精确地理坐标的较高分辨

率影像。

为识别建设用地的演变趋势，借鉴杨智

翔等学者[11]提出的改进后的NDBI指数法，提

取奉城地区小城镇群三期建设用地图作为辅

助数据②。

图1　2000年奉城镇、洪庙镇、塘外镇、头桥镇
行政区划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行政区划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②此种方法提取的城镇建设用地与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不尽相同，NDBI指数法提取的城镇建设用地中会包含农村居民点用地，但有时不会提取出道路用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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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空间演进过程与

      现状特征

3.1   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空间演进过程

依据获得的各个时期的城镇建设用地变

化图，对上海市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空间演

进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其演进过程主要有3个

阶段。

3.1.1    小城镇群孕育期（1990—2000年）

根据四镇镇志，可以发现原奉城镇、洪庙

镇、塘外镇和头桥镇均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真

正发展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奉城地

区小城镇群的建设用地变化情况来看（图2），

20世纪90年代初期，小城镇刚刚开始发展，4

个小城镇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

完善，它们基本以独立个体形式发展，呈现出

点状发展的状态。查阅其镇志与相关资料，发

现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相对较慢。

1995年之后，在该地区农业发展及乡镇企业

的带动下，4个小城镇逐渐发展壮大，城镇空

间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扩张。结合该地区建

设用地的变化（图2），不难发现在2000年，原

奉城镇与洪庙镇分别沿着区域内主要交通干

线向东、向西发展，两镇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

连绵发展的趋势，头桥镇沿着主要公路开始

逐渐向南发展，尚未与奉城镇呈现出连绵状

态，塘外镇也沿主要公路向两侧发展，其建设

用地呈现出与奉城镇接壤的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1990—2000年

间，奉城地区的小城镇群在空间上尚未形成

大规模连绵状态，4个小城镇之间的空间联

系还比较薄弱，但它们的空间形态、发展方向

以及道路结构为小城镇群的进一步发展与内

在联系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3.1.2    小城镇群雏形期（2000—2005年）

2000年，原奉城镇与洪庙镇的建设用地

在空间上已经开始出现连绵发展的状态，虽

然头桥镇、塘外镇尚未与奉城镇连绵发展，也

已分别呈现出向南部、北部发展且有与奉城

建设用地连绵的趋势。

2000—2005年间，奉城镇经历了两次行

政区划的调整。在2003年底，原奉城镇、洪庙

镇、塘外镇与头桥镇4镇合一，合并为现在的

奉城镇。合并前后（2000—2003年）总人口

数变动不大，维持在8.7万人左右，但至2005

年人口已增至13万，乡镇工业企业数量变化很

大，从2000年的995家增加至2005年的1 420

家③，呈快速发展的趋势，2002年成立的奉

城工业园区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

展，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在此背景下，原奉城、洪庙、塘外、头桥4个小

城镇开始依附于区域内的主要交通干道和主

要河流水系在空间上逐渐向彼此靠近，城镇

建设用地逐步向彼此扩展。结合该时期的建

设用地变化情况（图3）来看，在2005年，区

域内部4个小城镇之间已经在空间上呈现出

连绵态势，其中奉城与洪庙、塘外在空间上

已经连绵，头桥则依附于主要公路逐步向南

部的奉城发展。另外，奉城地区的4个小城镇

在该时期区域内部道路网的密度达到1.69 

km/km²，公路网长度达到62.03 km④，其密

度达到0.56 km/km²。因此，可以说在2005

年左右，小城镇之间在空间上已经开始呈现

出以群体化形式发展的态势，小城镇之间的

联系也随着小城镇群内部公路网的建设与发

展变得逐渐紧密。

综上所述，原奉城、洪庙、塘外、头桥4个

小城镇在2005年左右由独立点状发展的小城

镇转变为依附于区域内主要道路交通与河流

水系并以群体形式发展的小城镇群，空间上

呈现出连绵发展状态，且南部奉城、洪庙、塘

外3镇空间联系更为紧密，城镇的质量与规模

相较于小城镇群的孕育期（1990—2000年）

有了显著发展。

3.1.3    小城镇群生长期（2005年至今）

2005年，奉城地区内部4个小城镇在空间

上呈现出连绵态势，开始转变为群体形式发

展，在此之后小城镇之间的联系也逐步趋于

稳定。

伴随工业化的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的

进步，奉城地区于2005年成立了浦南机电园，

工业企业总数由2005年的1 420家增至2015

年的2 095家，工业总产值达到150.12亿元。

其间该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快，修

建了多条交通干线，小城镇群因此沿着主要

交通干线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

奉城地区总人口在13万人左右，城镇建设用

地（不包含农村居民点用地）约为14 km²。

图2　1990—2000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建设用地
变化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遥感影像数据整理绘制。

图3　2000—200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建设用地
变化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遥感影像数据整理绘制。

③数据来源：2001年与2006年《奉贤区统计年鉴》。

④数据来源：《上海市奉城镇中心镇总体规划（2004—2020）》。其中，公路网指的是连接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区域内外的主要道路，包含上海绕城高速（原大亭公路）、

大叶公路、南奉公路、川南奉公路、新奉公路、燎钦公路、奉干公路、航塘公路、奉柘公路、洪朱公路；道路网指的是区域内所有道路，既包含联系小城镇群与外部地区的

公路，也包含仅联系区域内部各个小城镇的支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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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奉城地区的总人口达到16.92万，城

镇建设用地（不包含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

达到24.31 km²，城镇建设用地比2005年增长

了73.64%。根据该时期建设用地的变化情况

（图4），可以发现奉城、洪庙沿区域内主要交

通干道向东西两侧不断发展，头桥、塘外分别

沿着主要公路向南北两侧发展，4个小城镇

在空间上形成连绵状态。

综上，2005年至今，奉城地区的各个小

城镇在沿着主要交通网络发展的过程中，其

边缘受到了区域内部另外3个小城镇的吸引，

在空间上呈现出更加连绵的态势，尤其南部3

个小城镇，建设用地基本连绵为一体，各类要

素之间相互作用，小城镇群更加稳定。

3.2  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土地使用空间格局

       的现状特征

对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土地使用空间格局

的现状分析主要基于该地区2015年土地使用

现状的情况，本文试图从土地使用的形态特

征与数量特征两个角度，对该地区小城镇群

的现状空间格局进行解读。

3.2.1    小城镇群土地使用空间格局形态特征

从201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现状建设

用地图（图5）来看，城镇建设用地中工业仓

储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所占比重较大，其

中工业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奉城、洪庙、塘外

以及头桥部分区域；小城镇群内部的水系网

络较为发达，农村居民点呈现出沿水网与道

路布局的特征。

从201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土地使用

现状图可以看出（图5），小城镇群的功能分

区与用地分布有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依托

该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形成5个比较集中的

区域，分别是北部围绕浦南机电园形成的工

业区、头桥城镇生活区、中部奉城工业园区与

洪庙工业区、中部奉城与洪庙塘外生活区和

外围的农业区。

3.2.2    小城镇群土地使用空间格局数量特征

参照奉城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总

体规划，将2015年该地区小城镇群的用地体

系划分为：居住用地、商业商务设施用地、工

业仓储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市政公用设

施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农村居

民点用地、农用地、特殊用地、河湖水面以及

其他未利用地。由于奉城地区小城镇群仍然

以发展工业为主，因此该地区中工业用地占

城镇建设用地的比重最大，但居住用地、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地广场用地的

比例相对较低（表1）。可以推断，小城镇群的

居住环境与基础设施配置还有待提升。

4　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

大都市地区小城镇群的空间演进是外部

环境变化和小城镇群内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分析影响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因素，对理

解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机理并指导小城镇群空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hm2） 占总用地比例（%）
居住用地 274.26 2.50

商业商务设施用地 160.62 1.46
工业仓储用地 1 304.43 11.87
公共设施用地 126.36 1.15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49.94 0.45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69.00 3.36

绿地 146.68 1.33
农村居民点用地 1 204.08 10.96

 农用地

耕地 4 674.50 42.53
园地 58.18 0.53
林地 244.79 2.23

其他农业用地 1 333.03 12.13
特殊用地 8.47 0.08
河湖水面 940.91 8.56

其他未利用地 95.63 0.87
合计 10 990.88 100.00

表1  201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现状用地汇总表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年两规合一现状图”以及同济大学2017—2018年奉城镇

城市总体规划教学组《奉城镇基础资料汇编》整理绘制。

图4　2005—201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建设用地
变化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遥感影像数据整理绘制。

图5　201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土地使用现状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年两规合一

现状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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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未来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小城镇群

空间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4.1  外部环境: 政府政策培育与突显小城

      镇群空间演进的外部契机

对大都市地区的小城镇群而言，外部环

境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影响主要指的是政

府政策以及区划调整等因素，它们通过改变

小城镇群内部条件引导小城镇群空间的变

化。政府制定的政策可以反映出其思想，同时

政策也是政府制定的一种工作指南。政府政策

对宏观区域的调控能够确立或是改变小城镇

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并且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

规，使下级政府按照其意志进行建设[12]，因此

可以说政策因素对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空间

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十五”期间，上海市将奉城定位为

“一城九镇”中的突出西班牙特色风貌的小

城镇，对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交通以及经济

发展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为项目的落地为

上海市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交通环境改善

带来了契机，为日后奉城地区经济和社会的

全面发展与建设带来了重大机遇，也使得洪

庙、塘外、头桥的发展空间逐步趋向于奉城。

此外，上海市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对奉城

镇的行政区划实施了两次调整，最终撤四镇

（奉城镇、洪庙镇、塘外镇和头桥镇）建制，合

并为一镇（即目前的奉城镇）。小城镇群内部

行政边界的变更减弱了其对小城镇群空间发

展方向的影响，有效促进了内部各小城镇的

空间演进与连绵发展。最为显著的是，2002

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对象为奉城、洪庙、塘外3

个小城镇，可以发现在行政边界调整后，这

3个小城镇的空间向着彼此发展。在短时间

内，塘外北部与奉城的西南工业用地连绵，

洪庙西侧也逐步与奉城东侧连绵，而由于头

桥撤并的时间相对较晚且与奉城的距离相

对较远，因此至今尚未形成连绵状态。以上

政策的实施，为奉城地区的小城镇由独立的

点状小城镇发展转变为群体化发展提供了

契机。

4.2  内部因素: 文化、自然、交通、经济因素

       催发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内部动力

一定地域范围内若存在多个小城镇，小

城镇之间必然会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一

定联系，进而作用于空间。对于奉城地区的小

城镇群而言，内部因素是其空间演进过程中

的直接影响因素。本文结合奉城地区实际状

况，将内部因素分解为文化因素、自然因素、

交通因素和经济因素，并逐一分析各个因素

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过程的影响。

4.2.1    文化因素：小城镇到小城镇群空间演进

              的背景

文化因素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影响是

内在的，它主要通过影响小城镇群内居民的

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来影响小

城镇群的社会空间结构，从而进一步作用于

小城镇群的物质空间。

奉城地区内部小城镇的发展时期相同，

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有着相同的文化背

景，从而产生了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

使得小城镇群内部各个小城镇之间的社会空

间结构相似，并进一步影响空间的发展，奉城

地区小城镇群内部的4个小城镇的空间沿着主

要交通干道逐步向彼此发展。从奉城地区小城

镇群的建设用地变化情况来看（图2-图4），可

以发现头桥正逐步向南部奉城发展，奉城逐步

向东西两侧发展，洪庙主要向着西侧的奉城发

展，塘外在与北部的奉城产生空间联系后，逐

步向南发展。

4.2.2    自然因素：小城镇到小城镇群空间演进

            的基础

自然因素主要指的是自然条件与地理特

征，也包含自然资源与自然灾害等限制性要

素。这是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基础条件，有时

也会限制小城镇群的空间演进。

对奉城地区的小城镇群而言，自然因素

中的河流水系对空间演进的影响最直接。一

般来说，小城镇往往会选取距离水系较近的

地方进行建设，另外，奉城地区的浦南运河、

新奉港、洪庙港、航塘港具有通航的功能，小

城镇早期的建设与发展也会依赖于此。根据

奉城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图2-图4），同

时结合2015年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的土地使

用现状（图5），可以发现，奉城和洪庙的建设

空间分别沿浦南运河相向发展，并逐步靠近。

塘外的建设空间沿着西沿塘河主要向北部和

西南方向发展，其中北部逐步靠近奉城并已

经连绵，头桥的建设空间沿着新奉港向南北

两侧发展，其中南部正逐步靠近奉城。由此可

知，城镇建设用地有沿着区域主要河流水系

与其他城镇相向发展的趋势。

4.2.3    交通因素：小城镇到小城镇群空间演

            进的载体

空间距离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多个小城

镇能够发展成为小城镇群的重要基础，交通

网络是小城镇空间发展过程中依附的主要对

象，是小城镇群生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因

此，可以认为交通网络是小城镇群空间演进

最直接的因素。

1990年代初期，小城镇道路交通设施建

设还不够完善，主要干道只有川南奉公路与

新奉公路，城镇之间联系薄弱，小城镇仍旧以

个体形式发展；2000年之后，小城镇群内交

通网络建设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公路网的建

设，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也加强了与小城镇

之间的联系，借助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奉城地

区4个小城镇空间增长速度加快，在空间上连

绵发展，形成小城镇群。结合奉城地区建设用

地变化情况（图2-图4），发现奉城和洪庙逐

步沿着川南奉公路与团青公路相向发展，塘

外沿着奉柘公路向着北部的奉城发展并已经

形成连绵态势，头桥正沿着区域内主要交通

干道新奉公路逐步向南部的奉城发展。由于

塘外、洪庙与奉城的空间距离相近、且东西向

的道路建设速度较快，交通更为便利，因此奉

城、洪庙、塘外3个小城镇之间较早地产生了

空间联系，其中塘外距离奉城最近，空间联系

最早发生。

4.2.4    经济因素：从小城镇到小城镇群空间演

             进的动力

经济因素是始终贯穿于小城镇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因素，是推动小城镇群空间演进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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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核心因素，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对奉城

地区小城镇群的产生与空间演进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期，奉城镇、洪庙镇、塘

外镇和头桥镇开始发展，当时的产业以农副

产品加工与手工业为主，乡镇企业刚刚起步。

因此在初期各个小城镇之间的联系比较薄

弱，呈现点状发展状态。当乡镇工业企业逐步

发展起来之后，逐渐带动小城镇的发展，提升

其发展速度，使小城镇的空间呈现出向外扩

张的状态，小城镇之间在空间层面呈现连绵

发展态势。随着2002年和2005年两个工业园

区（浦南机电园与奉城工业园区）的建成，

大量的工业企业开始进驻奉城地区，从同期

该地区小城镇群建设用地的变化（图3）可

以发现，洪庙、塘外、头桥都向着经济发展条

件更好的奉城发展，并在2005年时形成了连

绵一体的小城镇群空间形态。

5　奉城地区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

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将大都市郊区小

城镇群内在联系和空间演进的机理总结为外

部机理与内部机理[13]，对奉城地区小城镇群

而言，外部机理主要是指宏观政策引导、区划

调整等作用，内部机理主要是指城镇自然生

长[14]以及城镇的高密度分布[15]39-43。

5.1  小城镇空间演进的外部机理

5.1.1    政策引导：提高小城镇的规模与质量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根据我国的经济

发展战略，制定了“东进南下”政策，使上海

的经济发展重心逐步南移，在保证中心城区

繁荣和繁华的同时，在市郊发展上海的支柱

产业，并提供优惠的产业倾斜政策，而奉城地

区所在的奉贤区正是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南移

的直接受益者。重点发展郊区的政策优势推

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打破行政区划，

把新城、中心镇和产业区的发展整合为重点

地区的发展。

上海市2001年发布的《关于上海市促进

城镇发展的试点意见》主要围绕着发展“一

城九镇”展开，其中奉城作为九镇中的一镇，

要体现西班牙特色风貌，能享受上海市的各

类政策支持与津贴。意见中强调产业与人口

向试点城镇集聚，并实行有利于吸引人口进

入城镇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同时加大了

市与区县政府对试点城镇的财政支持力度，

以推进试点城镇的发展。

《奉城中心镇总体规划（2002—2020）》

将西班牙风貌小城镇建设纳入其中。在“东

进南下”政策的影响下，小城镇的发展与建

设速度与日俱增，该地区内部小城镇之间的

联系也逐步增多。政策实施之后，奉城地区的

人口由2000年的8.71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

16.92万人，各个小城镇的人口也在逐步增

加，经济发展环境因“一城九镇”的建设契

机而进一步提升。因此，可以说政策的发布与

实施提高了小城镇的规模与质量，为小城镇

之间联系的发生、空间的发展以及小城镇群

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图6）。

5.1.2    区划调整：促进小城镇群的空间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是通过改变地区的行政边

界或管辖范围来实现空间结构的优化和要素

的流动[14]，促进小城镇群的内在联系，从而作

用于小城镇群的空间。因此可以认为其是对小

城镇群的形成起着引导性作用的外部机理。

上海市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对奉城镇

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实施了两次调整，2002

年撤奉城、洪庙、塘外三镇建制，合并为奉城

镇，2003年撤奉城与头桥建制建立新的奉城

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通过消除行政边界对小

城镇空间发展方向的影响，进一步降低行政壁

垒对小城镇之间联系的影响，也避免了区域内

部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使得诸如医院、高级

中学等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集中于奉城社区，增

进了小城镇之间的联系，有效促进了奉城地区

小城镇群的形成和其空间演进（图7）。可以

看出，由于奉城、洪庙、塘外较早实施了区划

调整方案，因而3个小城镇之间的空间较早呈

现出连绵态势。

 

5.2  小城镇空间演进的内部机理

5.2.1    城镇密集：促进要素在区域内部流动

小城镇群的形成与空间的发展大多数得

益于区位优势，一定地域内的小城镇由于空

间距离相近、高密度分布，小城镇之间更容易

产生要素的流动与相互联系[15]39，同时依附于

区域内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使得联系逐渐加

强，于是该地区空间距离相近的小城镇在发

展过程中会形成小城镇群（图8）。区域内的

小城镇高密度分布是小城镇之间要素流动继

而推动空间变化的重要基础。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小城镇

的高密度分布成为东部地区的重要特征，其

小城镇的分布密度基本达到了15个/1 000 

km²[5]。根据2013年全国村镇建设统计报表，

上海郊区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9个/1 000 

km²，奉城地区总用地约109.9 km²，该地区的

图6　政策引导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作用机理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行政区划调整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作用机理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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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自然生长：驱动空间沿交通干道发展

自然生长力由两种影响力复合而成，一

种为小城镇群在内部小城镇自身的空间生长

或整体规模增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外向拓展

图11　2005年奉城地区道路交通现状图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历年谷歌影像图以及上海同济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海市奉城镇中心镇总体规划

（2010修改版）》整理绘制。

图13　2015年奉城地区道路交通现状图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历年谷歌影像图以及上海同济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海市奉城镇中心镇总体规划

（2010修改版）》整理绘制。

图12　2010年奉城地区道路交通现状图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历年谷歌影像图以及上海同济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海市奉城镇中心镇总体规划

（2010修改版）》整理绘制。

图9　自然生长作用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自然生长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作用机理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小城镇密度达到36个/1 000 km²。可以说，奉

城地区小城镇的高密度分布使得小城镇之间

逐步产生要素互动，使得空间逐步发展，形成

小城镇群。

力量；另一种为区位优势、交通条件等区域协

调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影响力量[14]。在自然生

长力的影响下，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空间的

发展更趋向于沿着交通干道、区位或自然资

源与环境优渥的方向扩张（图9-图10）。

根据奉城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变化情况

（图2-图4），同时结合奉城镇2009年与2014

年两次土地利用调查情况可以发现，2009

年农用地总量为6 882 hm²⑤， 2014年农用

地总量为6 571 hm²，减少了311 hm²，其

中，2009年耕地保有量为5 026 hm²，2014

年耕地保有量减少至4 951 hm²，减少了75 

hm²⑥。因此可以认为，小城镇群内部建设用

地的增长主要侵占了农用地。

结合奉城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变化情况

（图2-图4）与2005—2015年道路交通变化情

况（图11-图13）来看，奉城地区小城镇群在形

成初期已显示出显著的交通指向性，奉城与洪

庙之间依托川南奉公路迅速向彼此扩张，奉城

与塘外依托奉柘公路在空间上逐步向彼此扩

张。此外，奉城与洪庙、塘外之间的空间与时间

距离均小于头桥与另外3个小城镇之间的距离，

因此距离相近的奉城、洪庙与塘外这3个小城镇

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易与彼此产生要素

⑤数据来源：奉城镇人民政府. 奉贤区奉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2011。

⑥数据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奉城镇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2017。

注释

 

图8　城镇密集对小城镇群空间演进的作用机理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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