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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城镇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研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成为一

项重要议题。采用最邻近距离、点密度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并从

地形、人口、经济、区位等方面进行相关因素分析。主要结论包括：①全国层面，中国小城镇呈

“西北疏、东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形成三大团块集聚区，包括由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等

城市群组成的“弓箭”状集聚区，珠三角、湘中地区形成的“倒T字”型集聚区，以及成渝城市群地

区的“圆形”状集聚区；②小城镇沿北部主要交通干线形成的轴带与东部沿海轴、南部沿（长）江

轴共同组成“π”型集聚带，与三大团块集聚区共同构成“团块+轴带”组合式空间集聚形态；③区

域层面，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总体均匀程度并不高；④小城镇呈集聚分

布的省、自治区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内陆边境地带及四川盆地，总体地广人稀；⑤小城镇空间

分布受自然资源环境、人口疏密、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度、道路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以及

政策导向主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未来，建议增强西北地区小城镇扶持政策，多培育小城镇作为

发展节点，城市群周边、省会等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应注重提升发展质量，传统农区、贫困山区及

边远落后地区要重视经济建设及增强道路交通可达性，促进小城镇发展以助力新型城镇化及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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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城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链接地带，是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生产力逐步解放，小城镇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1,2]，而在“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城镇的发展停滞不前或严重衰退[3]。改革开放之后，市
场经济开始活跃，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的乡镇企业发展十分顺利，小城
镇得以快速恢复及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小城镇的发
展达到顶峰时期。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要素资源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小城镇发展再
次出现衰退。国家对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一直十分关注，绝大部分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均
给予小城镇高度重视，并先后实施多项优惠政策、体制机制改革、环境整治等措施，但
很多小城镇的发展仍十分曲折，现阶段的瓶颈期仍未破除。另外，中国国土面积较大，
地区之间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具有很大差异，小城镇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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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例如，东南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十分顺利，具有数量多、规模
大、经济发达等特征，而西北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就比较困难。因此，亟需从空间格局维
度去探索中国小城镇发展的现实状况。

学术界关于中国小城镇的探讨，大致始于1980年陈以池关于小城镇环境保护问题的
讨论，以及叶舜赞关于小城镇发展机理及特点的初探[4,5]。随着1984年费孝通《小城镇 大
问题》系列文章的问世[6-8]，迎来了一股以小城镇规划建设为主题的研究热潮。随后，引
起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到小城镇管理体制机制、功能类
型划分、乡镇企业发展、人口迁移流动、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化等[9-23]。其中，关于小
城镇发展路径的探究，最早见于1982年费孝通先生总结出的三种经典传统模式：依托优
越区位兴办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私营经济自主发展的温州模式；凭借区位优势发展外
向型经济的珠江三角洲模式[24,25]。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及其他学者陆续提出“阜阳模式”

“大唐模式”“孙耿模式”等[4,5,26-28]。后期，学者从城镇功能、主导产业、资源禀赋等角
度，划分不同类型进行发展模式探讨，诸如生态保育保护型、旅游产业型、农业生产型
等，呈现角度多样、模式多样的特征[29-31]。2000年后，学术界逐渐将空间结构等理论应
用到小城镇研究中[32]，重点在于归纳小城镇整体空间形态[33]。在小城镇研究中历来存在
一客观难题，即镇级统计工作机制不健全导致研究数据欠缺，阻碍模型评价、定量测算
等量化研究的开展。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推广，百度地图POI兴趣点、GPS定位点等大
数据开始应用于小城镇的研究[34-37]，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城镇研究数据及研究方法的突
破。然而，目前研究对象多限于某特定区域或地市[38-40]，全国尺度下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
及相关因素的探讨比较欠缺。

通过系统构建中国小城镇空间数据库，采用最邻近距离法、点密度、标准差椭圆、
叠置分析法、空间自相关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全国整体及区域差异两个视角，对中国小
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探究。另外，结合ArcGIS软件，在空间要素叠置的基础上运用
局部自相关方法，分别从地形、人口、经济、区位、道路交通等方面进行量化研究，同
时选取国家政策导向因素进行定性分析，探讨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关因素。旨
在为国家及各地政府把握小城镇空间分异特征及规律、制定小城镇发展路径等提供一定
参考和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小城镇概念界定
关于小城镇的概念，国外按照行政建制将其区分为小城市 （small city） 和小镇

（town），但不同国家的规模界定差异较大。例如，美国将小城市定义为人口少于5万人
的居民点[41]，200人的社区即可设镇；一些发展中国家将5 000~2万人的居民点界定为小
城市[42]。国内学术界对小城镇的界定比较模糊。但存在一点共识，即小城镇的主体为建
制镇，主要争议点在于是否应包括小城市、县城城关镇或集镇。小城镇作为城市和农村
地区的枢纽地带，兼具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属性。包括县级市在内的小城市缺少农村地区
的特征，集镇或乡村几乎不具备城镇风貌。相比较而言，县城和建制镇在经济发展、城
镇建设、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方面同时具备“城”属性和“村”属性，更能反映小城
镇链接城市和乡村的特性，更多学者认可建制镇和县城城关镇这一界定[43-46]。

遵循中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建制，本研究亦将采用这一界定，即将小城镇界定为包含
县城城关镇的全部建制镇，不包含乡及县级市。并且，小城镇更确切地指镇政府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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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不包括镇域管辖的农村地区。当前，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或县域统计年鉴（乡镇

卷）中对“镇”的界定，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对“镇”的界定，以及第二次全国

土地调查对“镇”的斑块划定，均采用该界定方案。

小城镇镇区的地域范围是指政府所延伸到的建成区范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

卷）》将镇区界定为“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

域”；而近年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对镇区的界定均采用2008年国务院批复的《统计上划

分城乡的规定》，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

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同时，“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 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

场部驻地视为镇区”；土地利用调查中对城镇村及工况用地的分类中，指出建制镇的范围

是指“建制镇居民点，以及辖区内的商服、住宅、工业、仓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用

地”。三者界定略有差异，但是总体都能够反映具有城镇功能的镇区建成区范围。

2.2 研究数据

中国专门针对小城镇的统计资料不多。2012年前，中国不定期发布建制镇统计年

鉴，2014年以来《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连续发布，主要涉及行政区面积、从

业人口、工业总产值、建成区面积、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常住人口等少量信息。本研

究重点关注2016版中汇总的2015年各建制镇名称、所属县市及数量信息。依照小城镇概

念界定，增添县城城关镇，并剔除县级市城关镇，最终获取21 795座小城镇。本研究采

用的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并对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资料，通过经纬度数据抓取、数字化等地理信息技

术，更新制成2015年中国小城镇空间数据库。另外，全国各地市GDP、常住人口数据来

源于相应省市的年度统计年鉴。

2.3 研究方法

2.3.1 最邻近距离法 最邻近距离是指任意一点到其最邻近的点之间的距离，表示点状事

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47]。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rE = 1

2 n A
= 1

2 λ
（1）

R =
-
ri
-
rE

（2）

式（1）中：
-
rE 表示理论最邻近距离；n表示点数；A为研究区域面积；λ为点密度。式

（2）中：R表示最邻近距离指数；
-
ri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根据最邻近距离指数，可以判

断三种分布模式：R>1时，点之间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大于理论最邻近距离，说明点之间

互相排斥，趋向于空间均匀分布；R=1时，说明点的分布来自于完全随机模式，属于空

间随机分布；R<1时，点之间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趋向于空间集聚

分布。本研究拟应用最邻近距离法测算全国尺度及省级尺度小城镇的最邻近点指数，分

析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模式，宏观探讨不同尺度下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

2.3.2 标准差椭圆和点密度 本研究采用地理信息分析方法对中国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

进行探究，主要包括标准差椭圆和点密度分析。其中，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是通过计算点

的分布重心，由分布重心作为起点对x坐标和y坐标的标准差进行计算并构建椭圆，实现

对点格局的总体重心分布和方向分布判读，其测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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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Dx和SDy分别代表 x轴和 y轴标准差；△xi和△yi分别代表各点的 x、y坐标点与其
平均中心的偏差；θ代表椭圆旋转角；n表示点的总数。

点密度分析法是通过对空间单元进行网格化划分，测算每个基本单元内对应小城镇
的密度。标准差椭圆和点密度可通过ArcGIS的空间分析工具测度。本研究拟应用标准差
椭圆法判别全国小城镇的空间分布重心及方向，利用点密度更深一步了解其空间分布特征。
2.3.3 叠置分析法 叠置分析法是指通过ArcGIS软件将不同的空间要素图层进行相交、
叠加处理，重新产生一个新的要素图层[48]，新图层将包含所有图层属性值。原要素图层
必须是点、线、面等简单要素。当叠置不同几何类型要素时，输出类型一般是具有最低
维度几何的输入要素类型，例如点要素和面要素叠加，输出要素一般为点要素。本研究
将使用叠置分析法对全国小城镇进行属性值赋值，为小城镇相关因素的局部自相关分析
奠定基础。即利用表征中国小城镇空间位置的点要素图层，分别与代表区域地形、人
口、经济、区位、道路交通等空间分布属性的DEM、市级人口密度、市级经济密度、距
核心城市距离、市级公路网密度等面要素图层叠置，得到新的小城镇点要素图层。新的
点要素图层既保留了点要素原本的 x 坐标、y 坐标等属性值，同时获得了面要素的
DEM、人口密度等属性值。
2.3.4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测试空间某单元观测值是否与其相邻单元观测
值存在相关性的一种分析方法[49]，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50]。全局自相
关通常由Moran's I指数来度量[51]，旨在揭示空间单元观测值的整体分布状况，判断观测
值在全局层面上是否存在空间集聚或异常值，计算公式如下：

GMI =
æ

è
çç

ö

ø
÷÷n ∑

i = 1

n∑
j = 1

n

Wij ×
æ

è
çç

ö

ø
÷÷∑

i = 1

n∑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
i = 1

n

( )Xi - X̄
2

（6）

式中：xi和 xj分别是在区域单元 i和 j的观测值；n为区域单元数目；wij表示空间权重矩
阵；GMI表示Moran's I的值，取值介于[-1,1]。GMI>0时，表示单元观测值在空间上存
在集聚现象；GMI<0时，说明观测值呈离散分布；GMI=0时，表征观测值呈随机分布。

局部自相关主要通过局部Moran's I指数进行测度，又称聚类和异常值分析（Anselin
Local Moran's I），用以揭示研究区域内邻近空间单元观测值间的相似性或异质性，计算
公式如下：

I = Zi∑
i = 1

n

Wij Zj （7）

式中：Zi和 Zj分别表示 i 和 j 空间单元观测值的标准化值；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局部
Moran's I指数可以反映空间某观测值与周边观测值的聚类关系：高高聚类（HH），该观
测值的属性值与周边的都高；高低聚类（HL），该观测值的属性值高，而周边低；低高
聚类（LH），该观测值的属性值低，而周边高；低低聚类（LL），该观测值的属性值与周
边都低；以及没有明显聚类模式。本研究拟运用全局自相关判别小城镇各相关因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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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并通过局部自相关方法进一步识别聚类模式，实现小城镇空间分布
格局相关因素的量化分析。

3 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3.1 全国尺度
2015年，中国共有小城镇21 795座。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得出中国小城

镇实际最邻近距离为8 714.3 m，最邻近点指数R等于0.83，表征小城镇之间的实际最邻
近距离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说明中国小城镇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为进一步分析中国
小城镇空间集聚特征，采用标准差椭圆和点密度方法，绘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图
（图1），相应标准差椭圆参数如表1所示。可见：

（1）中国小城镇的整体分布与中国人口密度分布非常类似，整体呈现“西北疏、东
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中国小城镇标准差椭圆呈“西南-东北”走向，即“西南-东
北”走向为长轴，而“西北-东南”走向为短轴，与“黑河-腾冲”胡焕庸线走向相对平
行且邻近，说明小城镇的整体空间格局与中国人口密度分布非常类似。具体来看，人口
密度较高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东北平原等也都是主要
的小城镇稠密区。同时，图1单独标出了县城图层，作为行政力和中心性较强的一类建
制镇，县城的分布也符合“西北疏、东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

图1 2015年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small towns in 2015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1 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系数表
Tab. 1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 coefficient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s by China's small town

名称

中国小城镇

重心坐标

（32°12'N、113°11'E）

x轴标准差

7.58

y轴标准差

11.14

旋转角(°)

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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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分析局部集聚特征发现，中国小城镇在空间上形成三大团块集聚区。分
别是由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集中连片组成的“弓箭”状集聚
区，珠三角、湘中地区形成的“倒T字”型集聚区，以及成渝城市群地区呈“圆形”状
的集聚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绝大部分属于全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城市群地区，
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内部交通通讯发达、生产要素密集[52]，为
小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
的确立，城市群发展将进一步加速，为小城镇发展提供的优势还存在一定提升空间，未
来若干年内这一空间集聚特征可能继续凸显。

（3）小城镇沿北部主要交通干线形成的轴带与东部沿海轴、南部沿（长）江轴共同
组成“π”型集聚带。交通是小城镇与其他经济体相互合作的重要中枢系统，交通可达性
的提高有利于资源要素流动及整合，促进小城镇对外社会经济联系[53]。由图1铁路网分布
可知，小城镇沿自青岛经济南、石家庄、太原、西安至成都的铁路线形成东-西向集聚
轴，东部沿海形成南-北向集聚轴，同时沿长江形成东-西向集聚轴，三条集聚轴构成

“π”型集聚轴带，并与三大团块集聚区共同组成“团块+轴带”组合式空间集聚形态。轴
带集聚特征表明河流海域分布以及交通干线的空间布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城镇
的分布格局。
3.2 区域差异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范围为界限，统计31个省市小城镇个数（不含港、澳、
台，下文数据分析均不含港、澳、台），并依据最邻近点指数计算公式，得出各省市小城
镇空间分布状况，结果如表2所示。具体来看：

（1）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小城镇呈空间均匀分布特征，但均匀程度并不高。最邻近
点指数R大于1，表征地理单元之间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大于理论最邻近距离，意味着地理
单元之间互相排斥，趋向于空间均匀分布。由表2可知，R值大于1的省市共计23个，占

表2 中国小城镇分省最邻近点指数
Tab. 2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ices of small towns in different provincial-level units in China

省份

山东

上海

安徽

广东

贵州

重庆

海南

天津

湖北

江苏

河南

湖南

辽宁

广西

河北

江西

小城镇个数

1 289

189

1 032

1 453

752

720

207

136

756

1 167

1 008

1 136

728

751

1 020

842

最邻近点指数R

1.31

1.31

1.26

1.24

1.23

1.22

1.21

1.21

1.20

1.20

1.18

1.17

1.15

1.14

1.14

1.12

分布类型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省份

山西

吉林

云南

陕西

浙江

福建

北京

宁夏

黑龙江

四川

甘肃

西藏

内蒙古

青海

新疆

全国

小城镇个数

594

501

624

1 159

843

634

171

117

514

1 909

436

126

618

131

232

21 795

最邻近点指数R

1.12

1.11

1.11

1.10

1.10

1.09

1.07

0.99

0.91

0.88

0.79

0.78

0.71

0.64

0.63

0.83

分布类型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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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省市总数的74%，行政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5%。可见，小城镇呈均匀分布的省
市占主体地位，这与绝大部分省市行政面积有限而小城镇数量众多的特点有关。另外，
最邻近点指数越大，意味着小城镇空间分布越均匀。根据计算结果，小城镇呈均匀分布
省市的指数值介于1.07~1.31之间，最高值不超过1.50，说明大部分省市小城镇空间分布
的均匀程度并不高。

（2）小城镇分布均匀程度相对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的东南半
壁。最邻近点指数排名靠前的省市主要包括上海市、山东省、天津市、广东省、江苏
省、辽宁省、海南省等东部沿海省市，以及安徽省、贵州省、湖北省、河南省、湖南
省、河北省、江西省、山西省等中部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作为东南半壁核心区域，
总体上地势比较平坦、自然环境比较优良、资源条件较为优越、人口相对稠密，小城镇
数量较多。另一方面，这些省市境内资源禀赋差异相对较小，交通普遍发达，生产要素
流通自由，小城镇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平等，因此小城镇分布比较均匀。

（3）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的省、自治区数量不多，仅占全国总数的 25.8%，主要集中
在西北地区及东北边境和西部边境地带，大多为地广人稀地区。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特征
的省份主要包括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等 4
个省级单元，边境地带的西藏自治区、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等3个省级单元，以及
四川省。这些省级单元的行政面积普遍偏大，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其余7个省级单元
的行政面积依次位列全国前七。另外，它们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整体较弱且存在一定地域
差异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省、自治区，适合小城镇成长发育的地块少且集中，故小城
镇呈集聚分布。其中，四川省较为特殊，地处资源富庶的四川盆地，境内小城镇数量庞
大（合计1 909座，远远超过其他各省市），遍布全省各地市，但小城镇整体呈显著集聚
分布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四川省处于中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过渡
带，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秦巴山地等几大地貌单元，地形
复杂多样，地表起伏悬殊，导致小城镇集聚于地形条件良好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有七成省市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从全国整体层面看，小城镇
的最近邻指数小于 1，即全国小城镇呈集聚分布。这是因为小城镇的实际分布格局并不
受行政边界约束，在计算全国最近邻指数时，由于消除了该因素导致的计算误差，最终
结果更符合实际的分布特征。例如，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小城镇均呈均匀分布，
但以四者为主要构成单元的长三角城市群却呈显著集聚特征。原因在于安徽东南部、江
苏南部以及浙江北部的地市作为本省相对发达地区，小城镇密度相对更高（分别占全省
小城镇总数的47%、71%和74%），这些地市正是构成长三角城市群的主体部分。

4 相关因素分析

4.1 相关因素分析
据中国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可以发现：中国小城镇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总

体特征，并形成三大团块状集聚区以及数条集聚轴带。省域尺度方面，不同地域范围小
城镇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这是诸多相关因素经过复杂的交互作用而最终形成的结
果，例如区域地形起伏、资源富贫、环境优劣等自然要素，以及区域人口分布疏密、区
域经济发展快慢、小城镇自身区位优劣、区域道路交通便利程度及国家或各级政府政策
导向等自然、人文、社会因素。根据相关因素典型性、数据可获得性及可操作性等原
则，本研究选取地形、人口、经济、区位、交通等5个方面，分别与小城镇数量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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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在判定各因素与小城镇数量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全局自相关及局部自相关
方法，进一步定量分析中国小城镇空间格局相关因素。同时，选取国家或各级政府政策
导向因素进行定性剖析。

利用数字高程DEM表征地形、市级尺度人口密度表征区域人口疏密、市级尺度经济
密度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小城镇距核心城市距离表征小城镇区位优势度（选取 334
个地级市、自治州、地区或盟，作为地域核心城市）、市级尺度公路网密度表征区域道路
交通便利程度。首先，收集全国数字高程DEM栅格数据、地级市单元的常住人口和GDP
统计数据、全国地级市空间单元矢量面数据、全国公路网分布矢量线数据、全国地级城
市驻地矢量点数据、全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矢量点数据。运用ArcGIS软件关联常住人口和
GDP统计数据至地级单元，计算地级尺度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公路网密度，构建全国
地级尺度的人口密度矢量数据库、经济密度矢量数据库和公路网密度矢量数据库；其
次，运用 intersect工具，将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公路网密度矢量数据分别与小城镇空
间分布矢量点数据叠加，使得小城镇获得表征该区域人口疏密、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
件等特征的属性值，即得到中国小城镇人口密度矢量数据库、经济密度矢量数据库和公
路网密度矢量数据库；再者，使用near工具测算各小城镇距邻近核心城市距离，构建中
国小城镇距核心城市距离矢量数据库；最后，运用 extraction工具，实现DEM栅格数据
对全国小城镇点数据的赋值，得到中国小城镇DEM矢量数据库。

以地级单元为尺度，对小城镇数量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公路网密度等相关因素
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DEM数据及距核心城市距离数据无法分割至地级单元，故选择在
全国尺度上进行相关性分析，利用全国不同高程对应不同数量的小城镇、不同距离范围
对应不同数量小城镇的对应关系，进行相关性判定。由表3可知，小城镇数量与五种因
素均存在相关关系：① 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公路密度等因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且模型检验均呈极端显著，说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更利于培育
小城镇；② 与DEM和距核心城市距离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且均为极端显著，表
征海拔越低地形越平坦、距离核心城市越近区位优势越突出，越利于小城镇的成长发
育。因此，未来中国对小城镇建设的引导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4.2 全局自相关分析

运用公式（6）对获取的各类小城镇空间分布图进行全局自相关处理，判定小城镇空
间分布的各相关因素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结果显示，中国小城镇DEM分布图、人口
密度分布图、经济密度分布图、区位优势分布图和公路密度分布图的Moran's I指数均大
于0，分别为0.332、0.562、0.616、0.235、0.399，表征各相关因素属性值呈不同显著程
度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相关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为进一步
了解各相关因素的集聚特征，分析相关因素对小城镇空间分布的影响，运用公式（7）分
别对各相关因素进行局部自相关处理。

表3 小城镇数量与各相关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Tab.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between the number of small towns and driving factors

回归分析

小城镇数量

人口密度

R

0.083

P-value

0.000

经济密度

R

0.049

P-value

0.000

公路网密度

R

0.084

P-value

0.000

DEM

R

-0.630

P-value

0.000

距核心城市距离

R

-0.282

P-value

0.000

注：R为相关性系数，取值范围[-1,1]，R=-1为绝对负相关；R=0为绝对不相关；R=1为绝对正相关。绝对值越

接近于1，相关程度越高。P-value是检测回归模型是否有效的参考系数，P<0.001表示极端显著；0.001<P<0.01表示

非常显著；0.01<P<0.05表示一般显著；P>0.05表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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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局部自相关分析
4.3.1 自然资源环境的本底作用 自然资源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底，从气候、地
形、水文、土壤、生物等方面对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起着支撑或约束作用[54,55]。
优良的自然资源环境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态保护，易于促进城
镇聚落的发育成型及发展壮大。相反，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差的区域，生产生活条件有
限，将对城镇的培育造成一定阻碍。本研究运用ArcGIS软件，统计小城镇高程值发现，
海拔在1 000 m以上的小城镇合计2 683个，占小城镇总数的12.3%；500~1 000 m的小城
镇合计2 668个，占比12.2%；300~500 m共2 755个，占比12.6%；300 m以下的小城镇
总计 13 689个，占比 62.8%。可以发现，超过六成的小城镇分布在海拔 300 m以下的丘
陵或平原地区，说明地形越平坦，小城镇越易成长发育。

从中国小城镇DEM分布图局部自相关测度结果知（图 2），小城镇集聚特征非常显
著，以HH高海拔聚类型和LL低海拔聚类型为主体。HH聚类型几乎囊括了整个西北半
壁的小城镇，尤其在西北偏中部地区，形成相对集中连片的集聚区，这与中国地势“西
高东低”的客观地形特征息息相关。四川省出现LH集聚类型区，主要是由于四川省地形
复杂，内部平原、山地、丘陵、高原等各种地形纵横交错，小城镇所处地势起伏悬殊，
形成低海拔与高海拔交错集聚区。在东南半壁地势相对平坦、地形条件相对优越地区，
形成大面积、集中连片、高密度的LL低海拔聚类型集聚区。此类型集聚区从东北地区的
三江平原、东北平原向南延伸，经辽东丘陵、华北平原、山东丘陵、长江中下游平原、
珠三角地区至海南岛，涵盖了整个中国除四川盆地以外的所有小城镇核心集聚区，进一
步印证了地形条件的本底作用。
4.3.2 人口疏密程度的正向影响 人口疏密程度与城镇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一方面，
城镇这一聚落形式是人口集聚的主要载体之一，城镇数量越多，人口越稠密。另一方
面，人口作为城镇的发展主体，又反过来影响城镇的成长发育，人口越密集，越利于城

图2 中国小城镇高程局部自相关分析
Fig. 2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EM based on the small towns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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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发展和壮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大规模、高强度的人口空间集聚和疏
散，但是反映人口分布特征的经典区划线“胡焕庸线”及其两侧的人口规模占比却相对
稳定[56]，其对中国小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可从中国小城镇人口密度局部自相关结果进
行定量化分析。由图3可知，除湘中地区外，中国小城镇人口密度空间集聚特征同中国
小城镇空间分布的“三大团块集聚区”总体特征比较一致，即在长三角、珠三角、山东
半岛、京津冀、成渝等人口密集的城市群地区，形成HH人口稠密型集聚区，说明人口
密度对小城镇空间集聚具有正向影响。LL人口稀疏型小城镇遍布南部地区、中部地区、
西北地区及东北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人口稀疏的传统农区、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山
区，说明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同样会培育一批小城镇作为地域人口载体。LH型小城镇主要
围绕在城市群外部呈条形轴带或集聚团块，沈阳、太原、西安、武汉、南昌、长沙、贵
阳等省会城市地区形成HL集聚斑块，说明越接近人口稠密核心区（城市群内部、省会城
区等），越利于小城镇空间集聚。
4.3.3 经济发展水平的带动作用 经济发达地区在资金、能量、信息、人才、市场、管理
等方面优势显著，对周边城镇的发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57]。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目前许多小城镇受经济辐射带动，已发展为城市群有机
组成部分，是发达大城市产业转移、功能疏散的重要承接地[58]，就业机会相对较多，成
为外来人口从业的主要目的地，因此这些地区小城镇发展迅速并不断壮大。对中国小城
镇经济密度分布图进行局部自相关处理（图4）。可以发现，其局部自相关特征同人口属
性的自相关特征比较一致，例如LL经济落后型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及中部地区，这些地区人口普遍稀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培育大城市较为困

难，故小城镇易成为地域发展载体。在西安、武汉、南昌、长沙、贵阳等省会地区形成

HL型集聚斑块，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城市群地区形成HH经济发达型集聚片区，说明小

城镇更易在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群等地域成长发育，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密度类

图3 中国小城镇人口密度局部自相关分析
Fig. 3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opulation density based on the small towns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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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对小城镇的空间集聚具有正向带动作用。

4.3.4 区位优势度的正向影响 区位是指某事物相对于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一般来说，

小城镇距离发达城市越近，越易接受其辐射带动作用，意味着区位优势越突出。原因在

于发展超前的经济体通常会产生产业转移、产业链延伸等功能外溢或新增服务配套等功

能诉求，周边小城镇或乡镇更易成为承接载体[58]，进而促成小城镇的发展壮大或新城镇

的出现。因此，小城镇数量的多寡、规模的大小均受区位条件影响。由局部自相关结果

可知（图5）：① 核心城市体现出较高的中心吸附性，其周边集聚着众多小城镇，形成若

干以城市驻地为中心、近似六边形的“LL”型集聚斑块，比较符合由克里斯塔勒和廖什

提出的中心地理论。LL集聚型表征距离城区近的小城镇与距离城区近的小城镇集聚区，

即区位优势都比较突出的小城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京津冀、鲁西、泛

长三角地区以及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中西部省份，总体与小城镇的

三大核心集聚区相一致，说明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受区位优势的正向影响，区位优势越

突出，越易形成集聚区；② 中部和东北地区相关城市周边存在若干六边形LH型集聚斑

块，即区位优越的小城镇与区位劣势的小城镇集聚区。这些地市发展水平偏低、辐射能

力有限，因此距离地级市较近的小城镇区位具有一定优势，而外围小城镇区位优势明显

递减；③ 在以重庆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形成较为集中连片的HH类型区。原

因在于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城市数量少，小城镇普遍距离城市较远、区位处于劣

势；④ HL型填充在LL型六边形斑块之间，这些小城镇坐落于地级市行政交界地带，距
周围的核心城区均较远，因此较难接受城市辐射。这类小城镇应注重道路设施的改善，
提高交通可达性，以增强与核心城市的互通合作。
4.3.5 道路交通条件的正向影响 道路交通作为城镇间、城乡间联系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纽
带，不仅能够促进城镇进一步整合资源、拓展地域空间，同时利于增强交通节点乡村地

图4 中国小城镇经济密度局部自相关分析
Fig. 4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conomy density based on the small towns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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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要素非农化的市场可介入性[59]。道路交通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城镇的
空间分布和格局。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及代表性，本研究选取地市级尺度公路网密度代表
区域的道路交通便捷度，对中国小城镇公路密度空间分布图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图
6）。不同类型聚类各自形成了明显集聚区：① 在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福
建、湖北、湖南、内蒙古等相关区域形成LL交通落后型集聚区。这些区域多为地形复杂
多样的山区，如西北的秦巴山区和六盘山区、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道路修筑
成本高、难度大，小城镇的交通设施落后；② HL型主要分布在昆明、贵阳、南宁、长
沙、乌鲁木齐、哈尔滨、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周边，这是因为省会交通发达，小城镇越
靠近省会，交通便捷度越高，说明便利的交通有助于集聚小城镇；③ LH 型集中在海
南、广东中部和东部、安徽东部、河北内蒙交界地带、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晋冀鲁豫
交界地带以及江苏北部等地区，这类小城镇交通落后但周边交通便利；④ HH交通发达
型小城镇主要在辽东半岛、京津冀、山东等沿海地区，并向西南延伸至山西、河南、安
徽北部等地区形成比较集中连片的集聚区，且在浙江、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北部
等相关区域形成集聚团块。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全国交通最发达的区域，境内公路网密
集，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未来小城镇可能进一步集聚和发展壮大。
4.3.6 国家政策导向的协调作用 小城镇的空间分布受地形、人口、经济、区位优势以及
道路交通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小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这些因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非
完全一致。主要是因为小城镇的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除上述客观因素外，还
包括国家多次调整设镇标准以及制定一系列战略方针等政策导向因素。如1984年，中国

放宽设镇条件，导致新标准下全国建制镇迅速由1983年的2 968个增长为1984年的7 186

个，而不同地区的条件差异导致增长数量不同，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因之发生一定变

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由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向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

变[60]，战略的转变意味着国家投资的地区分配及扶持政策倾斜方向的转变[61]，能在一定

图5 中国小城镇区位优势度局部自相关分析
Fig. 5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ocation advantages based on the small towns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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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调整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各地区小城镇发展环境将随之

发生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前期，国家强调区域非均衡发展，对东部地区实行政策倾斜，

使得东部地区小城镇快速成长。而在现阶段的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为缩小东西部

差异，对西部落后地区实施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使得这些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条件得以

改善，缩小了东西部小城镇数量及规模差异。可见，国家政策对小城镇的区域空间分布

具有一定协调作用。

综上，小城镇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

果。由回归分析结果知，各相关因素与小城镇之间均存在不同显著程度的相关关系。自

然资源环境奠定了小城镇成长发育的基本格局，是小城镇空间分布的本底条件。DEM与

小城镇数量相关性系数绝对值最大，意味着这一本底条件对小城镇空间分布的作用力最

强。其次是区位优势度，在同等地形条件下，距核心城市的距离决定了接受辐射带动的

强度，是小城镇空间集聚的有利催化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交通条件均起到正向

促进作用，即人口越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交通越发达，小城镇集聚程度越高。国

家政策导向对小城镇空间布局则具有一定的协调作用。区域内部的各相关因素之间以及

各相关因素在不同区域之间，均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错综

复杂，小城镇的空间分布由全部因素共同决定。因此，政府在制定小城镇发展战略时，

应充分考量所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最邻近距离法、点密度、标准差椭圆、叠置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空间分
析方法，系统识别了当前中国小城镇的总体格局及区域差异，通过探讨中国小城镇

图6 中国小城镇公路网密度局部自相关分析
Fig. 6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ighway density based on the small towns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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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等空间自相关格局，分析中国小城镇发展格局分异的相关因
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全国来看，中国小城镇呈“西北疏、东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
形成三大团块集聚区，包括由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集中连片
组成的“弓箭”状集聚区，珠三角、湘中地区形成的“倒T字”型集聚区，以及成渝城
市群地区呈“圆形”状的集聚区，说明作为重要的聚落形式，小城镇更易在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的城市群地区集聚。② 小城镇沿北部主要交通干线形成的轴带与东部沿海轴、
南部沿（长）江轴共同组成“π”型集聚带，与三大团块集聚区共同构成“团块+轴带”
组合式空间集聚形态。③ 区域分异来看，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总
体均匀程度并不高。小城镇分布均匀程度相对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
高的东南半壁。④ 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的省、自治区数量不多，仅占全国总数的 25.8%，
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北边境、西部边境地带以及四川盆地，总体地广人稀。另外，
七成以上省市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改变不了全国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的总体格局。原因
在于小城镇的实际分布格局并不受行政边界约束，在计算全国最近邻指数时，由于消除
了该因素导致的计算误差，最终结果更符合实际的分布特征。⑤ 中国小城镇的空间分布
受自然资源环境、人口疏密、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度、道路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
以及政策导向主观因素的影响，相关因素经过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小城镇分
布格局。

小城镇作为中国重要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载体之一，在服务农村及承接城市
功能转移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中国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建议增强小城镇扶持
政策，多培育体量适中的小城镇作为发展节点，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引外出打工人口
回流，缓解全国人口及小城镇“东南密、西北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城市群周边、省
会等大城市周边多是小城镇集聚区，下一阶段应注重小城镇发展质量提升，包括城镇环
境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完善、历史文化的挖掘等，争取更多产业项目落地及人口迁入，
以缓解大城市产业堆积及人口压力。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是中国两个重
大战略任务。作为城市和农村的枢纽地带，小城镇有利于通过就地就近城镇化推进新型
城镇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同样离不开小城镇为农村提供服务，推动农村城镇化。而传
统农区、贫困山区及边远落后地区多以乡镇为发展载体。因此，推进这些地区的新型城
镇化及乡村振兴，一定要重视经济建设及道路交通可达性建设，吸引经济要素流入，强
化镇与城市的经济社会联系以促进镇的发展壮大，同时增强乡的生产要素非农化以促进
新镇的出现。本研究主要以小城镇数量为指标进行空间格局分析，下一阶段应就小城镇
人口、经济、镇化率等指标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空间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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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WANG Xueqin1,2,3, QI Wei1,2, LIU Shenghe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mall towns ar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paper explore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point density and other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In addition, the
driving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y, population, loc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were
analyzed. Our main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level, spatial density of small towns in southeast Chin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ast China. There were three clusters of small towns. The first one was the bow-shaped
cluster, cover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andong Peninsula and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The second one was the inverted T-shaped cluster, cover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central Hunan. The third one was a circle-shaped cluster, which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hengdu- Chongqing region. (2) In addition to the clusters, small towns were mainly located
along π- shaped belts, along the Lianyungang- Lanzhou Railway,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coastline.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level, small towns in most provincial-level units
were evenly distributed. However, the gaps of spatial densities of small towns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were significant. (4) Only a few provincial- level uni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centrated pattern of small towns, including the border provincial- level units and
Sichuan provinc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mall towns wa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dens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location
advantage, road traff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future, more preferential policies
are suggested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northwest China. Small towns
around urban clusters and provincial capital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In the small towns located in agricultural areas, mountainous areas and remote rural
area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ment of road
accessibility. Our research aimed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an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small towns; spatial distribution; driving factors; urbaniz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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