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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下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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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宜居城市相关研究和实践聚焦于城市建成区范围，这与宜居思想最初关注的城乡双

空间融合发展相悖。将城乡一体化理念引入宜居城市研究中，通过对城乡一体化核心思想和宜

居城市本质探讨，研究了城乡一体化下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的内在机制，继而借鉴我国目前

类似区域成功宜居城市建设经验，探索了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路径内容，主要包括空间

功能、生态环境、设施服务、文化建设 4 个方面，并以马鞍山市为实证进行具体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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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under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near super － large city

LI Hong1，GE Shu － mei2

(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Nanjing University，Jiangsu Nanjing 21001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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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about livable city focused on the scope of urban built － up
area is contrary to the initial livable ideas which is focus on urban and rural dual space and social in-
tegration，so this articl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to the livable city study．
Then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core idea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livable cit-
y is carried to know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bout the livable city around the super － large city，also
to learn from successful livable cities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build the path contents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livable city near the super － large city，including spatial function，eco － environment，
facilities and services，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a’anshan City is taken as the example for empiri-
cal research．
Key words: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surrounding area of super － large cities; the liva-
ble City; Ma’anshan City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特大城市环境日

益恶化的现实与人们迅速提升的人居环境要求之

间的差距不断升级，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意识则逐渐强化，并纷纷开展宜居城市建设，

涌现出清远、镇江、宜春等特大城市周边型宜居城

市。此外，长期城乡二元分割发展带来的深层社

会经济矛盾刺激着我国城乡关系升级演变［1］，中

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一体化发展旨在发

挥城市和乡村各自优势实现城乡共荣美好状态，

这与宜居城市人本回归高度契合。国外关于特大

城市周边宜居城市的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末，以霍

华德为代表的“田园城市”理论，创造性提出控制

特大城市无限制拓展，建设兼具城乡优点的城市

模型，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也十分重视以人为中

心的城市发展理念，指出: “城与乡，不能截然分

开; 城与乡，同等重要; 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

起”［2］，围绕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是宜居城市的

雏形［3］。近些年来涌现出“低碳城市”、“生态城

市”、“新都市主义”等一系列规划理论［4 － 5］，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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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宜居城市的理论和规划发展。国内关于宜

居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集中在对国外

宜居理论内涵的介绍和构建宜居评价指标体系

上［6 － 8］，内容聚焦于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

美、生活便宜、公共安全等方面［9］; 也有学者对具

体城市进行实证研究［10］，但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主

要以城市建成区为主，忽视了广大乡村地区，这和

宜居思想最初关注城乡双空间相悖，大量研究对

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的聚焦也未正式提出。因

此，城乡一体化在城乡各个方面的共同协调发展

视角对于我国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的路径

探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必要性。宜居城市作为

新型城镇化下城市共同发展目标亟需探讨在城乡

一体化下的内在机制和建设路径。因此本文以城

乡一体化为视角探究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

路径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城乡一体化对宜居城市本质的回应

1． 1 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的内涵及特征

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高度的开放性与周边

城市的关联性与日俱增，周边城市的建设也对特

大城市带动辐射效应进行敏感回应。周边型宜居

城市因其特定区位、既定的城市规模和固有内生

要素而呈现一定特征。首先，特大城市周边型宜

居城市既有完善的城市体系结构又深受特大城市

强辐射带动，与大都市联系紧密; 其次，这类宜居

城市规模适中，自身山水环境优越，没有大城市严

重的城市病，依托大都市而又有自身环境优势。
最后，周边型宜居城市城乡界限鲜明，常存在大量

乡村田园地区作为生态环境保障用地。

1． 2 宜居城市和城乡一体化

综合国内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发现宜居城

市建设内容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

丰富、居住舒适、景观宜人、设施充足安全等方面，

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建设同为宜居城市基本要

求［11］。从国外宜居城市思想起源到国内人居环

境科学界定均表明宜居城市思想内核和城乡一体

的本质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乡一体化根本上就

是要改变“城乡分治”矛盾格局，走以城乡居民的

发展权为基础，城乡各项环境设施一体建设为载

体、城乡文化为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对宜居城市

本质的回应。但也不难发现目前针对不同类型宜

居城市建设路径研究较少，尤其是以城乡一体这

一适合我国转型发展大国阶段特点为视角的研究

十分缺乏。在此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理念的引入

对我国目前宜居城市建设路径探究有其适应性和

必要性。

2 城乡一体化下的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

内在机制和建设路径探讨

2． 1 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

内在机制

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

建设有别于传统的普遍宜居建设的分析，强调宜

居城市整体发展，重视城市空间和乡村环境的一

体化融合，一方面深入挖掘自身生态环境和文化

要素，另一方面主动在各项基础设施、文化消费空

间等方面的区域对接，以应对目前众多宜居城市

探讨仅局限在城市病问题而忽视城乡关系的本质

原因的缺陷。此外，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

更加重视宜居城市和外部区域环境的对接发展，

增加宜居城市整体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宜居城市

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更适宜人居的环境，而特大城

市拥有的良好工作机遇和个人价值实现前景是发

展中国家人民宜居要求的重要指标。因此，建设

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而城乡一体化发展又赋予宜居城

市根本内在核心价值。

2． 2 城乡一体化下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借

鉴和路径探究

2． 2． 1 经验借鉴分析

近年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一批特大城市周边

典型的宜居城市，以广东清远、江苏镇江、江西宜

春等城市为代表，这类城市宜居建设以城乡一体

理念为指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本文针对上述

城市宜居建设经验进行总结 ( 表 1 ) ，为类似城市

建设路径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 2． 2 建设路径总结

就规划建设领域，城市复合系统可具体分解

为空间功能、生态环境、设施服务、文化建设等核

心要素，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需要将这些

核心要素内化整合并与特大城市区域对接发展。
综合上述城市建设路径可知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

市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 1) 空间功能: 强化城乡空间复合功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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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路径总结

Tab． 1 Conclusion of construction path for livable city around typical megacities

城市 宜居城市认可 城市概况 特色内容 特大城市 核心宜居城市建设路径

清远

2007 年 获 中

国 城 市 国 际

协 会 授 予 的

首 个 宜 居

城市

珠三角后花园，东

南 和 南 面 接 广 州

市，南与佛山市接

壤，常 住 人 口 约

450 万

生态保护、环

境治理、大交

通 融 入 珠 三

角、提升城市

服务能级、

广州、
佛山

生态保护: 实施建绿工程，改善水环境，

建设中轴线环城水系和环城带

环境治理: 污染企业外迁、工业园裁并

与产业新城建设，打造产业新区

交通对接: 完善城市内部交通路网，打

造连接珠三角的快速通道

城市服 务: 加 快 市 域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步

伐，增强城市服务功能

镇江

2013 年 获 住

建部颁发“人

居环境奖”

长三角北翼城市，

位 于 南 京 都 市 圈

核心圈层，市域面

积 3 848 ㎞2，常住

人口 311 万，名胜

古迹众多

生态山水、
文化个性、
城市服务、
交通融合

南京

生态山水: 以城乡全范围内“山水”和

“绿色”引领宜居建设活跃要素

文化个性: 以城乡历史文化彰显城市个

性，建设各具风格的文化设施

城市服务: 推进与南京医保、通信同城

化服务、区域资源共享

交通融合: 城乡交通系统完善、加快对

接南京轨道交通、设异地候机厅

宜春

2010 年 获 中

国 城 市 国 际

协 会 授 予 中

部 地 区 首 个

宜居城市

位于南昌、长沙两

大省会城市之间，

人口 550 万，革命

老 区、宗 教 文 化

发达

文化古城、
生态绿城、
旅游名城

南昌、
长沙

文化古城: 悠久的宗教文化营销

生态绿城: 生态公园建设普及、水体保

护治理

旅游名城: 和长沙、南昌交通对接促进

旅游资源开发

城乡空间内自然人文要素，活跃城乡环境满足丰

富的人居要求。现代人群人居要求已从传统的纯

粹居住工作向观光享受消费转变，因此城乡空间

功能的规划应重视自然人文景观的系统化建设。
( 2) 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宜居城市最

根本要求，特大城市人口溢出扩散是环境恶化成

本提升的推力和周边城市优质生态拉力的共同作

用。因此周边宜居城市建设首要目标即是进行环

境保护治理，保障城市生态价值持续竞争力。
( 3) 设施服务: 城乡均等化设施建设是提升城

乡经济效率，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例如交通设

施建设既是城乡经济社会要素流通的保障，更是

城市对接外区域的加速器。同时，结合特大城市

区域服务能力在本地设异地服务设施能加快周边

城市和特大城市区域要素流动。
( 4) 文化建设: 城乡文化深度挖掘是宜居城市

魅力品牌所在，更是建设当地居民丰富文化精神

活动的内核。文化是宜居城市的生命力象征，也

是特色化发展的符号内容。而与特大城市对接的

文化包容度是让外来流动人口在周边城市定居生

活归属感、幸福感建立的基础。

3 实证研究———以马鞍山市为例

3． 1 马鞍山市概况

3． 1． 1 研究区域概述

马鞍山市位于安徽省最东部，长江下游南岸，

是“皖江城市带”门户城市，和南京、合肥、芜湖三

市交界，市区距离南京市区仅 30 分钟车程，是“南

京都市圈”核心层城市、名副其实的南京后花园

( 图 1) 。马鞍山既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又具有优美

的生态环境，城内山、湖、江、林等自然要素点缀其

中。马鞍山在 2011 年经历了重大省域区划调整，

原巢湖市的和县、含山县划入马鞍山，自此市域空

间面积倍增达 4 049 km2，一举从滨江向拥江转变，

总人口约 230 万，市域和南京联系更加紧密，城市

建设迎来全新格局。
3． 1． 2 宜居马鞍山建设可行性和必要性

马鞍山市自 2003 年实施城乡统筹发展以来，

城乡差别日益缩小，城乡一体建设初见成效: 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进步，城乡空间融合度提升，城

乡文化挖掘传播广泛、城乡生态环境保护良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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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成为安徽省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
此外，马鞍山市拥有良好生态环境和丰厚历史文

化，近年提出建设人文生态宜居城市的目标，继而

其城市建设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得到国内外

一致认可，被评为中部地区首个“全国文明城市”，

还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
等荣誉称号。重大区划调整后，更大空间的田园

山林乡村地区遍布江北地区，人文历史生态环境

资源优势凸显的新马鞍山市建设宜居肩负着城乡

一体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双重使命。而马鞍山又

毗邻特大城市南京，城市建设深受南京多方影响，

在南京都市圈同城化趋势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马

鞍山基 于 城 乡 一 体 化 建 设 宜 居 城 市 显 得 尤 其

必要。

3． 2 马鞍山市建设宜居城市的路径探究

3． 2． 1 全面打造特色板块，构建绿道网络

作为南京后花园式宜居城市，城市自身品质

和生态环境应有其突出吸引力。新马鞍山市境内

水系纵横、山脉层叠，强化市域山、洲、湖、泉、田五

大生态要素，变单个景观要素为片区整体营造，在

高度城市化地区之外打造四大特色板块 ( 图 2 ) 。
把“固化”的环境要素变为“活跃”的具有开发价

值的生态健康资源，让山林成为“森林”，让滩涂成

为“湿地”，让村庄成为“村落”，让田地成为“田

园”，每个板块进行宜居项目开发( 表 2 ) ，其中良

田村落板块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要注重乡村差异

性保留，体现农耕文明，避免“千村一面”现象。

表 2 马鞍山特色板块宜居项目开发

Tab． 2 Livable project in the plates of Ma’anshan

特色板块 项目类型

山泉板块 濮塘体育休闲产业园( 高尔夫) 、宋城;

香泉、昭关温泉度假区; 横山生态旅游

区、太湖山国家森林公园; 青山太白文

化旅游区 ( 中国第一诗山) ; 凌家滩、和

县猿人遗址文化旅游区

江洲板块 江心洲休闲旅游岛; 大桥文化旅游观光

区; 长 江 文 化 湿 地 公 园; 小 黄 洲 湿 地

公园

环湖板块 石臼湖湿地休闲旅游区

良田板块 美丽乡村示范区建设

每个特色板块依托市域绿道网络活跃起来，

建议马鞍山市域建设 3 条主要绿道串联不同类型

生态休闲亮点，让分散的要素和板块更具生命力

和联动性。以大型连贯的山体为生态源，主要包

括含山县的连绵山体，市区 － 当涂的濮塘 － 大青

山连绵区以及横山山体; 以山水历史文化为景观

点，利用绿道充分挖掘其资源价值。新马鞍山江

北江南均有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分别建设贯穿

城乡的主要绿道网，在功能融合上促进城乡资源

合理利用。江南主城景观条件突出，九山环一湖

的现状进行优先绿道带示范建设。
3． 2． 2 建设城乡区域交通，提升服务能级

交通是城乡一体和区域联动实现的载体。构

建马鞍山城乡快速交通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改

善乡村对外联系的必要条件。主城区、副城区、中
心镇和中心村的交通基础设施应统一规划实施，

从时空上缩短城乡距离，马鞍山目前提出构建田

园城市城乡交通，满足城市和农村 20 分钟内可相

互到达乡村和城市享受田园风光或城镇服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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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交通要求高度契合。市域空间因长江一

分为二，研究发现长江沿线城市以两岸分别自身

交通体系建设为重，并与上下游城市各自对接。
马鞍山可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实现江南江北分别与

南京无缝对接。针对马鞍山已规划的 6 条轨道交

通线路，结合时空效率转化要求，江北、宁安城际

及博望新区轨道交通应优先建设，实现与南京同

城化交通。
特大城市因其高端服务充分满足居住者需

求，全新马鞍山交通基础先行的同时需重视自身

服务能级提升，留住本地居民也为外来人口提供

高质的城市服务。未来首先与两大省会城市同城

化建设，例如 3 市车辆免费通行高速路段，提升路

段的开放性，拉动人流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养老政

策同城化推进，探索新型异地公寓养老、租房养老

等模式; 设施性建设服务提升，如增加南京禄口机

场、合肥新桥机场在马鞍山异地候机厅; 建设便民

医疗点，以最小行政单位为原则构建医疗点，如社

区医疗点、村民医疗点等形式。
3． 2． 3 重视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生态复归

宜居城市最直观的要求即是生态环境宜人。
历来马鞍山“钢城”形象被人熟知，马钢占用了江

南主城区大量建设用地及滨江岸线，对城市景观

破坏影响深远。全新的马鞍山完全拥有了长江岸

线，未来必然要构建和南京芜湖整体的沿江产业

带、城镇带。统筹规划两岸滨水岸线是马鞍山环

境治理的首要落脚点，对现有岸线进行用地置换

实现生态复归，重视环境品质塑造提升，致力于建

设泛长三角区域中“天最蓝、水最清、空气最好、阳
光最美”的城市。

田园乡村地区环境维持显著优于城镇，但近

些年城镇快速扩张以及乡村周围工业企业发展也

对乡村环境产生较大影响。马鞍山和县与当涂县

有大片良田地区，应进行严格保护开发，积极保护

乡村聚落完整性，工业用地宜集中设置; 含山县以

山林地貌为主，有多处生态涵养胜地，应重点塑造

特色作为马鞍山生态休闲养生福地，在新形势下

大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处理好农村环保和

发展问题，环境问题根源在于发展落后，积极调整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重视城市和农村环境

保护结合，促进城乡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3． 2． 4 实现区域文化包容，城乡文化融合

马鞍山一度被片面理解为“钢城”，区划调整

后地理空间重整的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融合，如

何看待新马鞍山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资源整合

上，首先建立江南江北全局的文化体交融观念，识

别全域文化类型，分区设置古文化、现代文化和综

合文化体验区 ( 图 3 ) 。在区域文化包容上，“重

溯”不同年代、不同主题的古文化资源，如有体验

价值的古镇和古村落等; 其次“接轨”国际大都市

生活，体现“古朴中的时尚”。吸引沪宁合人选择

居住马鞍山，既享受本地运动健康、历史文化，又

能享受时尚潮流; 最后“注入”新文化、新要素。如

运动冒险文化，一方面满足都市工作者舒缓压力

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应对潮流康体活动的新需求。

潜在的文化价值需要各类文化实体设施来支

撑。因此首先当在城乡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教育、
医疗、体育等文化相关的社会服务体系，利用城乡

迥异的文化特色发展文化产业和活动，让城乡居

民参与体验文化果实。其次，应促进乡村散布的

居民点集中设置，设立均等化文化配套服务，充分

挖掘富有特色历史价值的文化资源，利用城市经

济对乡村文化的扶持和鼓励，促进文化设施资源

向乡村地区合理流动，人类生活栖息住区表现为

一种“城乡融合体”。

4 结语

特大城市周边宜居城市建设既有城市自身创

新发展内化意义又有区域协同发展的外部效应，

而城乡一体化理念下的宜居城市建设则是对转变

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根本途径。为城乡人民创造

优质的适宜居住和发展的美好栖息地是城市建设

的根本诉求。全新的马鞍山市作为南京后花园，

城乡一体化基础好，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具有建设

宜居城市的绝佳机遇和条件。马鞍山市宜居城市

建设应该仅仅围绕城乡一体化内容，同时重视接

轨区域大城市，由内而外提升城市( 下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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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含淹没刚性植物明渠的水流流速垂向分布

的两层模型和试验测得的数据拟合较好，能够很

好的反映植物间流速的分布变化，重演水深范围

内流速分布规律。
2) 在探究流速的变化规律时，α 是一个比较

关键的参数，在本研究中，α 是根据实验数据得出

来的，而且结果表明，α 是随着植被的高度和密度

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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