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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作为经济
、

社会的实体都座落于特定的地域空间
。

位于同一区域内的小 城 镇 群

体
,

必然相互影响
、

相互作用
,

从而形成一定的结构体系
。

区域小城镇群体与环境的联结也

不同于单个小城镇与外界的关系
。

因此
,

从区域角度入手
,

以小城镇群体为分析对象
,

可以

对小城镇的整体形态
、

小城镇与区域的关系有更深入
、

更全面的了解
。

从区域整体出发
,

能

对小城镇作更有效的把握
。

着眼于群体
,

可以避免可能因分析单个小城镇得出的结论的片面

性 , 立足于区域
,

保持了小城镇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密切性
。

区域小城镇群体所分析的区域概念
,

最微观
、

最基础的独立单元应是一个县的县域范围
。

在我国
,

县域有其非常特殊的地位
。

它是宏观与微观间的中观层次
,

是一个相对完整
、

相对

独立的区域
。

从小城镇的角度考察
,

县域范围内一般拥有几十个小城镇
,

县区域小城镇的等

级层次齐全
,

类型较多
。

县域还具有较大的空间范围
,

内部结构相对完整
,

自成体系
,

具备

了作为区域分析对象的基本客观条件
。

一
、

区域经济水平与小城镇发育程度

通过对不同的地区和小城镇的具体分析
,

我们发现
,

区域经济水平与小城镇的发育程度呈

同方向增减趋势
,

即区域经济越发达
,

小城镇也越繁荣 ; 反之
,

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

小城镇

发育水平也就较低
,

以江苏为例
,

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小城镇也很繁荣
;
苏北经济

水平还较低
,

小城镇刚刚在复苏
。

位于苏南地区的吴江县
, 1 9 8 6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

劳均

工农业总产值
、

平均每平方公里生产工农业总产值
、

人均财政收入分别为3 8 1 9元
、

5 2 3 3元
、

2 57 万元
、

1 87 元
。

该县共有 23 个小城镇
,

小城镇人 口占全县总人 口的 29 %
,

小城镇生产的社

会总产值总和达 1 1 0 3 5 1万元
,

小城镇镇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1 8 9 7 7万元
。

而位于江苏北部的沛县
, 1 9 8 6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

劳均工农业总产值
、

平均每平方公里生

产工农业总产值
、

人均财政收入分别为 77 5元
、

1 7 0 5元
、

24 万元
、

32 元
。

该县共有 26 个镇
,

小

城镇人 口占全县总人 口的20 %
,

小城镇生产的社会总产值为 4 4 9 1 3 万元
,

小城镇镇区平均每

平方公里拥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25 9万元
。

根据统计分析
,

小城镇镇区人 口
、

镇的社会总产值

与所在县域工农业总产值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

其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 为
r 二 。

.

8 4 4
, r =

。
.

9 9 7
。

以上分析与我们对实际情况的定性认识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

需要指出的是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小城镇经济
、

人 口总量之间关系密切
,

而与小城镇的密度并 无 必 然 联

系
。

由于现有小城镇的数量和布局奠定于解放后的人民公社体制
,

而公社的行政地域范围有

大有小
,

并不必然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
。

小城镇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正比关系
,

揭示了小城镇与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
。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

小城镇经济实际上构成了地区经济的主体
。

于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

(一 ) 地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
,

发展重心将转向各类城镇实体 , (二 ) 强化小城镇与所

在区域的内部联系
,

既是小城镇发展的内部要求
,

也是振兴地区经济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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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区域小城镇的同结构性特征

我们通过对同一地区小城镇群体的综合分析和对不同地区小城镇的比较分析发现
,

位于

同一区域内的小城镇群体
,

其经济结构的同结构性比较突出
。

苏南地区的小城镇 多 为 工 业

型
,

且工业的部门结构主要是机械工业
、

纺织工业
、

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
。

浙南温州地区的

多数小城镇
,

则主要起着集聚
、

推销
、

中转个体家庭的产品
,

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料的作用
,

流通功能特别发达
。

在一些地区
,

不仅小城镇群体表现出同结构性特征
,

而且小城镇产业与

附近中心城市的结构也十分相似
,

请见下表
:

无锡市市区
、

江阴市①小城镇工业内部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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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阴于 1 98 7年撤县没市
,

现为县级市
,

辖地相 当于一个县域
,

下又不一一说明
。

从上表可见厂
,

江阴市小城镇和无锡市市区工业都以纺织
、

机械
、

化学
、

冶金工业为主
,

这四个部门的工业产值比重分别占到工业总产值的 8 4
.

6 3%和 8 7
.

6 5%
,

且比重的排列次序基

本相同
。

区域小城镇群体的同结构性已经成为区域经济模式 的重要内容
。

同一区域内小城镇的形

态表现为相似性
,

这是尽域 自然资源
、

社会经济资源大体相同而导致的结果
。

区域小城镇群

体形态的相似性
,

仍将成为小城镇发展中的一大基本特点
,

小城镇总是以区域群体形态相同

的面貌而出现的
。

我国地域辽阔
,

各地经济资源差别较大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小城镇实

力的壮大
,

具有不同区域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层出不穷
,

不同区域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也会

不断涌现
,

多种模式并存
,

各种模式相互影响
、 `

相互作用
,

是经济社会运动的总体特征
。

区域小城镇形态的相似性
,

客观上为我们从区域范围来合理布置生产力
,

调节小城镇行

为
,

保持小城镇与地区发展的一致性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

从区域基本情况出发
,

寻找小

城镇与区域的内在联系
,

立足于区域整体
,

统筹安排
,

通盘考虑
,

确定地区小城镇发展的 目

标模式
,

是减少小城镇发展盲目性的有效措施
。

目前在灿区小城镇形态雷同化中
,

也有着比较天的间题
,

主要是小城镇个体的过份相似



和小城镇与中心城市的面貌完全一致
。

这说明了地域小城镇之间
、

小城镇与中心城市之间还

没有形成适当的分工和协作
,

区域城镇网络的有机体还在形成之中
`

我们认为
,

同一区域范

围内的小城镇
,

从总体上说
,

应具有比较多的一致性
,

这是地区发展总格局的规定
。

但同时

城镇之间应有必要的分工
,

应有更多的要素相互渗透
,

以形成地域整体上的优化结构
。

三
、

区域小城镇的层次

小城镇以县域为单位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层次结构
。

小城镇的层次可划分为行政层次
、

规模层次等
。

小城镇的行政层次主要有县级机构所在地的县城镇
、

非县城的建制镇和没有镇

建制的乡镇三个层次
。

规模层次又可分解为空间规模
、

人 口规模
、

经济规模等
。

小城镇的空

间规模差别较大
,

在江苏
,

大的镇占地十几平方公里
,

主要是县城
,

小的镇占地 不 到 0
.

5平

方公里
。

一般地小城镇的规模在 1平方公里左右
。

小城镇的经济规模差别也很悬殊
,

在经济

发达的地区
,

已有亿元
、

数亿元工业总产值的镇
,
而很多后进地区几万元

、

数千元工业总产

值的镇为数还不少
。

因此
,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进行考察
,

小城镇规模的内部差别
、

相差的幅度

都是比较大的
,

等级
、

层次是比较多的
。

由于人 口规模比较综合地反映小城镇的层次结构
,

因此
,

我们可 以通过对区域小城镇人 口规模的考察
,

得出一些结论
。

我们在江苏经济发达的

苏南地区和经济较落后的苏北地区各选一个县 (市 )
,

对这两个县 (市 ) 的小城镇人 口规模

层次图象化后作比较分析
。

(见下图 )

从下 图可以看 出
,

位于苏南地区的江阴市的小城镇除了两端极少数镇外
,
大部分镇的规

模次序大致形成一条直线
。

这说明
,

江阴市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层次较多
,

而且分布接近于序

列规模律
,

小城镇的等级体系较为完善
,

而苏北地区的沛县的小城镇人 口规模不仅普遍小于

江阴市的小城镇
,

而且曲线宕跌幅度大
,

有好几段又显得过于平坦
。

这说明
,

沛县小城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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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层次极少
,

排列次序差
,

等级体系不够完善
。

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比较

分析
,

可以认为
,

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

小城镇规模趋于多层次
,

分布系列化
,

层次之间的差

别缩小
,

这是小城镇体系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
。

反之
,

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

小城镇的等级

层次分布一般不够均匀
,

层次之间相差幅度较大
。

现有小城镇尽管层次较多
,

从综合的角度分析
,

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层次
:

王
。

县城镇
:
县级机构所在地

,

一般有镇的行政建制
。

它是全县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

心
,

其规模
、

内部结构
、

功能明显不同于县域内的其他小城镇
。

县城镇是小城镇系列的最高

层次
。

小城镇是一个经济社会变动体
,

位于这一变动体最上层的县城镇
,

其中的一部分将发

展成为小城市
,

甚至中等城市
。

2
.

中心镇
: 一个县少则 2一 3个

,

多则 6一了个
,

是县城以下的
、

以 3一 5个乡域为主要集

聚
,

服务范围的区域性中心小城镇
。

中心镇中有一部分为建制镇
,

也有一部分是还没有镇的

行政建制的乡镇
,

其功能和规模介于县城镇和乡镇之间
。

3
.

乡镇
:

主要是乡政权所在地
,

基本上是一乡一镇
,

在小城镇中数量最多
,

是小城镇

的基础层次
。

乡镇是一个乡域的经济
、

文化
、

交通
、

社会活动中心
。

将小城镇划分为县城镇
、

中心镇
、

乡镇三个不 同的层次
,

是为了在小城镇的发展中实行

分层指导
,

各有侧重的政策
。

例如
,

县城镇
、

中心镇应当成为县域非农产业最主 要 的 集 聚

地
,

成为县域的中心
、

副中心
。

乡镇的产业活动要突出与农业的联系
。

四
、

区域小城镇的布局

小城镇的布局特点在不同的地区
,

往往有所不同
,

江南水乡的小城镇
,

一般沿河流分布
,

北方的小城镇
,

则主要就近于早路交通大道
。

小城镇的密度
,

地区差别也很大
,

人口稠密
、

经济

条件较好的地区
,

小城镇的密度较高 , 人 口稀疏
,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
,

小城镇的密度必

然低
。

撇开地区差别
,

分析小城镇布局的一般规律
,

可主要看三个层次的镇在分布上的特点
。

县城镇
:

县城镇的布局主要受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制约
。

所谓外部
,

是指最接近县域的

中心城市和邻近的县城 , 所谓内部
,

是指县域的基本特征
。

在此总前提下
,

地理环境
、

交通

条件
、

历史原因都对县城的布局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县城与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

邻近县城首先有着距离关系
。

县城受中心城市的影响
,

距

离越远
,

影响越小 ; 但距离过近
,

县城同样难以发展起来
。

一般说
,

中心城市与周
一

围县城形

成比较均匀的分布格局
。

苏
、

锡
、

常地区的三个中心城市和九个县城 (包括县级市 ) 大体上

散布于整个区域
。

由于吴江县过分靠近苏州市
,

(仅相距 16 公里 )
,

因此
,

吴江县城的发展

就受到苏州市的制约
,

形成为苏州市的卫星镇
。

在苏北
,

南通
、

盐城
、

淮阴三市广大的平原

上
,

匆多个县城间的距离大致都在 25 一 50 公里之间
。

县城的布局受县域因素的影响
,

主要体现在地理
、

交通和历史三方面
。

地理因素主要反

映在河流
、

地形
,

地理因素又往往是与交通相联系的
,

县城一般在县域内的主要河道
,

且比较

平坦的地方进行布局
,

这样有利于利用良好的交通条件与县域广大地区进行沟通
。

现代交通

公路兴起后
,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
,

一般以县城作为交通建设的重点
,

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县城

的交通中心地位
。

现在
,

县城一般是二
、

三条
,

三
、

四条公路的交叉点
,

是县域内交通条件

最好的地点
,

县城是名副其实的县域外联内接的交通中心
。

中心镇
:
中心镇的布局主要决定于县域状况

。

中心镇布局的最大特点是在县域范围内比

较均匀地分布
,

江苏省的宿迁市
,

共有皂河
、

耿车
、

埠子
、

大新
、

来龙五个中心镇
, 以县城为中

,

; 4
,



心
,

比较均匀地分布于县城的不同方向
,

各自成为以附近 3一 5个乡域为范围的小区域中心
。

特

别要指出的是
,

中心镇是在长期经济运动中自然形成的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目前仍是乡级镇就

说明了这一点
。

中心镇的布局特点
,

正反映了中心镇是自发形成的这 一客观事实
,

在县城镇
、

乡

镇的基础上
,

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中间层次的区域性中心点
,

以有利于经济
、

社会活动的进行
。

乡镇
:
乡镇在小城镇系列中数量最多

,

一般是一乡一镇
,

是农村最基层的中心
,

乡镇往

往布局于乡域的中心
。

不同层次小城镇的布局形成了一定的层次结构和网络体系
,

在一个县域范围内
,

县城镇
、

中心镇
、

乡镇构成了一个塔形结构
。

在布局上
,

中心
、

次中心
、

基层中心特点分明
。

从交通网络

看
,

县城一般是全县的交通中心
,

起着联结县内外的作用
,

中心镇为县城联结乡镇的纽带
,

是县

城以下的区域性交通中心
,

多为交叉公路的交点
,

而乡镇一般是单线公路过境或为到头公路
。

五
、

小城镇与区域人口活动方式

我国的小城镇之所以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人口数量
、

人 口

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

作为经济活动体的小城镇的出现
,

既是人 口活动的结果
,

又反过来影

响人 口的活动方式
。

小城镇的出现
,

使农村人 口活动的层次
、

领域明显提高了
,

封闭的乡镇

系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
,

小城镇开始成为农村人 口的基层活动中心
,

亿万农民进入小城镇
,

标志着我国农民 自我改造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

小城镇的区域特征反映在人 口活动方式上
,

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是因小城镇区域模式的

不同
,

表现为人 口活动方式的差别
,

二是因区域小城镇发育水平的差异
,

表现为人 口活动量

的不同
。

前者如
,

在苏南
,

劳动力主要在生产领域活动
,

劳动力的职业结构属典型的城市型
,

人

口以向小城镇聚居为主
。

温州地区
,

在流通领域
、

第三产业活动的人较多
,

并由流通领域向

生产领域延伸
,

也有不少人早已突破了小城镇的范围
,

进入到了更大的区域
,

甚至于全国的

活动范围
。

一般地
,

小城镇的区域特征越明显
,

地区人 口活动方式也必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
。

后者是指在小城镇不 同的发展阶段
,

地区人 口活动方式有所不同
。

小城镇兴起之初
,

往

往只能为劳动者提供生产场所
,

生产服务设施一时跟不上
,

以后逐步成为人口的生产
、

生活

基地
,

使转移来的农村人 口完全成为小城镇的固定居民
。

对劳动者的吸引范围
,

也经历 了一个

逐步扩大的过程
。

因此
,

现阶段
,

我国农村人 口向小城镇转移
,

一般表现为劳动力转移在先
,

人 口转移在后 , 劳动力的职业转移在先
,

地域迁移在后 , 就近转移在先
,

跨地域迁移在后
。

提出小城镇与地区人 口活动方式之间的关系
,

根本目的不在于作这种客观的描述
,
而在

于得出如下结论
: 以小城镇组织

、

调节地区人 口的活动方式有着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
。

在当前
,

如下几方面显得极为重要
:

— 将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 口活动的基层中心
。

小城镇的农村中心的地位
,

决定了它

是农村人 口活动的基层点
。

大量的农村人 口向小城镇转移
,

使这一 目标的实现有了现实的基

础
。

将农村人口活动的中心从自然村庄提高到镇这一层次
,

意义是多方面的
。

农民生活水平

的上升
,

素质的提高
,

交往范围的扩大
,

精神文明建设都与此相关
。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

需要

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小城镇的行为
。

小城镇要逐步健全生活服务设施
,

进一步开展产业活动
,

在此基础上
,

将条件具备的农村人口吸收进镇
,

成为小城镇的永久性居民
。

同时
,

农村的服务

设施要以小城镇为重点而展开
,

进一步强化农村依赖于小城镇
,

小城镇为农村服务的功能
。

— 冀挥小城镇有计划地组织农村人 口活动的作用
。

农村人 口活动的区域性特征和群体

’

那 ”



性行为
,

要求对农村人 口的活动进行恰当的组织
。

例如
,

农民建筑队
、

农民 供 销 队 伍的外

出
,

需要小城镇加以组织
,

指导
,

提供服务
。

农村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
,

对农村人口 的管理

主要应放在小城镇上
。

— 形成以小城镇为中心点的乡村居民点体系
。

我国现存的农村居民点满地散落
,

毫无

分布规则
,

在今天
,

这一局面妨碍了农亚规模经营万农村现代化设施的建设和人的发展舀根 一一
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

现代化农村对乡村聚落点的基本要求应是形成以小城镇为中心点的乡村

居民点体系
。

具体的措施有
:

( 1 ) 吸引大量农村人 口进镇定居
,

使小城镇成为农村人 口的主

要聚居地
。

( 2 ) 指导乡村居民点的建设
。

利用农村的建房热
,

对农村居民点重新规划
,

形

成以小城镇为中心
,

以几个大村环绕的镇— 村群落布局结构
。

这样的居民点体系
,

社会设

施的建设比较节约
,

内外交流比较方便
,

又符合相当长时期内农村的生产方式
、

经营方式
。

这是农村居民点体系的基本发展方向
。

六
、

区域小城镇网络体 系的建设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区域小城镇群体上
,

其根本的原因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

即小城镇的
`

实践进展已经和将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

从单个小城镇入手
,

并不能起到提纲掣领的效果
,

只有致力于区域小城镇网络体系的建设
,

才是规范小城镇行为的根本 目标
。

从小城镇的实践来看
,

有如下比较突出的问题
:

( 1 ) 浪费耕地
。

( 2 ) 投资分散化
。

直接后果是
:
规模效益低

,

扩散污染
,

基础设施低水平扩大
,

产业和人 口聚居点质量低
、

无

限制分散
,

加剧了土地问题
。

( 3 ) 各个层次
、

类型不分主次
、

轻重地齐头并进
。

( 4 ) 结

构雷同化
,

小城镇各自成为一个独立体
,

在区域整体上
,

没有形成优化结构
。

小城镇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

迫切需要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认真解决
,

弄得不好
,

将会造成战略性的失误
。

我认为
,

只有从 区域整体角度入手
,

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

(一 ) 区域有机体
。

现阶段的小城镇建设
,

至多只是着眼于单个小城镇的完善
,

还没有

把思路转到从区域整体发展的高度来建设小城镇
。

只强调小城镇单个体的发展
,

即使是小城

镇个体设计得精心完美
,

区域小城镇体系也往往十分零乱
,

更何况离开了区域整体布局
,

单

个小城镇的建设无法科学化
、

合理化
。

因此
,

需要将思路倒过来
,

首先制定好区域发展的总

体规划
,

其次根据区域总体发展的要求
,

确定各个具体小城镇的发展 目标
。

这两个方面在时

间序列上
,

是先后次序的关系
,

在难度上
,

前者远大于后者石区域网络体系的建设
,

就是要

将区域整体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
,

在这个有机体内
,

统筹安排生产力布局
,

人 口的聚居
,

社会服务体系的设置
,

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
,

小城镇的发展
。

根据这样一个区域有机体的设

想
,

我们在衡量小城镇建设时
,

不应把主要 目光放在小城镇与小城镇之间的横向比较 卜
,

而

主要是衡量区域的整体效能
,

各个小城镇与区域整体发展是否一致
。

(二 ) 县域规划
。

从必然性
、

现实性上考察
,

当前区域小城镇网络体系建设的重
l

气是县

域规划
、

县域整体发展
。

县域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产业类型的选择
、

产业配置
、

小城镇发展 目

标
、

投资的高效化
、

基础设施的最有效利用等等
。

县域规划的目标是形成其区域经济
、

社会

的 良性运行和最优化组合
。

笔者认为
,

制订好区域规划还比较容易
,

要将县域规划落到实处

则比较难
。

目前最为困难的是
,

如何将小城镇个体内在的强大发展动力纳入宏观上受指导的

有 目标的发展中去
。

譬如
,

农民考虑到 自身的切身利益
,

一股劲地在乡
、

村
,

甚至组的行政

地域范围内发展农村工业
,

于此导致农村工业遍地开花
,

侵占大量耕地
,

投资无限分散化的

恶果
。

又譬如
,

在很多地方
,

农民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的小块土地作为永久的保护基



地
,

于此形成
“
家家小而全

,

人人农副工
”
的格局

,

妨碍了农业大规模商品生产的进程
,

制

约了乡镇工业的迅速提高
。

为使县域规划能够付之实践
,

为使小城镇建设能健康地发展
,

需

要采取
“
软硬兼施

” 的战略
。

所谓 “
硬

” ,

即对占用土地
、

污染等制订一些行政性的法律
、

法令
,

进行行政性的有力干预
。

所谓
“
软

” ,

即运用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的调节手段
,

对小

城镇建设进行有效的引导
。

例如
,

为了促使乡镇企业突破行政地域范围进行布局
, 可以制订

有所区别的税收制度
。

为了重点建设县城镇和县域中心镇
,

削弱乡镇
、

镇以下的 村 镇 的 发

展
,

可 以在用地
、

税收
、

贷款等方面分别采取放松和抽紧的政策
。

县以上机构进行项 目布局时

应放在重点建设的镇
_

L
。

国家
、

集体投资建设交通
、

教育
、

卫生
、

商业网点时
,

也应突出重

点镇
。

总之
,

要运用一切调节杠杆
,

将发展小城镇这件大事纳入健康运行的轨道
,

无方向
、

无 目标地发展
,

将会贻害无穷
。

(三 ) 小城镇的重点发展战略
。

从 区域整体发展的要求出发
,

必须突破镇
、

乡
、

村依据

各 自的力量
,

囿于 自己的行政地域范围封闭式发展的传统模式
,

而应实行有轻重缓急
、

主次

之分的重点发展战略
,

这样才能形成 区域多层次
、

开放式的小城镇网络结构体系
。

当然
,

在

不 同的地 区
,

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 ; 小城镇发展的重点也许有所不同
。

从全局来说
,

当

前小城镇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县城镇和中心镇上
。

从县城镇和中心镇的现状以及发展看
,

它们

一般拥有周围 10 一 20 万的人 口
, 1 00 一 2 00 平方公里的土地

,

今后一
、

二十年 内
,

如果农村中有

一半左右的人 口进入小城镇
,

则这两类镇可 以形成 5一 10 万人 口的城镇型居民点
,

比之只相当

于 2一 4万服务人 口的乡镇
,

至多只能形成 2万人 口的居民点更具有代表性和优越性
。

考 察 我

国农村经济社会实际的运行过程
,

这两类镇完全能够担当起带动县 区域起飞的重任
。

分析我

国乡村社会的内部系统
,

也完全具备构造县城镇
、

中心镇成长的足够动力
。

江苏省的太仓县
,

在 金县 2 4个小城镇中
,

重点发展县城 (城厢镇 ) 和浏河镇
、

沙澳镇
,

效果较好
。

现在
,

在一些

发达地区 ,’ 行政村一级的工业膨胀
,

江苏省从 1 9 7 9年到 1 9 8 6年
,

镇
、

乡级集体工业产值年增

长率为 2 1
.

5%
,

而村级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 3 1
.

9%
,

且增长之势仍在加剧
,

苏南地区更是突

出
。

村级工业在本村范围内的超速增长
,

导致了大量小点密布的村镇的出现
,

这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更高层次的小城镇发展
。

对此
,

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

抑制住无限分散的趋

势
,

提炼出一批小城 市来
。

在广大的经济还很落后的地区
,

农村社会内部的力量有限
,

更不

应该遍地布局
,

使得本来就不足的建设动力进而分散
,

亦宜选择地理位置适中
、

交通便捷的

镇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
,

紧缩分散的基层点的扩展
。

以县城镇
、

中心镇作为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重点
,

吸引广大的乡镇
、

村
、

户的力量向这些

镇转移
,

建设起一批规模实力较大
、

质量较高的城市
、

.

中心镇
,

这对完善区域经济社会的网

络体系和推动区域经济的较快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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