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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构》

内容概要

当前，“三农”问题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成为国家、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书
的研究思路是从集镇和乡村发展规划的角度研究中国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重构特征和乡村制度
创新过程。本书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评价，总结了乡村重构
的动力基础，继而集中探讨了基于乡村重构道路与经验的乡村发展模式、基于空间规划的乡村形态与
景观重构以及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乡村制度创新和政策保障。本书可供地
理、社会、经济和城乡规划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农业、发展改革和规划建设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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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健(1975— )，江苏沛县人，理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人文地理》杂志编委。出版著作《城乡划分与监
测》、《开发区产业配套研究》、《城市社会的空间视角》、《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等10
部。在Environmentand Plannjng B、Urban Geography、Regional Studies、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jcs、《地理学报》、《城市规划》等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以及各种省市级规划研究项目30项。获第10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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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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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三、相关概念
第二章反思乡村：发展历程及其评判
第一节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与模式
一、中国的城镇化道路
二、中国城镇化模式：三大模式及其新发展
三、小结
第二节对小城镇发展与规划的思辨
一、规模与发展的关系
二、规划的首要着眼点
三、规划的个性与共性
四、规划目标与城乡一体化
第三节对传统乡村发展观的评判
一、割裂的城乡发展观
二、不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观
三、不科学的政绩观
四、滞后的规划观
第四节科学发展观与乡村发展
第五节本章总结
第三章发展动力：乡村重构的基础
第一节乡村发展的传统产业机制
一、工业兴村与工业兴镇：乡村社区的工业化
二、乡村旅游：方兴未艾的乡村朝阳产业
三、文化与乡村社区变迁：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
四、以市场促发展：市场贸易的带动作用
第二节新产业机制：产业集群与乡村发展
一、产业集群：一种新的发展机制
二、产业集群与乡村城镇化发展
三、产业集群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四、产业集群与小城镇发展
五、小结
第三节乡村发展的区域机制及规划对策
一、引言
二、乡村发展的区域机制及规划应对
三、启示与讨论
第四节本章总结
第四章发展模式：乡村重构的道路与经验
第一节农业专业化生产：特征、症结与对策
一、农业专业化生产发展背景
二、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与社会化服务体系
三、分析思路与调查地区
四、农业专业化生产类型与特征
五、农业专业化生产问题和症结分析
六、对策建议及应对措施
第二节农业产业化：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发展模式

Page 4



《乡村重构》

一、农业产业化模式的特点
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不同模式
三、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利益分配和运行机制
四、小结
第三节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发展模式
一、研究思路与调查地区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县城为主导的县域发展模式
三、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发展模式
四、新时期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
五、小结与讨论
第四节庐江模式：人口流出区低收入高消费现象的地理学解释
一、引言
二、实证研究地区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特征
四、庐江现象：低收入和高消费并存的经济学悖论
五、庐江模式的地理学解释
六、庐江模式的理论意义
七、小结
第五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回归工程”发展模式
一、引言
二、“回归工程”的概念
三、“回归工程”发展模式的特征
四、“回归工程”产生的原因
五、通城县“回归工程”实例分析
六、“回归工程”的理论意义
七、小结
第六节多层次城镇化：新时期城乡发展分析的综合视角
一、多层次城镇化：一种综合分析的视角
二、实证研究地区与基本判断
三、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及其动力
四、多层次城镇化模式
五、小结
第七节小城镇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
一、研究思路与实证地区
二、区域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回顾
三、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
四、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发展展望
第八节本章总结
第五章空间规划：乡村形态与景观重构
第一节大型集镇规划与空间重构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样本
二、大型集镇发展特征及空间规划思路应对
三、大型集镇空间规划与景观结构模式
四、小结与讨论
第二节中小型集镇规划与空间重构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样本
二、中小型集镇发展特征及规划思路应对
三、中小型集镇空间规划与空间形态重构
四、小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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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水乡圩区集镇规划与空间重构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样本
二、圩区农村聚落特征和社会经济传统分析
三、圩区集镇规划编制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四、圩区集镇空间规划与景观结构模式
五、小结与讨论
第四节村庄规划与乡村重构
一、村庄规划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村庄规划若干问题
三、小结
第五节本章总结
第六章制度创新：乡村重构的政策保障
第一节户籍制度创新与乡村重构
一、传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
二、改革开放后城乡户籍制度重构
三、各种城乡户籍政策及其发展的最新动态
四、户籍制度创新与乡村重构
第二节土地制度创新与乡村重构
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重构
二、土地制度变革与中国乡村重构
三、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
四、乡村重构进程中土地制度创新展望
第三节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与乡村重构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重构
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与中国乡村重构
三、乡村重构进程中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展望
第四节本章总结
第七章结论
参考文献
缅怀我国乡村地理的先行者先师金其铭教授（代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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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冯健既传承了我国乡村地理先行者金其铭先生衣钵，又得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点拨。同
时，作者勤学外语，吸收国际先进理念。通观全书，着力探索乡村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及其
内在联系，从制度中寻找乡村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从全方位把握乡村重构的机理
，将研究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是《乡村重构（模式与创新）》的特点，是《乡村重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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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哈，未来的导师的作品
2、看了代后记《缅怀我国乡村地理的先行者先师金其铭教授》，先感动了一把1117；引用文献时存在
饥不择食的现象，过多过滥⋯⋯
3、我要在我导每本书下面刷5分，当然，我觉得这本并不是集大成之作。
4、主题是乡村城镇化或者小城镇发展，而非乡村重构
5、主要讲的是小城镇的城镇化，前面几章收获很大，后面略无聊空泛
6、在当前新农村的背景下，很有意义。目前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新农村运动，另一方面却缺乏相应
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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