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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水乡乡村聚落空间研究进展，运用文献统计分析和

内容分析法，总结 1915—2021 年中国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结构

特征、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区域层面主

要基于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城乡规划学进行定量研究，村域层

面主要基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进行定性研究；不

同时期的研究存在内容差异和方法差异，不同地区和对象的研究

进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提出未来研究应加强规律探寻与实践

指导的有效衔接，增加适地性因子和多时段因子的选取，加深对

影响因素的研究，总结提炼地域乡村聚落空间基因库，加强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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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search the progress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in water 
area,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are 
used to summary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water 
towns of south China from 1915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geography, landscape ecology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t regional level, while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architectur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village level.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imbalance in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obj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paper forecasts some 
priorities and directions, such as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increase the 
selection of suitability factors and multi-period factors, deepen the researc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summarize and refine the regional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gene pool, and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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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n Water Area of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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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与发展已成

为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议题。南方水

乡地区指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河

流众多、水网密集的地区，地形以平

原和丘陵为主，主要包括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淮河下游地

区 [1~2]。南方水乡地区河流湖泊密度

大，生态环境好，资源丰裕，千百年

来孕育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乡村聚落。

然而，在城市化背景下，这些乡村聚

落走向空心化、工业化等道路 [3~4]，

聚落风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亟需

科学合理的乡村规划对聚落空间发展

加以引导。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学

者对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结构进行

研究。以往的综述类文献主要关注山

区、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地区 [5~7]，对

水乡乡村聚落的研究较少。基于此，

本文总结中国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

在结构特征、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方

面的研究进展，探讨未来水乡乡村聚

落空间特征研究的关注重点，为后续

研究提供指导。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学术

期刊数据库，采取 2 个检索策略：1）
检索主题词包含乡村、农村、村庄、

村落、村镇、聚落或居民点，且全文

包含水乡或水网的文献。2）检索主

题词包含乡村、农村、村庄、村落、

村镇、聚落或居民点，且包含长三角、

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江南、上海、

江苏、苏南、浙北、南京、苏州、无锡、

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杭州、

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

州、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岭南、广

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

中山、惠州、肇庆、长江中游、汉江

平原或徽州的文献。发表时间限定为

19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从检索结果中剔除掉研究内容非

乡村聚落空间的文献、史前考古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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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乡土景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文献、综述类文献以及社会学相关文

献，最终得到 326 篇文献。本文采用

文献统计分析和内容分析法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

2 研究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对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

研究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绘制

相应趋势图（图 1），并将研究进

程划分为 4 个阶段：1）探索阶段

（1980—2000 年），文献数量少，

对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数据提

取等处于探索阶段；2）缓慢发展

阶段（2001—2008 年），文献数量

缓慢增加，以村域层面的定性研究

为主，研究内容主要为静态的空间

结构特征分析；3）快速发展阶段

（2009—2017 年），文献数量快速

增加，主要从区域层面或村域层面

对空间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定量研究方法不断引入；4）成

熟阶段（2018—2021 年），文献数

量稍有下降，研究范式已经较为成

熟，内容包括空间结构特征、影响

因素和空间演变，同时区域层面和

村域层面出现研究方法的分异，前

者以定量研究为主，后者仍以定性

研究为主。总体来说，南方水乡乡

村聚落研究呈现出从“是什么”到“为

什么”，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发

展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层面和

图 1    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发文量趋势图

村域层面走向不同的研究路径，各自

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

3 主要研究内容

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空间结构特征、空间演变和

影响因素，可划分为区域层面和村域

层面 2 个层面。梳理数据来源、研究

方法和研究内容（图 2）可知，区域

层面基于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城乡

规划学，以土地利用数据、遥感影像、

数字高程模型、POI 数据、行政区划

图等空间数据，和统计年鉴、村镇建

设年报、人口普查数据、地方志等

属性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借助

ArcGIS、GeoDa、Fragstats、地理探测

器等软件，对聚落的集聚特征、规模、

区位、景观格局、聚落体系、土地利

用等进行定量研究。村域层面基于建

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以

卫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地理国情

普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地方志、

族谱、实地调研、村民口述等为主要

数据来源，以形态学方法、图解分析、

田野调查、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为

主，对聚落的形态、山水格局、用地

组织、街巷结构、公共空间形态进行

研究。

3.1 空间结构研究

区域层面研究主要以镇级及以上

区域为研究范围，将乡村聚落视为点

要素或斑块，来研究聚落之间的关系

或聚落在区域环境中的分布特征，从

而了解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当前

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聚落的集聚

特征、空间自相关、景观格局等方面。

学者通过最近邻距离分析、Ripley’s 
K 函数分析、核密度估算等方法研

究聚落的集聚特征。研究表明，南

方水乡聚落总体呈集聚分布，但地

域差异显著 [8~10]。此外，学者采用

全局空间聚类检验、空间“热点”

探测等方法探究聚落空间自相关，

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聚落具有低值

集聚特征，而苏北和苏南地区出现

较大面积高值集聚区 [8, 11]。学者基

于空间韵律指数方法定量测度聚落

的规模、形状和密度。马晓东等 [8]

发现江苏省苏中地区乡村聚落复杂

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

区高于沿运河地区，各样带乡村聚

落规模分异均较为明显。然而，目

前不同地区的研究进展悬殊，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及淮河下游

地区，而珠三角及长江中游地区的

研究较少，难以总结出南方水乡地

区的普适性规律。因此，有待进一

步加强对区域层面珠三角及长江中

游地区的典型案例分析。

村域层面研究聚焦于乡村聚落

单体，重点关注其空间形态、聚落

内部要素之间，或要素与环境因子

之间的组织关系，具体包括乡村聚

落的形态特征、街巷结构、组团布

局、山水格局等。研究表明，聚落

形态主要包括线状布局、块状布局、

散点状布局、网状布局、放射状布

局 5 种 [12~13]。珠三角传统聚落的街

巷结构大多整齐规则，以纵巷为主，

而长三角传统聚落街巷的规整度较

低，以横巷为主 [14~15]。近几年来，

定量研究方法逐渐引入，汪睿等 [16]

借助 Depthmap 软件、ArcGIS 软件

计算苏南村落的可达性、形状指数

和开放度，从而获取聚落街巷、组团、

边界等特征；李久林等 [17] 运用空间

句法对古徽州传统聚落的整合度进

行分析。总体上看，当前关注传统

聚落的研究较多，针对现代聚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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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特征的研究较少；在自然

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村域层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地

域差异性，但对聚落空间结构地域性

特征总结及不同地区之间聚落空间

结构特征的对比分析仍有待加强。

3.2 空间演变研究

空间演变研究在静态研究基础

上增加了时间维度，对不同时间段

乡村聚落空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来探究聚落空间发展规律。此外，

学者还通过构建马尔科夫矩阵、土

地利用转移流模型等，直接获取聚

落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速度与

形态结构变化特征。有研究结果表

明，在区域层面上，南方水乡乡村

聚落集聚程度总体呈增强趋势 [18~20]，

乡村聚落建设用地主要转换为城镇

用地、耕地、林地等 [19~21]；在村域

层面上，乡村聚落对交通的依赖度不

断增强，并趋近城镇中心发展 [22~23]，

乡村聚落的用地功能呈现多元化的

趋向，并出现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分

化 [24]。

但目前大多数聚落空间演变的研

究只停留在发展过程的分析，如何运

用演变规律有效指导乡村聚落的建

设与规划，当前演变中哪些趋势需要

加强或削弱，仍待进一步探究。

3.3 影响因素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影响因素可分

为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

素和政策制度因素。从研究趋势看，

从单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展为多元

综合的驱动机制探索，选取的因子类

型和数量逐渐增多，回归分析法、地

理加权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多因

子分析方法逐渐引入。

3.3.1 自然因素

自然地理条件是全面影响水乡

聚落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研究表明，

在区域层面，地形坡度越大，南方

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性越强 [25]；

地貌特征对聚落的不规则程度、连

续性和破碎化程度产生影响 [26]；水

系对乡村聚落有一定的吸引力，到

水系的距离对聚落规模增加具有正

向作用 [27~28]。在村域层面，除了地

形地貌和水系外，气候、自然灾害

等也对聚落空间产生影响。在雨季

时间长，台风和暴雨频发的珠三角

地区，乡村聚落常依山建造，并形

成便于排雨排洪的梳式布局 [14]；而

在洪涝灾害频发的肇庆高要地区，

图 2    南方水乡乡村聚落空间研究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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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形成防洪能力较强的“八卦”形

态聚落 [29]。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乡村聚落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

逐渐减少，但自然因素依然是农村

聚落空间扩张、功能转变的限制因素

之一 [30~31]。

3.3.2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具有重

要影响，其中产业发展是学者较为关

注的主题，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与城市化水平、产业发展速度、产

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等。在区域

层面，张荣天等 [32] 对镇江市丘陵区

的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

落景观斑块面积小而密度大，经济

欠发达地区则反之；张晓虹等 [33] 对

上海东北部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

水平提高及新交通建成，聚落体系从

传统的以商业市镇为节点的网络结

构，向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

结构发展。在村域层面，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乡村聚落空间布局

越紧凑 [23]；经济发展速度与空间均

质程度呈反比 [30]，产业发展规模与

空间布局变化程度呈正比 [23]；产业

结构影响聚落选址 [34]，乡村工业化

进程导致建成区面积扩大 [35]。 
道路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是乡

村聚落空间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表

明，乡村聚落总体趋近道路交通分

布，但道路级别与其空间吸引力呈反

比 [36]。此外，对外交通条件对乡村

聚落规模具有一定影响，对外交通便

利的聚落规模较大 [37]。就水利基础

设施而言，在聚落外部，堤围、人工

河等是组织聚落空间布局的主线 [38]；

而在聚落内部，河涌、水塘、街巷、

渠道等的组织建设本身就是治水适

洪系统的组成部分 [39]。

除此之外，城镇中心、资源要

素、建造技术和突发因素等也影响

着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变。

乡村聚落集中在靠近城镇中心的区

域 [20]，与城镇距离越近，农村居民

点面积减少程度越大 [40]。对于农耕

生产为主的传统聚落，丰富耕地资源

和水资源是聚落扩张的重要条件 [37]。

而建造技术是聚落文化景观形成的

重要保障 [41]。此外，突发因素如大

型建设项目可能导致聚落用地功能

发生置换 [35]。

可以说，经济因素是南方水乡乡

村空间的主要决定因素，推动着乡村

空间演变。

3.3.3 社会文化因素

区域层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

主要关注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

均居住面积等可量化因子，运用线

性回归分析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等方法进行分析；村域层面的研究

则基于村民自主建设意识、宗法观

念、风水观念等不可量化因子，探

讨村民思想观念对乡村聚落规模、

空间格局、用地组织、区位等方面

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区域层

面，人口数量增加会促使乡村聚落

面积增加，但人口数量减少却没有

导致聚落面积减少 [19~20]；人口密度对

聚落用地空间分异特征影响显著，一

般人口密度高的聚落用地规模大且布

局集中 [42]；此外，人均居民点面积

对聚落面积减少具有正向作用 [27]。

在村域层面，对于现代聚落，收入水

平的提高使村民自主建设意识不断加

强，从而促进聚落实体建设 [35]；对于

传统聚落，徽州地区和位于广府文化核

心区的珠三角地区宗族文化尤为兴盛，

对聚落空间影响深远 [17, 43~44]，背山面

水、负阴抱阳的风水观念影响着传统

聚落的择址兴建 [34]，且传统聚落空

间与家族社会有着丰富的关联性 [45]。

3.3.4 政策制度因素

土地问题是乡村建设的根本问

题，也是乡村空间布局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土地制度改

革、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发布、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等方式，来缓解乡村土

地利用与管理中的矛盾，对乡村聚

落空间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如长三

角地区的用地模式经历了从以居住

用地为主，到居住用地、农业用地

和非农产业用地混合分布，再到 3 种

用地类型相分离的过程 [24, 46]。此外，

户籍制度、行政区划变动、城乡规划

等对聚落空间演变也产生或巨大或

缓慢的影响 [31, 35]。为保护生态和粮

食安全，国家颁布保护政策，对基本

农田、水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进行

严格划定，这对聚落空间布局产生一

定的限制作用 [42]。与此同时，国家

和地方还颁布农民住宅建设相关政

策、村庄环境整治政策等，对聚落风

貌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47]。可以说，

水乡乡村发展具有较为浓厚的政府

建构色彩，政策制度因素在乡村聚

落空间演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48]。

3.3.5 小结

综上所述，当前南方水乡乡村聚

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依托自然生态

环境限制、经济发展主导、社会文化

协调、政策制度调控 4 核驱动机制实

现（图 3）。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因

素的作用力度存在差异，早期以自

然因素为主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耦合作用成

为推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根本力

量 [49]。但目前对乡村聚落与影响因

素的动态互动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不

足：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选择上，多

基于以往研究经验进行筛选，较少结

合研究对象自身情况进行地域化因

子选择；基于多因子的驱动机制研究

较多，对单因子的深入研究较少；在

作用机制的研究中，过度依赖模型和

软件工具进行统计分析，仅停留在对

统计结果的简单描述分析，而对于结

果的原因缺乏深入解释，对于影响因

素的作用力强度差异产生的原因有

待进一步探究。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梳理了中国南方水乡乡村聚

落空间结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在

研究学科和研究方法上，区域层面以

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城乡规划学为

基础进行定量研究，村域层面以建筑

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为基础

进行定性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聚落空

间结构特征、空间演变和影响因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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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其中影响因素的因子选择

趋于多元化，多因子下的耦合机制

逐渐成为学者的关注重点。当前在

区域层面和村域层面都已各自形成

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但不同地区

和不同对象的研究进展仍然存在明

显差距。

建议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深化：1）加强定性研究与

定量研究的结合；2）在研究地区和

研究对象上进一步完善研究，区域

层面加强珠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

区的典型案例分析，村域层面加强

现代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研究；3）加

强规律探寻与实践指导的有效衔接；

4）增加适地性因子和多时段因子

的选取，并加深对影响因素的研究；

5）总结村域层面乡村聚落空间结

构特征，提炼地域乡村聚落空间基

因库。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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