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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rural functional research mainly includes urban function research, rural function research, 
and relationship of urban and rural function research. The paper uses the Citespace V software to 
explore the hot topics of urban function and rural function research by using it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function; based on paper reading, types of urban and rural function, func-
tion evaluation and zoning,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function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urban and rural function were reviewed.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sufficiency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follow-up research of urban-rural function 
was looked into.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 and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fun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
tion of urban-rur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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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功能研究主要包括城市功能研究、乡村功能研究以及城乡功能关系研究。借助Citespace V软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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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探讨了城市功能与乡村功能研究的热点领域；基于文献阅读对城市与乡村功能

类型、功能评价与功能分区、功能转型与功能演化、功能结构与空间分异以及城乡功能关系研究等内容

进行梳理，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与不足；并对后续城乡功能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应加强城乡功能之间

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的研究，为城乡功能协同转型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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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和乡村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前城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2016
年城镇化率达到 57.35%。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快速转型[1]。城市

由以往的封闭的局面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

市群；乡村由以往的粗放型农业生产转换为现代新型农村，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

成上农民的分化，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2]。无论城市转型还是乡村转型，都

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综合要素的转型与更新[3]，其内容包括形态

转型、制度转型与功能转型等，而功能的转型是城乡转型的内在要求与根本动力，形态与制度的转变最

终是为了功能的完善。 
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4]；而城市

功能是城市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功效与作用，或者说城市功能是指具有特定结构的城市系统在内部和

外部的物质、信息、能量相互作用的关系或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属性、能力、功效和作用[5]；乡村功

能是指乡村为满足乡村居民各种需求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和，涉及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6]。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各自承担着自身的功能，相互补充，不

可替代。因此，城乡功能研究不仅包括城市功能研究与乡村功能研究，更应该重视城乡功能关系的研究，

从而为城乡功能的协同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Citespace 是一个用于探测科学文献发展趋势及模式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可用于分析各个研究领域的

国家分布、核心机构和期刊、演化路径、研究热点与发展前沿等。借助 Citespace V 软件，可以将大量的

科学文献数据转换成知识图谱。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

种图形，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能

够显示科学文献中知识单元与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与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

[7]。由于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描述[8]，对研究领域内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发

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方向。因此本文利用其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来探讨城市功能与乡村功能研究的热

点领域。但是为了避免动态网络分析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工具的片面性[9]，此处结合传统文献分析方法，

梳理城市功能、乡村功能以及城乡功能关系等方面的成果，总结其已有研究进展与存在问题，为今后相

关研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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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知识图谱的城乡功能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作为数据源，对 1990 年以来地理学、城市

规划学、经济学、区域研究、社会学等学科有关城市功能转型与乡村功能转型方面的论文进行知识图谱

分析，以分析其研究热点领域。 

2.1. 城市功能转型研究热点 

我国有关城市功能的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研究主要与城市设计规划有关；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城市的功能变迁受到关注；2000 年以后，学者们开始从经济、社会、历史等不同角度对城

市功能转型的背景、意义、内涵、存在问题、影响因素、运作机理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基于 CNKI
平台以“城市功能”为“主题”对 1990 年以后的文献进行“精确检索”，筛选出相关重点文献 500 篇，

并利用 Citespace V 分别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1990~2017 年，时间切片 Slice = 
1，聚类词源为 Title、Keywords，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词频为前 30 的文献，生成关键词共现知

识图谱(图 1)。由图可知，1990 年以来，有关城市功能转型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态服务功能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城市功能联系与城市流分析、城市功能分区研究、城市功能定位研究等多个方面，其研

究的对象则主要是城市群以及世界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老工业城市等。 

2.2. 乡村功能转型研究热点 

乡村地理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乡村转型与重构、乡村可持续发展与人居环境、乡村发展与农业现代

化、乡村空心化与土地整治、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等领域的研究，乡村功能研究也逐步被关注。本文

基于 CNKI 平台“乡村功能/乡村地域多功能”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筛选出有关乡村多功能、

乡村功能转型、乡村功能重构、乡村土地利用功能、乡村景观功能等相关重点文献 384 篇，并利用 Citespace 
V 分别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1990~2017 年，时间切片 Slice = 1，聚类词源为

Title、Keywords，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词频为前 30 的文献，生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2)。
由图可知，1990 年以来，乡村功能转型研究的主要围绕乡村旅游、乡村景观、乡村规划、乡村性、乡村

活化、乡村复兴、乡村治理等内容展开，在研究深度上已逐步由评价转向机制分析，尤其是城镇化与城

乡关系发展对乡村功能转型的影响。 
 

 
Figure 1.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based on keywords, CNKI 1990-2017 
图 1. CNKI 1990~2017 年城市功能转型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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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rural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based on keywords, CNKI 1990-2017 
图 2. CNKI 1990~2017 年乡村功能转型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3. 基于文献阅读的城乡功能研究内容分析 

3.1. 城市功能研究 

1990 年以来有关城市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分类与评价、城市功能转型与功能演化、城市

功能与空间结构的关系等方面。城市功能分类研究作为城市功能研究的基础，起步较早。受周一星有关

全国城市工业功能分类的研究成果影响[10]，1990 年以来的城市功能分类及评价由定性转向定量。李广

东从土地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功能综合的视角构建了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分类体系，

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基础系统整合空间功能价值量核算函数群，通过纵横对比的方法确定空间

功能主导类型[11]。于涛方依据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计量方法对中国城市的功能格局及功能转型进行了分

析[12]。 
针对一些重要或者特殊城市的功能定位与转型研究一直受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对于资源型城市的功

能转型，张文忠、曹靖、余建辉等学者作了大量研究[13] [14] [15]。2000 年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者们更加关注信息化、全球化、去工业化背景下的城市功能转型，城市功

能从部门专门化向功能专门化转变，并呈现出全球化、柔性化、复合化、宜居化、可持续化等特征[16] [17] 
[18]。为了更好的解释城市功能转型过程，学者们围绕城市功能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虞虎以北京石景山

区首钢工业区为例，分析了大都市传统工业区的发展特征及其与城市功能演化的对应关系[19]。马佐澎运

用廊道效应原理分析了交通系统“快速化”背景下长春市各级交通路线对城市功能用地演替的作用效应

关系[20]。 
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密切，互相影响，城市功能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而城

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又促进了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21]。对于城市功能转型和空间重构的关系，孙博从微观

视角选取城市贫困空间、城市扩展新区以及城市单位社区对长春市不同地域城市功能空间的耦合特征进

行了研究，为长春城市功能空间优化提供了对策[22]。申庆喜、李诚固、周国磊等学者对城市功能空间扩

展展开了研究，阐释城市空间扩展及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内在关系[23] [24]。城市群尺度下的城市功能

研究一直受到关注。陆大道根据京津冀三地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

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25]；马燕坤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以我国京津冀、长江三

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逻辑分析了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形成的演进过程[26]；
蒋自然采用综合指数评价、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 2004~2014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门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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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化过程及驱动机理[27]；齐讴歌运用空间功能分工指数对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进行了测度，对城市群

之间区域功能差异进行了分析[28]。基于流强度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城市群地区功能联系研究成为学术热点

[29]。 

3.2. 乡村功能研究 

1990 年以来我国有关乡村功能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内涵、功能类型及分区、多功能评价及空间分

异、功能转型及演化规律等方面。刘彦随[4]等对乡村功能内涵做了界定，认为乡村功能是指在一定的社

会发展阶段，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通过发挥自身属性及与其他系统共同作用所产生

的对自然界或人类有利作用的综合特性。 
关于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划分，早期主要以经济功能分区为主，之后逐步拓展到生态功能评价、社会

功能评价。刘玉、刘彦随从功能和属性相结合的视角对乡村功能进行了综合分类，将乡村功能分为生态

环境功能、经济功能、社会文化功能三个一级功能，在此基础上，再分为 9 个二级功能[30]；林若琪、蔡

运龙基于景观多功能性的概念，将乡村功能分为生产型——经济功能、生活型——社会文化功能、生态

型——环境资源功能[31]；徐清、史玉丁等学者则从旅游地理的视角将乡村功能划分为居住功能、旅游服

务功能、解决就业功能、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能、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32] [33]。 
乡村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4]，近年众多学者运用层次聚类法、K-mean 法以及 BP 神经网等

方法，针对特定地域对乡村地域功能及其空间分异规律进行了定量分析。唐林楠以北京 13 个区县为研究

对象，以农业多功能、主体功能区划、土地利用多功能等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参考，构建北京市乡村功能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乡村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生态服务及旅游休闲五项功能的时空分

异特征[35]；谭雪兰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分析长株潭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

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6]；洪惠坤以重庆乡村空间为研究对象，构建乡

村空间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重庆市不同地区乡村空间功能值地区差异特征，并划分了乡村空间

多功能类型[36]；李平星以江苏省为例，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

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了江苏省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37]。 
有关乡村功能转型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乡村功能演化规律及其多功能性[30] [31] [38] [39] [40]。刘

自强基于城乡地域功能的差异，将乡村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与两次转型，认为在维持生计型乡村发展阶

段，乡村地域主导功能是聚居与提供就业；在产业驱动型乡村发展阶段，乡村地域主导功能是工业化稳

定发展的保障功能；第三阶段是多功能主导型乡村发展阶段，乡村地域主导功能多元化发展[39]。唐承丽

认为生活质量导向下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

品质提升型功能[41]。快速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区域工业化推动了乡村功能的转型。龙花楼认为快速城

镇化进程驱动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演变，乡村地域系统是在一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自

然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等各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

放系统[42]，所以农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组合和结构状况，决定了农村地域的功能属性和功能强度，并制约

着地域功能演化的方向与趋势。 

3.3. 城乡功能关系研究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关联，城乡关系研究也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城乡功

能关系研究也有所涉及。王艳飞、刘彦随等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不仅是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间的关系

特征，也包涵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的协调，功能层是城市与农村参与区域间

及城乡间分工与协作的主导功能与定位。城乡关系通常经历城乡分化、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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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等几个阶段[43]，城乡功能关系也大致经历了城乡功能分离到城乡功能融合的阶段。随着城乡融

合的程度越来越高，城市要素与乡村要素之间的流动也逐渐加快，城市功能与乡村功能的联系越来越密

切，二者互馈。周国华、贺艳华等认为农村聚居功能组织与空间关系深受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的推进

促进了农村聚居功能逐步由均质同构走向异质多样，除农业生产功能、居住功能外，乡村聚落的游憩功

能、交往功能越来越成为农村聚居生活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功能和休闲功能在农村聚落中的作用

也越来越凸显[44] [45]；而城市群地区乡村地区功能多样性相比于其他地区则更为明显，兼具有农产品生

产功能、居住功能、生态功能、休闲服务功能以及对城市空间增长的限定功能等[46]。刘玉对城市功能与

乡村功能过渡的地带城乡结合部进行了研究，认为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的附属区，既接纳了城市转移出

的一些必要功能，同时又具有基于农业景观之上的生态、休闲、娱乐与美学等功能[47]。李平星从政策因

素分析了城镇化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影响，长期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地区大量占用耕地和生态空间用于

开发区建设和城镇扩张，因而生态保育和农业生产功能受到较大制约[48]。宋志军通过对非农业生产功能、

现代农业生产功能、社会服务和保障功能、生态服务功能、景观与休闲功能 5 种城乡功能在空间上的组

合和演变进行分析，验证了多种城乡功能融合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49]。 

4. 研究评述及展望 

4.1. 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城市功能、乡村功能以及城乡功能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取得了

较大进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与趋势。城市与乡村功能类型研究、功能评价与功能分区、功能转型

与功能演化、功能结构与空间分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尤其是，全球城市、生态城市、弹性城

市的提出以及对城市舒适性、可持续、生活质量、吸引力、可达性、包容性、公平性目标的关注，体现

了未来一定时期内城市功能转型的主要方向；城市功能专业化基础上的城市群地区功能联系的网络化研

究，表明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城市群研究的重要方向；乡村多功能性、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更客观

的认识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在方法层面上，指标评价法以及相关数学模型已被大量应用到城市功

能专业化测度、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及分区评价、乡村性评价等方面，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使得研究

成果更具科学性，更好地诠释了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结构特征与演化规律。 
不过以往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以往关于城市功能或者乡村功能的

研究较多，而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虽有涉及但相对较少，关于城乡功能关系的研究也更多的关注城市发

展对乡村功能空间的影响，而对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的功能角色和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以往更多的是

从城市或者乡村两个方面分别研究其功能分类、评价及演化趋势等问题，从城乡整体层面对城乡功能之

间的内在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以往关于城市群功能的研究，则更多的强调城市

在支撑地区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更多的关注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联系，对于城市群地区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功能联系的研究有待深入。 

4.2. 研究展望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城市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城乡发展步入新时代，城乡关系

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而城乡结构的转型与城乡

制度的转型，最终都是为了完善的城乡功能，城乡功能转型研究是城乡转型研究的重要命题。城市和乡

村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城市具有乡村无法替代的工业生产、信息服务、科技创新等功能，乡村具有

城市无法替代的农业生产、生态调节、休闲服务等功能，二者存在明显差异且紧密关联，促进城乡功能

的协同转型对于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充分吸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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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对城乡功能之间的内在关系与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探索城乡功能协调转型的趋势、机制以及调

控路径的研究，从功能视角诠释城乡协同转型机制，以进一步拓展城乡转型研究内容并丰富其理论，在

清晰认知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分工基础上，促进城市功能转型与乡村功能转型之间的

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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