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龙洞村的发展演变与改造策略—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

1、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城乡一体化最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通过体制改革和

政策协调，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

保护和社会举措中的整合。城乡一体化的目的是实现城乡人口，技术，资金，资

源等因素相互融合，使其成为共同资源和共同市场，使城乡的长期经济结构适应

城乡政策，实现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公共待遇的一致性。在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空间和政策方面，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

应废除原有城乡的二元体制，改革原有的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许多与城市接壤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形成了城市村庄。“城中村”现象

表现为建满高层建筑的现代化城市，同时也点缀着一组通常被称为“握手建筑”

的低层建筑。在这个地方，人口变化复杂，街道狭窄，卫生环境恶劣，安全性低，

人们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影响着社会民生，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城中村”是一种源于城市化的现象，是城乡之间各种冲突引发的问题，

多年来社会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关注。“城中村”建设杂乱，环境恶劣，影响

城市景观，还限制了城市发展。因此，城市村庄问题是当今城市建设中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发展，促使许多外来人口涌入南方城

市，广州也引领了大量移民潮。廉价且与城市密切有关的城市村庄已成为外来

人口安置的一个不错的选择。结果城中村的发展日益激烈，村民不断扩建和建

房，大量人聚集在城中村，当地经济和村的形式受到很大影响。城市村庄的问

题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为城中村本身的区域性。广州的城中村不仅数量多，而

且面积大，人口众多。在广州的城市发展中，村民看到城中村带来的经济效益

后便摧毁了原有的低层住宅，建造了新房，后来的城中村问题日益凸显，广州

市的城中村发展问题也亟需得到重视。

1.1.2 研究目的



本文是探讨广州市龙洞村的发展模式评价和改造策略，通过探索龙洞街道

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规律、指出龙洞村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宏观地对广州市龙

洞村使用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从而提出龙洞村改造和更新的策略，为提升龙

洞旧村改造的质量、提升街道品质提供规划启示。

1.1.3 研究意义

（1）城中村改造策略的研究，对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街道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最常见的形式，街道空间的形态影响着整个城市

的形象和质量。研究城中村的街道建设与空间形态是城市设计研究领域的一个

重要课题，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街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城中村改造的关键内容，对广州市龙洞村的旧村改造具有实践意义。

目前，广州市龙洞旧村土地状况不合理，充斥着“握手楼”等密度大间距

小的建筑，且存在着村民违章搭建的现象；另外，龙洞村市政设施条件差，卫

生环境恶劣，治安问题也广为人诟病，这些现象也都体现出城中村发展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从而提供行之有效的改造策略。龙洞村现如今的条件不能适应先

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且对于街道空间场所营造、街道空间社会属性的提升方

面的考虑较为欠缺，因此，本文通过对龙洞村发展现状的评价与分析，提出更

新策略，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针对性的城中村改造策略是研究对

龙洞村的旧村改造具有实践意义。

（3）为居民提供适宜的公共空间，优化城市公共生活。

 “公共空间”是指为公众提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室内和室外空间。街道

以最基本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户外活动，具备着它的社交功能，同时，街道也能

为居住在远离广场和公园的城市居民提供可停留的地方。因此，旧城区街道空

间的改造是为居住在高密度城市的人们提供公共空间，提高公共空间质量，从

而丰富人们的城市公共生活。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内研究综述

上世纪 90年代之前，乡村与城市互相独立，少有学者探讨城乡的直接关

系，内容较为分散，但熊江波和顾超林两位国内学者向国内引进城市边缘区的

概念后，刘金塘对北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趋势



进行分析，开始了对城中村的研究直到 90年代中期，才有了城中村的相关

概念，且说法各式各样，如“都市里的村庄”等，国内学者由地理学和社会学

切入的城中村研究有了雏形。

直到 9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使得我国城市化有了

极大的推进，城建用地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凸显激化的城中村问题，早

在 1993年，周大鸣教授通过对广州城中村的研究，分析出城中村的文化适应问

题，以及由于二元体制所带来的城乡差异，导致了村落和城市的发展断层和迟

缓的城市化进程。

二十一世纪后，城中村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而更为普遍，其中所带来

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此时许多的研究倾向于分析城中村的成因及土

地利用状况，角度更为广泛，包括多学科的交互研究以及经济学、规划学等多

个相关领域，如 1998年田莉通过分析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得出城建用地的

快速扩张和政府调控不足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1999年敬东通过举出经济发达

城市的实例，分析改造难点并加以研究，2002年李培林对广州城中村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总的来说，国内对于城中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对城中村的特征进行研

究，以及对城中村现状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城中村的居住模式研究还不够

全面、理论深度还不够。目前仅有 2003至 2010年沈莹等人的从居住形态的演

变入手分析了西安市“城中村”的演变过程，但是内容较简浅，没有深入到居

住与社区间的关联性设计。然而，中国很多城市的城中村都面临改造的问题，

研究改造后城中村的居住形态，对我们更好的解决城中村改造问题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从而更加深入的了解城市的现实以及城市将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1.2.2 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和所有权与外国之间的差异，这个城市的村庄在中

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其他国家没有明确的“城中村”概念，但外国正在对城

市发展进行类似的研究。村庄和城市再生的概念，这些例子可以为研究“城中

村”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1）城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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