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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orrowing"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Villages and Towns near the City:A Case Study of Banqiao Town,Yongchuan District,Chongqing

城市近郊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借用”特征分析与
机制研究*——以重庆永川区板桥镇为例

周奕言   张晨阳    ZHOU Yiyan, ZHANG Chenyang

城市近郊村镇作为城市与乡村功能交界区域，成为受城镇空间蔓延影响最强烈的地区，同时也是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的重要建设区域。近郊村镇在城市资源辐射下，在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享有多重选择，同时乡村振兴推进的公共

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导致城市近郊村镇出现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不合理、配置过饱和等问题，设施配给的错位导致村镇

产生不同层面的“借用”现象，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因素。分析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配

置现状，剖析评价村镇的“双向借用”“跨功能借用”和“越级借用”机制；为城市近郊村镇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布

局提供针对性的策略，构建差异化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

As the functional border area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uburban villages and towns have become the areas that are most 
severely affected by urban spatial spread, and are also important construction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Under the radiation of urban resources, suburban villages and towns enjoy multiple 
choices in the us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promot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led to problems such as the unreasonable layout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oversaturated configuration 
in suburban villages and towns, and the misalignment of facilities has led to the phenomenon of "borrowing" at different levels 
in villages and town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se and configur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anqiao Town, Yong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evaluates the cross-regional borrowing, cross-functional borrowing and two-way borrowing mechanisms in villages and towns, 
provid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the supply and layout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suburban villages and towns, and constructs 
differentiate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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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颁布多项关于农

村深化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文件，旨在

更好地指导和协调农村各项改革，推进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通过政策和规划手段缩小城乡差距，是重

庆市“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中，

村镇基础服务设施配备基本完善，乡村振兴取

得较大的成效。

城市近郊村镇因处于城市辐射范围内，

受益于城市发展带动，与城市联系紧密，可以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村镇聚落空间重构数字化模拟及评价模型”（编号2018YFD110030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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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共享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商贸中心、

运输站点等大型公共设施。但由于存在共享现

状，村镇设施的使用次数相对减少，致使公共

服务设施的浪费。这一问题主要由规划布局中

供给和实际需求的不平衡导致，也关系到近郊

村和区域外的配置关系，应从时序发展下的配

给和使用进行多维度分析。针对村镇公共服务

设施的配给问题，近年学界愈发重视基于不同

需求的针对性配置方法，即注重社会参与、服

务效率、科学配置，充分利用城乡复合环境为

村民建设提供更完善、高效实用的服务设施，

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耿健等[1]认为传统的“分级配套”和“千

人指标”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应细分项目、细

分人群和需求，完善相关规划方法与技术。卓

佳等[2]提出应建设“三分”（分效、分区、分型）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体系，有效细化配置内容。

赵万民等[3]认为分级配置的依据单一化、协同

共享配置的缺乏导致设施建设浪费，以此提出

村村共享、村镇共享、村城共享的协同模式，基

于政府政策和资金运转的保障，提高服务设施

的管理效率与服务能力。万成伟等[4]针对区域

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失衡、使用率低、可达性差

等问题，提出以差异化为核心的精准化配置规

划，从村民需求、内容规模、空间布局、发展时

序4方面探究规划配置策略。栾峰等[5]提出需

要在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置的基础上合理优

化设施的配置层次，结合政府层级管理增加配

置，或为今后发展扩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

能力。而对于生活圈视角层面，王新鹏等[6]将

设施划分为区域协调型和半径依赖型，通过出

行距离、服务需求、使用频率划分生活圈，提出

“动态配置”的措施要求。

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叙述城乡设施之

间配给差异和共享现状，缺乏地域针对性布置

策略。本文结合已有研究，以重庆市永川区板

桥镇为案例，通过多尺度视角，对设施的规划

配给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合问卷

调查和人口LBS数据研究剖析公共服务设施

呈现的复杂“借用”机制。

1  近郊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借用”

现象与研究方法

1.1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

永川区位于重庆市西南部，距离重庆市

中心66 km，是规模较大的市级区。板桥镇位

于重庆市永川区北部，距离永川市区27 km，

区位优势突出，城市近郊特征显著。板桥镇面

积53.8 km²，常住人口1.7万人。镇域包括中心

集镇镇区，柳溪村、古佛村等5个中心村，大坪

村、新桥村、龙门滩村等6个基层村。

结合现场调研，板桥镇总体配置大部分

满足标准要求，文化体育和社会福利设施尚未

满足标准（见表1）。由于近年乡村向中心城市

的人口流动，加上重庆“大城市、大山地、大乡

村”的区域发展差异化特征，板桥镇的年轻人

多选择到永川或重庆打工就业，村镇空心化严

重，村镇中主要居住人群为老人和留守儿童，

设施资源浪费并难以维护。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笔者在实地问卷调研中收回有效问卷

100份，在板桥镇政府的帮助下对各村公共服

务设施需求、使用情况和满意度等进行数据采

集；通过查阅重庆市永川区政府教育、医疗公

开信息并结合现场调研，获取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现状数据。基于2019年7月的人口LBS数

据，并结合GIS栅格的数据处理，分析人口流

动情况。基于区县域人口流动视角、镇域设施

配给视角和村单元使用情况视角，对板桥镇公

共服务设施在人口活动、设施配给、设施使用、

居民需求等方面的“借用”现象进行分析，总

结板桥镇公共服务设施“借用”机制，最后提

出针对性的设施配给策略（见图1）。

2  近郊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借用”现象

分析

2.1  区县域尺度下村镇人口的跨镇域活动

分析

根据板桥镇的访谈情况，居民日常活动

联系最紧密的城区为永川市区，故选择永川区

范围对设施“借用”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对永

川市与其他镇、街道通勤人口LBS数据总体流

动情况，将人口流动较少的金龙镇、永荣镇定

义为远郊镇，反之，将三教镇、五间镇定义为近

郊镇（见图2）。

远郊镇至市区的人口流动特征表现集中

于工作日，周末外流人口大幅减少，与市区联

系较弱（见图3）。近郊镇至市区的人口流动特
表1 板桥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情况

Tab.1  Al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anqiao Tow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2014）》整理绘制。

设施类型
镇 村

设施名称 是否配置 设施名称 是否配置

文化体育设施 乡镇综合文化站 ○ 村文化活动室 ●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小型） ○ 农民体育健身场地 ◎

医疗卫生设施 乡镇卫生院 ● 村卫生室 ●

社会福利设施 养老院 ○
村养老服务站

（结合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设置） ○

老年人活动室 ○

基础教育设施
初中 ● 幼儿园 ○小学 ●

幼儿园 ● 小学 ◎
图1 技术路线图
Fig.1  Technical road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表示未配置，◎表示部分配置，●表示配置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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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则为全时段、全范围流动，市区对其吸引力

较强，除工作需要外，生活上同样会与永川市

区产生来往流动（见图4），城乡之间形成良好

互动，促使生活圈范围扩大，村民同时享有市

区和镇域的多样化服务。

板桥镇通勤人口流动特点与近郊镇类

似，流动范围较大，全时段流动人数较多，周末

和工作日人口流动差别不大。除与永川市区的

联系紧密外，板桥镇与三教镇之间的流动也很

频繁，生活圈范围超过板桥镇范围，呈现跨镇

“借用”公共服务设施的情况（见图5）。

2.2  规划配给与使用错位现状

2.2.1 设施布局与散居人群的使用矛盾

以15 min步行圈为基本覆盖标准，将各

公共服务设施覆盖范围与板桥镇日常活动人

口分布叠加比较，发现公共服务设施与日常

人口活动分布不够匹配。行政设施和医疗设

施各村均有设置，大部分为集中分布，几乎覆

盖全镇，但教育设施和文体设施的问题较为

突出（见图6）。

结合现场调研，板桥镇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总体呈现“整体集中、部分散点”的分布

特征。设施规模化集中配置后，通常将服务更

多的人口[7]57，但镇公共服务设施向行政中心

集中的布局方式与现状较小的人口规模以及

乡村居民点离散分布的特征不匹配，增加了

村镇边缘居民的距离成本。例如，现状村教育

设施除柳溪村小学外已全部向镇区撤并，人

口离散分布的现状导致镇、村边缘的村民因

距离因素更有意愿跨边界就近“借用”教育

设施。在问卷和访谈中也了解到汪家岩村的

村民会“借用”交通距离更近的三教镇的教

育设施，而选择镇中心的人很少。

2.2.2 设施使用效率与需求层次的选择矛盾

马斯洛[7]20提出，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级

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

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

求。不同服务设施在选择中受到需求层次的

影响，且设施的使用效率也会受到影响，故下

文从基础和提升两个需求层次分析居民对服

务设施的选择倾向。基础层次对应人的基本

生理需求如医疗服务，提升层次则对应个性

化的居民发展，如教育和文化服务。

（1）基础层次与就近选择

根据问卷调研数据统计服务设施的使用

强度，以此来表征设施的使用效率。在普通就

a 金龙镇工作日通勤人口流动                                            b 金龙镇周末通勤人口流动              

c 永荣镇工作日通勤人口流动                                            d 永荣镇周末通勤人口流动              

图2 永川市中心人口流动情况
Fig.2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city center of Yongchu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远郊镇人口流动情况
Fig.3  Population mobility in far suburban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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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三教镇工作日通勤人口流动                                            b 三教镇周末通勤人口流动              

c 五间镇工作日通勤人口流动                                            d 五间镇周末通勤人口流动              

医的条件下，镇卫生院的使用效率与距离呈现

负相关性（见图7）。综合考虑交通可达性，将

15 min步行圈覆盖范围作为镇服务设施的服

务范围，整体划分4个较近村和7个较远村。

分别把各村村民使用村卫生所和镇卫生

院的使用强度进行对比，发现较近村村民使用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的强度比较接近；但较远

村村民使用村卫生所的强度比使用镇卫生院

的强度高出1倍。总的来看，较近村村民对村

卫生所和镇卫生院的使用可相互替代，但较远

村的村卫生所和镇卫生院的使用不存在替代

关系。其中汪家岩村、龙门滩村、柳溪村不同等

级设施的使用强度差最为明显，存在区级设施

使用强度高于镇级设施的现象，镇卫生院的利

用率在3个等级中最低（见图8）。

对于文化设施，集中配置提高居民的使

用效率。以中心村、基层村、镇社区作为比较

标准，板桥镇居民对于文化活动类服务设施

的使用强度呈现镇社区—中心村—基层村逐

级递增的使用规律。中心村设施分散配置和

配置不足对使用强度呈现负影响，基层村文

化、行政、医疗设施的集中配置促进了人群的

集中和使用（见图9）。

（2）提升层次与偏好选择

在同等级教育设施的选择中，存在质量

优先的跨镇同级“借用”现象。根据板桥镇

现状中小学班制、人数，计算得到生均规模和

班额数（见表2-表3）。

板桥初中满足配置要求，但小学配置严

重不足，生均规模仅达到标准的1/2，班额数

超额严重，学生教学环境较差。相比之下，邻

近镇的三教小学配置较好，规模上可承载更

多的学生接受教学。同时，在调查问卷对于公

共服务设施使用影响因素的评分中，环境舒

适性的评分为4.10，仅次于距离对于选择的

影响（见表4）。访谈中村民也反映三教镇小

学教学质量更好，在同等小学教学需求下更

愿意选择跨镇就读。

2.3  居民的差异化诉求偏向

2.3.1 “借用”意愿与需求的相关性

问卷数据体现了板桥镇发展现状及其作

为城市近郊村镇的居民特征。统计数据反映，

板桥镇年龄结构步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

群体占比达到24%，35岁以下仅占比9%。同

时，整体人口教育水平不高，67%为初中及以

下学历，本科学历仅占15%；家庭年收入方面，

图5 板桥镇人口流动情况
Fig.5  Population mobility in Banqiao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近郊镇人口流动情况
Fig.4  Population mobility in suburban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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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1万—5万元，占群体的64%，1万

元以下的占8%。

为更准确地分析“借用”意愿，将村民

“借用”意愿与个人情况进行交叉分析，“借

用”意愿综合考虑人对距离、时间、个人条件

等情况下对设施的选择偏好，得到以下结论：

（1）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的“借用”意愿与个

人条件呈正相关（见图10），如教育类和医疗

类公共服务设施，村民在接受范围内愿意选

择质量更高的设施，从而满足个人对品质的需

求。（2）不同人群对设施“借用”意愿不同

（见图11-图12），对于设施的“借用”意愿，男

性普遍低于女性，说明在同类设施选择上，女

性更愿意支付成本满足品质需求；同时，不同

年龄段对公共服务设施呈现相反的选择倾向，

如35—60岁的人群“借用”的意愿最为强烈，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因自身原因“借用”意

愿最低，尤其在文化设施上更偏向就地的使

用。（3）不同类型村庄对于不同需求层次存在

差异化选择倾向（见图13）。较远村对于基础

层次设施的“借用”意愿强烈，较近村则对提

升层次设施的“借用”意愿强烈，反映出距离

成本高低对于选择意愿影响较大。

2.3.2  差异化需求导致的规划设施配给饱和

现象

根据《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

准》，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在乡镇级和村

级都有设施规模和数量的要求，服务设施配

给饱和度即该设施规划服务人口和实际使用

人口之比。设施配给的“过饱和”是由居民

的实际需求与规划配置不平衡导致，资源浪

费和资源使用不足均属于设施配给的过饱和

情况。若实际使用人口数量小于设施规划服

务人口，则是设施的资源浪费，通常是“借用”

其他区域服务设施导致的；若实际使用人口

大于设施规划服务人口，则反映了设施在规

划上的配给不足，或是由于该设施的质量较

高，周边居民来此“借用”导致。

栅格化处理LBS人群活动数据，得出居民

日常活动分布网格。分析其与文化、行政、医疗

设施布点间的关系，发现板桥镇部分公共服

务设施呈现出设施闲置导致的配给过饱和现

象，且无设施的过度使用导致配给不足的情况

（见图14）。文化类设施实际使用人口数量小

图8 各村使用不同等级医疗设施的强度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the intensity of using different 
levels of medical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行政设施覆盖范围                                                            b 教育设施覆盖范围              

c 医疗设施覆盖范围                                                            d 文体设施覆盖范围              
图6 日常人口活动分布和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覆盖面关系图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daily popul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coverag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较近村镇域医疗设施使用强度                                        b 较远村镇域医疗设施使用强度        
图7 村镇医疗设施使用强度对比图
Fig.7  Comparison of the usage intens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in villages and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04 | 城市研究

于规划服务人口，医疗类设施则呈现老旧设施

使用率低和新设施使用相对活跃的现状。

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设施配给“过饱和”

情况均与老年人的使用相关。文化类和医疗类

设施的使用呈现功能错位的现状，村卫生所配

建的小广场、宣传栏和健身设施吸引的居民反

而多于来就诊的居民。图书室的主要使用人群

为低龄人群，而板桥镇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分散布置的文化设施，

其功能不够完善、配给不足，1/2以上的村民认

为村文化设施需要提升改造；集中布置的农家

书屋和活动室常年不开，存在资源浪费现象，

村民的集体活动多在村委会和村卫生所进行。

3  近郊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借用”机制

剖析

基于前文研究结果，将村镇公共服务设施

的“借用”机制总结为以下3种：“双向借用”，

即由于设施配给的不合理，某村镇的居民向外

部“借用”设施，但同时外部居民也向该村镇

“借用”设施；“跨功能借用”，即由于服务设

施本体功能的荒废或布局的不合理，导致该服

务设施被当作其他功能的设施使用；“越级借

用”，即由于设施分级体系建设的不完善或不

合理，村镇居民不按照规划预期的方式分级使

用设施，转而越级向高等级服务设施集中。

3.1  “双向借用”的公共服务设施

“双向借用”机制基于公共服务设施的空

间配给不平衡提出，主要表现为居民根据其服

务需求层次的不同而跨村镇“借用”设施。现

有标准对于镇、村两级设施标准的划定几乎等

同于城市中的居住区和居住小区，但村镇由于

土地分配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往往其范围远大

于一个“居住区”层级的概念，导致设施的规

划范围对象与居民的实际需求不匹配。例如，

板桥镇教育设施的不均匀分布使得南北两侧

的村落具有完全不同的教育条件，对于镇教育

设施覆盖范围外的居民来说，位于邻镇的教育

设施反而有更高的吸引力；教育质量低的邻镇

a 中心村文化设施使用强度                                                b 基层村文化设施使用强度        
图9 中心村、基层村文化设施使用强度对比图
Fig.9  Comparison of the use intensity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central and grassroots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板桥镇、三教镇小学设施配置情况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between Banqiao Town and Sanjiao Town

表4 公共服务设施选择影响因素评分

Tab.4  Scor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lec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表3 板桥镇初中配置情况

Tab.3  The configur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Banqiao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设施名称 规模/（m²/处） 生均规模/（m²/生） 班额数/（生/班）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班数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板桥小学 4 932 10 791 24班 3.85 8.42 53
三教小学 22 391 33 263 36班 15.15 22.52 41

小学标准配置要求 8 100 17 280 24班 ≥7.50 ≥16.0 45

设施名称 规模/（m²/处） 生均规模/（m²/生） 班额数/（生/班）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班数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板桥初中 8 723 10 901 12班 17.48 21.85 42

初中标准配置要求 10 800 20 400 24班 ≥9.00 ≥17.00 50

影响因素 评分（5）
距离是否近 5.00

环境是否舒适 4.10
开放时间是否合适 4.00

费用是否合理 3.60
可选择性是否大 3.52

图10 分收入人群对不同设施的“借用”意愿
Fig.10  Willingness to borrow facilities with different 
incomes

图11 分性别人群对不同设施的“借用”意愿
Fig.11  Different genders' willingness to borrow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分年龄人群对不同设施的“借用”意愿
Fig.12  Willingness to borrow facilities by 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分村人群对不同设施的“借用”意愿
Fig.13  Willingness to borrow different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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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也向板桥镇“借用”设施；同时，对教育服

务要求较高的村镇居民具有向更高层级区域

（如永川区和重庆市）“借用”教育设施的趋势。

3.2  “跨功能借用”的公共服务设施

“跨功能借用”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村镇受

到“均等化”配置影响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其

他功能的入侵。由于长期受到城市社区建设方

法的影响，以城市标准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

供给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

和有效参与，造成公共服务错位供给的现象[8]。

例如，村内公共活动往往表现为自发性聚集，

由于村卫生所的选址充分考虑了居民可达性

的因素，因此在空间上往往具有吸引居民集聚

的特征，等候空间和就诊空间更易承担医疗之

外的公共服务功能；同理，废弃小学的操场则

相应为缺乏公共空间的村落提供了活动场所。

3.3  “越级借用”的公共服务设施

“越级借用”机制普遍存在于满足基础

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表现为地理空间上

的就近选择。城市近郊村毗邻资源优质且高度

集中的城市功能区，村镇居民在其中有更多选

择，对于品质差距不大且距离相对邻近的两个

诊所之间不存在选择偏好，且在品质考虑时更

愿意选择跨区域“借用”。从问卷和访谈内容

可以得知，村卫生所能够满足村中老人日常就

医需求，因此镇卫生院的使用频率较低，重病

和大病的治疗需求则通过永川区医院满足，存

在“越级借用”情况。“越级借用”忽略了距

离带来的时间价值损失，更注重对品质的选择

和与居民个人情况相关的需求，与原规划的层

级配置预期相悖。

4 近郊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给策略

4.1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给模式

公共服务设施“借用”现象的本质是自

下而上的设施选择，体现了居民的个人意愿，

在设施配给的优化上有积极作用。村镇公共

服务设施布局策略应以差异化为核心，将设

施分为自主调度型和无差别选择型两类。其

中，自主调度型以文化类、社会福利类、医疗

保健类、高等级教育类设施为主，以村民提升

性需求为核心，落实普惠化要求；无差别选择

型以基础教育类、行政类和诊所医院类设施

为主，以村民生存性需求为核心，落实均等化

要求（见图15）。

自主调度型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

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来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

务质量，充分调动市场活力，作为基础公共服

务设施层次之上的有益补充；无差别选择型

强调自上而下的层级化配置，以提高设施可

达性并满足覆盖范围为主要目标。在满足基

础配给要求下，可结合两类公共服务设施进

行复合配置。如将文化设施依附于教育设施

的配置，建立多功能服务设施，通过集约配置

来提高设施使用效率。

4.2  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类配给策略

（1）无差别选择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给

策略

对于该类设施，村民会根据其实际需求

对设施的级别、完善程度来进行自发性选择，

距离在此不作为限制条件。当前村镇无差别类

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基本满足条件，应加强

对现有设施的维护，并提高设施的质量。同时，

城区的设施和镇设施（包括其他镇）被纳入

同一选择范围内，可结合与其联系较为紧密的

镇进行联合配置，对于需求较高的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精细化配置。

（2）自主调度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给策略

对于现状使用效率较低的设施，可通过

设置新功能来吸引居民的使用，例如部分离镇

卫生院较近的村卫生所可增加文化、养老服务

功能，降低设施的闲置率。部分设施需根据人

口老龄化现状调整配给额度，增加社会福利设

施的建设，同时也可结合文化设施进行复合配

置。对于缺乏自主调度型设施的村，则可根据

居民需求意愿调查，在当前居民文化、娱乐、健

身等活动习惯的基础上，提升其活动的场所，

并增设相应的活动室、活动广场、固定桌椅、健

身器材等设施。

图15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给模式图
Fig.15  Allocation mod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5 结语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的社会背景下，有效利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借

用”共享是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点。本文以板桥镇为研究案例，发现城市近郊

村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在整体上呈现出配

给收缩和功能叠用的特征，这是当前层级化的

设施配给策略与城乡复合建成环境间的矛盾

导致的。如何通过调整配给和存量更新，将村

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错配借用”现象转化为

高质量的“协同共享”，需要未来更加系统和

深入的城乡协同的公共服务设施研究。

图14 设施布点和人口日常活动分布关系图
Fig.14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lity layout and daily 
activity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 数值为LBS数据中该栅格内的活动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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