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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evelopment in Scenic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Tianmu Lake Area in Liyang City as the Case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风景名胜地区城乡空间发展 
—— 以溧阳市天目湖地区为例

罗震东  阮梦乔  高慧智
Luo Zhendong, Ruan Mengqiao, Gao Huizhi

导言

风景名胜地区尤其是高密度城市区域中的风景名胜地区正

日益成为都市人群休闲度假的主要空间。远离城乡喧嚣的风景

名胜地区在成为都市消费对象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生着演化与

升级，一个典型的城乡空间生产过程悄然发生。目前国内关于

风景名胜地区空间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领域 [1-4]，总体呈

现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1）集中在广泛意义上的陈述，包括旅

游产生的效用、旅游带动的城镇发展以及旅游造成的景区城市

化等，基本针对“当下”时间点，缺乏对风景名胜地区城乡发

展历史变迁的研究 ；（2）囿于“旅游经济”和“景区”空间，

忽视旅游对城乡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多关注“旅游经济体系内”

和“景区及景区周边”；（3）“功能”视角为主，“空间”研究较

弱，基本缺乏对旅游在景区体系内及景区体系外的“空间效应”

的详细陈述。由于研究领域和视角的限制，风景名胜地区与城

乡空间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各种要素无法在一个

共同的框架中得到分析，从而妨碍了对于风景名胜地区城乡空

间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准确解读与总结。

1960 年代，亨利 · 列斐伏尔（Henri Lefelvre）开启的“空间

生产”研究为城市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空间发展和城

市规划的视角 [5]。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

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而是各种利益角逐的产物，受到各种利益群体（stakeholder）的

牵制 [6]。哈维（Harvey）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理论 [7]，

他从资本的集中与循环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最主要动因

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城市化是资本家受利益驱使形成的产物，

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化过程中将产生的危机转入空间

生产领域的产物，城市发展的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

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 [8,9]。随着空间生产理论的不断引介，

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 [10]，空间生产研究正在由片段、

摘要 ：空间生产为城市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空间发展和

城市规划的视角。基于这一视角，以溧阳市天目湖地区为例对风

景名胜地区的城乡空间发展进行了研究。发现以天目湖地区为代

表的风景名胜地区带动城乡空间发展的过程是典型的中国式资本

城市化过程。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分权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地方政府的公司主义特征日益凸显，市场资本在政

府的有效诱导下逐渐进入空间开发建设领域。在这一过程中，资

本本身循环累积，进一步加速了城乡空间本身的分异，更多的空

间类型被生产出来，更多的空间消费被引发出来，从而使得资本

城市化的规模不断扩大、能级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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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的认识向全面的理解和应用演化。虽然空间生产理论已

经成为解释当今中国空间现象和空间过程的有效工具，但既

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 ：（1）重在对“当下”城市发展过程

中的现象进行解析，对长期机制的实证探讨显得比较薄弱 ；

（2）聚焦“城市”，认为城市才是阶级对立和资本运作的舞

台，对乡村地区关注较少，对乡村空间生产的机制和特征的

研究有待加强。事实上，空间生产的理论虽源于西方，但并

不意味着其应用和发展必须囿于西方的范式，中国转型期特

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为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案例。

广大乡村正在成为城市深刻影响的空间，城市消费文化的注

入，资本逻辑的支配，使得乡村也已开始成为资本运作的舞

台 [11]。风景名胜区及其影响范围中的乡村地区因优质景观和

生态空间被纳入城市的消费范畴，正是上述乡村类型的典型

代表。从资本城市化的角度对其空间演变进行解读，一方面

对空间生产这一源于西方城市领域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

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益于从社会—空间统一体角度全

面地剖析风景名胜地区城乡空间发展的路径与机制。

1  分析框架与研究对象

1.1  分析框架
1980 年代，大卫 · 哈维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揭示了土地利

用空间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 [12]。哈维根据资本周转的时间和

投资领域，区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三个回路 ：第一个

主要回路是资本向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

在这个回路中，“过度积累”的出现导致资本转向第二个回

路，即向城乡空间（建成环境）发展的投入，包括生产性和

消费性物质环境的投入。这一回路是哈维关于“资本城市

化”理论的重要组成。第三个回路是资本向社会性花费（教

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投入，为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

高劳动生产率获取剩余价值 [13]。

基于哈维的资本循环理论，本文认为中国当前大部分风

景名胜区的空间发展主要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扩大化再生

产以及资本的城市化三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对应于资本的

第一回路，空间生产机制为旅游经济的起步和扩张，具体空间

表现为景区空间本身及与之关联的基础设施空间和联动产业

空间的生产，第三个阶段对应资本的第二回路，空间生产机制

为由前两阶段的资本积累催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应的空间

表征为城乡建成空间的生产（图 1）。当然随着城市化与工业

化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将会向第三个回路演进。

1.2  研究对象与信息收集
研究选取的实证对象是溧阳市天目湖地区。它位于江苏

省南部，是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山地丘陵和生态保育区，同时

处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大中心城市的叠加影响范围，与长

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距离基本在 200 km 以内（图 2），随着

宁杭高速和高铁的开通，交通区位优势日益显著。从 1992

年溧阳沙河水库更名为天目湖开始，天目湖地区即走上了景

区建设与城乡综合发展的道路，使得溧阳逐渐从农业小县、

经济穷县转型成为旅游业、服务业以及生态、科技产业综合

发展的全国百强县（市）。天目湖风景名胜地区在带动溧阳

城乡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龙头作用①，已经成为溧阳

图 2  溧阳市天目湖地区的区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① 据统计，在溧阳市的产业结构中，天目湖景区和以“天目湖”冠名的农副产品品牌系列对溧阳的税收贡献多年高达 50%，旅游相关产业是溧

阳市的支柱产业。

图 1  风景名胜地区城乡空间演进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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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名片，为城市赢得了诸多殊荣①。溧阳也因此被评价

为“以旅游业突围”的苏南小城市，在长江三角洲众多中小

城市发展模式中，溧阳天目湖的风景名胜地区带动发展道路

是最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之一。分析天目湖地区的发展过程

有益于总结风景名胜区带动城乡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规律，同

时可以深入地观察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整体升级过程中，影

响空间发展的利益格局与作用机制的变迁过程，为空间生产

理论的中国化提供支撑。

关于溧阳市天目湖地区发展历程的信息，本文主要采用

两种方法进行采集。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对地方志、地方日报、

政府工作报告的提炼。由于案例的时间跨度较长，在提取溧

阳市天目湖地区城乡发展的重大事件方面，1991 年以前的

事件资料主要来自包括县志等地方文献的记录，1992—2002

年事件资料主要来自《常州日报》对溧阳重大新闻的记录，

2003 年以来的事件资料主要来自溧阳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

部分网络资料作为补充。第二种方法是深度访谈与实地踏勘。

由于研究涉及较广的区域，并且关系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

因此在案例实证阶段，主要通过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搜集关于

溧阳城乡发展的宏观战略决策和微观主体的行为信息。访谈

对象包括大量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如溧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市规划局、市国税局、天目湖工业园管

委会、李家园村②党委等部门，也包括溧阳各行业的相关人

士，如银行业、工业企业、建筑地产开发企业主要负责人，

地方名人、教授、个体私营企业老板、游客、普通市民、农

民工等群体。对研究的重要地点进行实地踏勘调查，包括重

要的景区、城市片区、工业园、乡镇、农业生态园和旅游农

庄的发展现状。深度访谈和实地踏勘所获得的信息构成了实

证研究的主体。

2  溧阳市天目湖地区的空间生产历程

天目湖的开发源于“鱼头现象”。天目湖的前身——沙

河水库修建于“大跃进”年代，建成后由于库里只有细沙而

无淤泥，水质达国家二级，湖中盛产的大头鳙鱼没有土腥味，

经过水库招待所大厨朱顺才的探索，研制了远近闻名的地方

名菜“砂锅鱼头”。1985 年邓小平视察江苏，品尝了朱顺才

以水库水烹制的砂锅鱼头后连声称赞，自此水库的砂锅鱼头

名扬四海。“鱼头现象”是推进水库周边自发空间生产的主

要力量，大大提升了水库的知名度，为后来的开发埋下伏笔。

1992 年溧阳市委坚定了旅游开发的决心和信心，同年将沙

河水库正式更名为天目湖，开始着手天目湖景区的打造。可

以说，天目湖水库修建初期，由于开发基础薄弱和国家政治

经济体制的约束，并没有市场资本进入，也较少形成直接鲜

明的空间效应。但“鱼头现象”作为一种品牌效应，形成了

自身的社会感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对“品牌”和“营

销”的直观感受，间接地启发了后来的空间生产者对“营

销”的重视和把握。

2.1  资本原始积累阶段（1991—1995）的城乡空间生

产特征
1990 年代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天目湖地区的发展

创造了巨大发展机遇。1992 年，溧阳市委书记杨大伟提出

了奠定溧阳此后 20 年发展基调的“四大开发”战略，即天

目湖风景名胜区、昆仑工业开发区、丘陵山区特色农业和苏

浙皖边贸市场。1992 年 4 月，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开发领导

小组成立，1993—1995 年委托同济规划院、苏州城建环保

学院和加拿大西风资源集团公司联合编制 18 km2 的《天目

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天目湖开

发拉开帷幕，相应地，资本启动了原始积累。

在这一时期，景区及配套设施建设是核心工作，典型如

1992 年开始的以服务景区为核心的道路升级改造工程。这一

工程历时 7 个月，总投资 8 000 万元，建设了穿越 14 个乡

村的 60 多 km 的水泥和黑色路面。在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溧阳市委宣传部门对天目湖景区进行了多样化的营销。

一方面在天目湖畔举办“中国溧阳茶叶节”，提高“天目湖”

的知名度，同时邀请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上海东方电

视台等多家国内知名电台录制和播出天目湖系列专题片，在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重要报纸媒体上

发表记录天目湖变迁和赞美天目湖风光的系列文章。总体上，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对景区周边城乡发展和空间塑造的影响

均有限，其意义在于创造了天目湖这一旅游经济增长点，为

后续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资本基础。

2.2  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阶段（1996—2001）的城乡空

间生产特征
随着天目湖景区建设的日益完善和知名度的日益提高，

天目湖的品牌效应和带动效应逐渐增强。其一，在天目湖旅

游业的带动下南部丘陵山区农业开始走上产业化、外向化、

现代化道路。1996 年市政府推动天目湖绿色食品带开发，

在景区周边划地 26.4 万亩，建设了 8 个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带动 6 个乡镇致富，1997 年溧阳被列为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

① 溧阳赢得的称号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的休闲城市、中华最佳休闲度假

旅游城市、中国最佳山水文化旅游城市和中国最佳魅力乡村旅游城市等。

② 在天目湖的后续开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村，在长三角名气很大的“御水温泉”、“南山竹海”就位于该村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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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同时“天目湖啤酒公司”和茶叶龙头企业逐渐成长壮

大。从 2001 年开始，农业企业家圈地建设规模化农业产业

园的案例不甚枚举，迄今溧阳南部丘陵地区已经形成 30 万

亩连片农业开发带。随着天目湖景区知名度的提升和招商引

资的推进，外来资本也开始关注景区周边，并投资农业开发

领域。其二，随着天目湖知名度的提高、游客量的增大，其

周边相关旅游资源得到了陆续的开发。上世纪末南山竹海脚

下李家园村党委看到了天目湖开发以后巨大的经济效益，开

始斥资打造南山竹海公园。由于与市政府开发联动景区、疏

解天目湖人流、做大旅游产业的意向不谋而合，获得了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为服务南部山区一些意向性联动景区的开发

建设，市政府主持了南线道路拓宽工程等一批通景区道路的

新建、改建工程。2002 年溧阳民营企业家陈建敏个人投资 3

千万元，在城区南郊燕山脚下建设现代化老幼康乐中心，拉

开了燕山风景区的开发序幕。与此同时溧阳市域北部的瓦屋

山及宝藏禅寺的开发陆续展开。以上均构成了“天目湖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营销层面，形式和内容日益多元

化，以天目湖宾馆、天目湖啤酒、天目湖茶叶等为典型代表

的各类“天目湖”品牌企业开始进入自主营销的阶段，与政

府主导的大型节庆赛事营销相得益彰①。总体上，这一阶段

天目湖景区的扩散效应逐渐彰显，旅游经济上下游关联效应

增强，天目湖联动景区和相关农业产业空间建设成为核心工

作，相应地，资本进一步扩大循环累积。

2.3  资本的城市化阶段（2002 年至今）的城乡空间生

产特征
2002 年以来的 10 余年是天目湖地区资本的城市化阶段。

在国家发展战略转型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

程中，天目湖地区自身的生态价值与风景名胜区城乡统筹道

路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围绕天目湖的空间生产活动不断

丰富多元，开始超越简单的风景名胜区带动发展格局，形成

天目湖主导的溧阳城乡空间重构与转型格局。

（1）天目湖主导的市域大旅游格局初步形成。2001 年

天目湖通过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审批。2003 年天目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以其为领头羊，溧阳旅游业内出现一

批中小型景区开发商。2004 年 320 km2 的《天目湖旅游度

假区总体规划（三期）》出台，其生态控制区域占溧阳市域

总面积的 1/5，涵盖南部丘陵地区绝大多数景点。2004 年 3

月，南山竹海景区交由天目湖旅游有限公司控股，2006 年

成为溧阳第二个国家 4A 级景区。2008 年天目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兴建的御水温泉项目竣工，2011 年升

级为国家 4A 级景区。南山竹海和御水温泉成功地将溧阳的

旅游留客时间从 1 日延长为 2 日，使“休闲度假游”、“商

务会议游”比例大为增加，填补了观光游的淡季效应，促

进了天目湖大景区由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的进一步转型。

（2）天目湖强势带动了南部丘陵的“一村一品”与新农

村建设。2003 年末以来，溧阳正式以“村村创一品，品品

兴一村”为主题，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逐渐形成围绕“天目

湖”这个“大品”，涉及 34 个商品大类，涵盖 11 个服务形

态的格局，2008 年末形成“一村一品”专业村 105 个、专

业园各 107 个。“一村一品”在巩固和完善天目湖品牌的同

时，对溧阳市域范围内的农业村庄进行了一次整合，拓展了

天目湖景区体验式旅游的运作范围。而 2005 年后大规模出

现的旅游农庄则进一步拓展了区域的体验式旅游，2005 年

十一黄金周，溧阳旅游直接收入中各大景区只占 57%，其余

43% 都来自旅游农庄。溧阳旅游农庄被誉为江苏乡村旅游的

两大典型代表之一。

（3）天目湖景区最显著的空间影响体现在城市发展重心

的转移、新兴产业空间的兴起以及两次行政区划调整上。自

1998 年市政府跳出老城中心，在建成区南缘以南约 1 km 处

选址新建办公楼，并带动规划局、财政局、法院等的整体南

迁后，2001 年市政府斥资约 2 亿元将苏浙皖边界市场整体

南移到城区南端燕山风景区脚下、新行政中心南约 1 km 处，

南片区商贸物流开始兴盛 ；2002 年溧阳市客运中心建成并

交付使用，同样位于新行政中心南侧约 1 km、边界市场东

约 800 m 处，进一步南拓城市空间。2004 年溧阳最好的高

中——江苏省溧阳中学搬迁至新市政府西侧约 1.5 km 的新

校区。继溧阳中学搬迁后，市体育馆、外国语学院、人民

医院等重大公共服务设施纷纷制定南迁方案。在重大公共

服务设施南移过程中，城区向南拓展的框架基本明确，并

逐渐向通往天目湖景区的交通要道 S241 靠近。行政中心的

南迁带来大量港资、外资进入，为溧阳市级第一商圈的形

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天目湖以其品牌和人气对城

区造成的空间拉动作用还体现在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

层面，从 S241 省道溧阳段（天目湖路）的升级改造到 2010

年城区交通规划为跨越宁杭高速与高铁对接天目湖预留 10

条通道可见一斑。

在新兴产业空间的带动方面，2003 年位于城区与景区

交界地带的天目湖工业园起步建设。2006 年以来，溧阳经

济开发区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旨在充分发挥天目湖的品

① 1998 年 4 月 24 日天目湖系列产品进军上海，大打绿色健康牌，吸引了上海商界的强烈关注。与此同步，天目湖开发总公司在沪宁线各大城市

发布了 30 万张广告传单和 40 万张游玩优惠券，造就了天目湖开发以来最为火爆的旅游热潮。同年 4 月 28 日，“正昌杯”中美滑水明星对抗

赛在天目湖景区拉开帷幕，此次旅游与运动结合的营销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天目湖几乎每年承办国际水上运动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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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效应。2012 年 3 月由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常州市政府共同

投资的江苏中关村科技园在经开区开园，规划面积 40 km2，

投资 500 亿。天目湖工业园和溧阳经济开发区的集中发展与

升级改造路径，均与天目湖品牌的崛起及其对溧阳的深远影

响不可分割。中关村科技园落户溧阳，与溧阳成功运作天目

湖和维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在功能布局调整的同时，溧阳市于 2000 年和 2007 年进

行的两次大范围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均与“天目湖效应”密

不可分。2001 年 1 月，溧阳将原有 36 个乡镇调整为 18 个，

大幅拓展了中心城区和天目湖镇的行政范围。新的溧城镇

（中心城区）由原有 6 个乡镇合并而成，行政范围向四周略

有扩张，而天目湖镇则兼并了原先的茶亭镇，管辖范围向北

大幅拓展，与主城区实现了行政范围的对接。2002 年南郊燕

山风景名胜区的打造，成为衔接城区板块和天目湖板块的生

态绿核，天目湖景区发展对溧阳城区空间发展方向的引导已

逐渐显现。2007 年，溧阳实施了第二次行政区划调整，核

心依然是溧城镇和天目湖镇的辖区范围。区划将原溧城镇与

原新昌镇的大部分空间合并，设立新的溧城镇，调整后溧城

镇管辖范围向西大幅拓展 ；将原天目湖镇和周城镇合并，设

立新的天目湖镇，调整后天目湖镇向西北发展，管辖范围直

接对接城区。

（4）天目湖的营销模式与影响不断升级，从狭义的天目

湖旅游营销和相关产品营销拓展到城市营销。传统的天目湖

营销，如始于 2005 年延续至今的“双节”（中国溧阳茶叶节、

天目湖旅游节）合璧，在营销的广度、深度、持续性和影

响力方面都在不断加强。城市营销方面，则一方面利用新

兴的网络媒体，如举办“全国知名网络媒体看溧阳”活动

提高城市知名度 ；另一方面则通过会议营销提高城市能级。

2004 年，在省、市政府共同支持下，溧阳市、亚洲资本论坛、

中国跨国公司研究会、上海前沿控股集团共同举办的亚洲资

本论坛中国开发区高峰会在天目湖畔开幕。2006 年，由“欧

洲论坛”、“亚洲资本”、上海前沿控股等共同投资 10 亿元

的“中欧论坛”永久性会址在天目湖畔竣工，2009 年 10 月

中欧经济论坛在天目湖畔开幕。2008 年 11 月，由江苏省人

民政府、国家农业部等单位主办，溧阳市政府承办的第五

届一村一品国际研讨会在天目湖召开，也是史无前例地在

县级城市举办。

资本的城市化阶段是天目湖强势主导市域空间格局重构

的阶段。在“天目湖效应”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溧阳的城市

空间不断向天目湖靠拢，一系列重大空间行动彻底改变了溧

阳千百年来的择平原地区建城，远离南部丘陵山区的大格局。

随着“不到天目湖等于没有来过溧阳”理念的深入人心，天

目湖已经成为影响溧阳城乡空间塑造的核心力量之一。

3  溧阳市天目湖地区空间生产的演化特征与趋势

通过对溧阳市天目湖地区城乡空间生产历程的研究，

可以看到随着资本的积累，空间生产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

势，空间生产的类型和范围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扩展，从风

景名胜区起步，逐渐主导了溧阳整个城乡的空间生产方向

和内容。

（1）带动生产的空间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带

动空间生产的顺序遵循景区空间→农业空间和道路设施空

间→工业空间（集中区）与城区空间（南部新城）的规律。

其内在逻辑基本遵循“旅游经济突围→农业产业化→城市

化和工业化”的路径，由于符合并有效发挥了地方发展的比

较优势，所以形成了较为持续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升级道路。

（2）带动生产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其自身内涵不断演化

升级。在天目湖案例中，景区空间的内涵从“天目湖景区空

间”拓展到“天目湖大景区及联动景区空间”；农业空间的

内涵从“普通农地空间”拓展到“规模化农业产业园空间”，

再到“依托农业产业园的农庄空间和村镇空间”；工业空间

的内涵从“散点传统工业空间”拓展到“规模化传统工业空

间”，再到“规模化高新技术工业空间”；城区空间的内涵则

从“城区原有空间更新”演化为“新城空间开拓”。

（3）带动生产的空间范围由近及远，大大扩展。由景区

及周边拓展到景区所在南部丘陵自然区域，再拓展到溧阳城

区和市域两大工业集中区，最后拓展到北部山区的旅游片区

和整个市域。

4  结论与讨论

溧阳市天目湖地区的风景名胜地区带动城乡空间发展的

过程是典型的中国式资本城市化过程。由于开发基础薄弱和

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约束，风景名胜区的最初开发基本是没

有市场资本进入的，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开发单位”的开发

行为基本可以视为国家资本的空间化。1992 年后，随着长

江三角洲地区分权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14]，

地方政府的公司主义特征 [15] 日益凸显，市场资本在各级政

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有效诱导下逐渐进入空间生产领域，迅

速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本身循环累积，

同时加速着城乡空间本身的分异，更多的空间类型被生产出

来，更多的空间消费被引致出来，从而使得资本城市化的规

模不断扩大、能级不断提升。不可否认，资本城市化的经济

与空间绩效是显著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随着空间分异的加

深，更大范围的空间不均衡也在进一步地加深，而这将是下

一阶段城乡区域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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