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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冯　健, 张小林
(南京师范大学地科院人文地理与区域规划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要: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

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 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

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

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

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 5 个方

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

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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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

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 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一个较大的功能相对完

备的村落可以构成一个乡村社区; 几个邻近的村落, 彼此相互联系, 设施配套建设和利用,

村民有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也可成为一个乡村社区。

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

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

乡村社区的变迁。在小城镇发展由“大问题”、“大政策”上升到“带动乡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大战略”的背景下, 研究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并展望其发展趋势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

1　苏南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回顾

早在明清之前, 苏南集镇就以数量之多著称; 明清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农业专业化

生产所带动的专业市场的繁荣促进了苏南市镇大量兴起, 也奠定了现今小城镇布局的框架

结构[1 ]; 直至解放前, 商业发展和近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普及都对苏南小城镇发展与布局产

生了影响, 这时的小城镇主要是农副产品集散地; 建国后, 随着基层政权的建立, 小城镇

逐渐演化为乡村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80 年代以来, 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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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苏南小城镇则进入崛起和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至 90 年代

中后期, 苏南小城镇改革与发展适应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 已经初步走上市场

化发展的新阶段。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小城镇数量增长显著, 撤乡建镇相当普遍, 推动了苏南乡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苏

南现代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加速了乡村城镇化发展进程, 使过去一些规模较小的集市乃至

中心村在乡镇企业发展驱动下快速上升为小城镇[2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苏南撤乡建镇的

情况相当普遍而且增长较快, 如 1985 年苏南建制镇共 35 个, 至 1997 年底已达 334 个 (占

乡镇总数的 8013% ) , 12 年间增长了约 9 倍。小城镇数量的增加及其引发的人口在空间地

域上的重组使苏南乡村城市化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 截止 1997 年底, 苏、锡、常三市的城

市化水平分别达 32138%、40117%、37167% ,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 小城镇建成区面积逐渐扩大, 乡镇工业不断升级以及乡村人口流向城镇的相关制

度改革增强了小城镇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带动了周围乡村社区的发展。如在无锡

市, 1990 年小城镇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重已达 60% , 小城镇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主要地域载体。

(3) 小城镇功能趋于完善, 分区布局合理, 规划相对科学, 城镇面貌日益向多功能、高

标准方向迈进。

(4) 小城镇类型多样化。苏南现代小城镇类型多样, 有古镇新貌型、旅游开发型、港

口发展型、交通枢纽型、专业市场型、工业主导型、产业名都型、科技兴镇型和农副产品

加工型等[3 ]。小城镇类型的多样化有利于繁荣乡村社区文化和发扬乡土特色。

(5) 小城镇的发展使城乡协调发展与建设, 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格局, 缩小了

城乡差距、推动了苏南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2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

211　小城镇及其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观念的转变

中国小城镇发展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力军, 而在苏南, 现代小城镇的发展又与乡镇

企业的兴起和繁荣密不可分[4 ] , 它们给苏南乡村社区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积极影响, 突出表现

在: ① 传统的二元结构超于解体, 苏南乡村人的“城乡差别”观念日益消除; ② 从“小农

业”观念到“大农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创新观念和致富观念, 这种转变使 80 年代

以来苏南乡村社区在全国脱颖而出; ③ 从闭塞的小农经济观念到开放的市场经济观念和信

息观念, 如现代苏南乡镇企业对信息异常重视并在国内广设信息窗口, 80 年代中期仅无锡

市所属 3 县 (市)、郊, 就在全国各地设有 1 万多个, 信息员 4 万多名, 能够迅速、及时、

准确地向企业反馈信息[5 ]; ④ 消费和生活观念的转变, 至 90 年代, 苏南农村的消费和生活

非常注重营养与居住条件的提高, 文化娱乐的消费增长迅速, 日益朝多样化、高档化和内

涵化方向发展, 推动了乡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212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经济的变迁

21211　小城镇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基地, 为苏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基础支撑

苏南现代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农业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① 早期的城

镇工业一般均是从发展农用工业开始, 制造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维修各种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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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小城镇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占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小城镇工业的发

展密切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 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② 现代农业产业化所要求配备的社

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农业生产要素供给服务、农业作业服务、销售服务和保障服务[6 ] , 除农业

作业服务中的部分项目之外, 绝大部分的社会化服务都设置在小城镇上。因而小城镇的发

展直接与农业产业化密切相关。③ 发展小城镇经济, 能够获得较多的纯收入, 这中间相当

一部分可用来支援农业现代化建设, 从而化解了农业产业化面临的急需大量资金的困境。

21212　小城镇建设带动了乡村社区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调整, 加快了乡村社区发展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苏南就已经出现工业下乡的现象, 如江村的纺织厂便是为

了挽救农村手工业和经济, 一些知识分子和农村有识之士将一些现代工业技术和设备引进

农村而开办的工厂[7 ]。80 年代以前的社队企业, 从构成来源上看, 有相当一部分是城镇国

营企业下放到农村转变而成的, 因而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城镇工业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80 年代以来所发展的乡镇企业深受城镇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既改变了苏南传统农业内

部种植业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化结构, 也调整和改变了过去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

格局, 推动了苏南乡村社区的发展。

21213　小城镇发展规范了乡村市场, 促使乡村初级市场向专业市场变迁

80 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纷纷出现农副产品交易和小型集贸市场是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

急需农副产品交易的现实分不开的, 这时的小城镇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初级市场。到 80

年代中期, 随改革开放的深入, 国家放宽了一些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控制, 允许完全

根据市场进行流通, 同时也放宽了城乡控制政策, 允许农村人口自理口粮到小城镇务工经

商, 使农村市场开始升级变迁[8 ]。一些小城镇出现一批专业市场, 并呈现由地区性封闭市场

向全国市场、由单一市场向综合市场发展的趋势。小城镇与乡村市场发展常互相促进, 如

吴江市盛泽镇, 丝绸工业的发展使镇区形成全国最大的丝绸、化纤集散市场—东方丝绸市

场, 年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盛泽镇由丝绸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发展成了江苏丝绸工业生产

的重要基地和全国出口真丝绸的主产地之一, 被誉为“华夏第一镇”, 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城

镇建设, 使盛泽镇具备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动力。

21214　小城镇发展促进了苏南乡村经济体制和技术的创新

小城镇作为城乡联系的必经环节和纽带, 其灵活性、便达性和基层性使小城镇有效地

担当了消化吸引大城市先进技术, 再因地制宜地向广大乡村地区传播的中间站。小城镇对

其乡村腹地的举措往往灵活方便, 适合区情和宜于操作, 能有效地诱发乡村经济体制改革

的活力, 成为乡村社区的创新源。

21215　小城镇是通过推进优势产业、形成连锁效应, 实现乡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的实验地

根据现代空间结构理论, 小城镇是乡村地域的经济增长极。小城镇主导产业的选择及

相关决策, 对其乡村腹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经济部门发展的关联作用, 选

择联系效应较大且 (或者) 在当地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然后, 通过

“向前”、“向后”和“水平”联锁的发展策略[4 ] , 逐步建立乡镇经济体系, 通过重点推进, 形

成联锁效应, 实现乡村社区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

213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整合和变迁

社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

内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狭义的社区文化,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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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

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9 ]。苏南乡村在地域上受江、浙、皖、沪诸多大城市的

交叉辐射, 尤其是广大深入乡村腹地的小城镇的发展, 使苏南乡村社区文化具有兼容性和

灵活性的品格, 不断整合、变迁, 走向多元化和小康化。

21311　现代小城镇发展及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使小城镇成为乡村地区的文化娱乐中心, 推

动了乡村社区文化的发展

随着小城镇经济实力的增强, 小城镇文化娱乐设施的配备逐步现代化。苏州市的 6 个

市 180 个乡镇基本上实现了乡乡有文化中心, 影剧院或会堂、文化馆或文化站、文化娱乐

中心、广播电视中心、报纸刊物定阅中心等各种活动设施,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乡村文化设

施网络。张家港市的欧桥镇从 80 年代以来, 投资 100 多万元兴建了影剧院、图书厅、文化

宫、灯光球场, 多次举办全国球类邀请赛, 邀请外地文艺团为村民表演。小城镇文化设施

的建设及水平的提高, 丰富和活跃了乡村社区的文化生活, 促使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生

活方式的变更并日益现代化。

21312　小城镇是乡村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舞台, 乡村文化生活空间基本上以小城镇为中心

进行扩散

苏南乡村典型的社区文化基本上都是在小城镇 (除一些大型的在县城里外) 举办的, 这

与现代小城镇交通便利, 各种设施配套齐全、文化氛围淳厚是分不开的。如我国第一所农

民兴办的文化园林—锡山市堰桥镇的吴文化公园, 占地 22 万m 2, 投资 2500 万元。它以吴

地文化为内涵, 以艺术园林为表现形式, 全面展示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具有特色的吴文

化内容, 成为人们了解吴文化、研究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同属锡山市的杨市镇也是一

个以集镇为依托开展乡村社区文化较为典型的例子。苏南众多乡镇都把镇区作为开展乡村

社区文化活动的舞台和乡村社区文化生活空间的集聚点, 使小城镇在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

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1313　小城镇发展为乡村社区文化由单一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传统自然经济支持下单调同一、闭塞落后的乡村社区文化不同的是, 苏南现代小城

镇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乡村社区文化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 促使社区文化向

异质性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表现在文化形式的多样性, 既有包括民间歌舞、戏剧等民间

艺术在内的乡土文化; 又有以历史文化名人或地方传统风物为媒介, 把传统特色与现代形

式、民俗和风情、经贸合作、旅游文化享受等综合在一起的各种文化艺术节, 如溧阳茶叶

节、江阴的徐霞客文化旅游节、宜兴的陶瓷艺术节等; 还有村落文化、乡镇企业文化、民

间商业文化、家庭文化等各种形式。其次, 社区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对象的多样性, 如一

些乡村社区的文化节, 其服务对象和范围已跨越国际界线。再次, 乡村社区文化体制和运

营方式的多样化, 表现为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合资、外资等多种体制并存。

214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聚落的演变

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城乡界限日益模糊, 也引发了苏南乡村

社区聚落的演变, 主要表现在:

21411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聚落形态的演化

苏南是著名的“水乡泽国”, 乡村密布和交错的水网、河道成为内外联系的主要交通道。

传统的村落布局往往以河道为轴心, 沿河岸呈带状布局的因素较大。现代小城镇的建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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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城镇与其乡村腹地、区域与外部环境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 公路、高速公路等的便捷

性使河道的交通功能逐渐减弱。一些村镇为争取相对有利的区位而将乡镇企业或聚落发展

方向向沿路或主要路口集中, 再加上一系列缩村并点的措施, 使得苏南乡村社区聚落形态

由相对分散的带状向相对集中的团聚状转化。现代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乡村人口流动等

因素也对城乡用地结构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到乡村聚落的形态。

从聚落内部形态着眼, 城镇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使其变化巨大。解放前

苏南乡村社区住宅以砖墙瓦屋为主, 茅屋较少 (仅占 10%～ 20% ) ; 改革开放以来, 许多乡

村社区住宅已翻盖了 2～ 3 次, 二、三层楼房基本上成为苏南乡村社区住宅的普遍倾向。80

年代后期以来, 别墅式院落和三、四层楼房已屡见不鲜, 室内装璜及布置也较为考究。

现代乡村社区聚落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如一些村落盲目扩大规模, 弃老宅

而寻基底面积较大的新宅地, 使村落中心形成“空心”, 造成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和极大浪

费, 不利于乡村社区的繁荣。而且, 在现代乡村建设中, 常将乡村发展简单地与具备高层

建筑集群密布的城市外观特征划等的形而上认识, 给乡村发展营造了误区[10 ] , 都有待于在

乡村规划和建设中调整。

21412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聚落功能的变迁

现代苏南乡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布局和服务功能得到加强, 表现为由零乱分散到规模集

中, 由盲目主观到相对科学。近年, 苏南乡村掀起了中心村规划与建设的热潮, 每个中心

村实际上就是小城镇的缩影, 相当于乡村地区的四级集镇[11 ] , 它为周围乡村社区提供服务,

公用设施配套齐全, 可以看作是小城镇对乡村社区聚落影响的结果。

21413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聚落体系的变迁

村庄和集镇是农村聚落的两种主要形式,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村镇共同组成一个有机

整体[12 ] , 即乡村聚落体系。苏南乡村社区聚落在演变过程中, 根据其自然和历史人文基础,

尤其是现代小城镇的空间扩展和对乡村人口、产业结构及生活方式的影响, 使乡村聚落功

能发生了分化: 一些区位优越、经济基础雄厚和发展历史优久的村落则成为乡村行政、生

产、流通和文化娱乐中心, 或逐渐演变为集镇; 一些村落则沦为单纯的农业地域, 或趋于

衰落。整体而言, 苏南乡村聚落体系日益趋于合理。

21414　现代小城镇规划与建设带动了乡村社区聚落规划水平的提高

小城镇规划的制订对乡村的行政村规划、中心村规划、工业小区规划及各种土地利用

规划等的编制具有指导作用, 前者的水平和效应也直接影响着后者。尤其是在转型期间, 乡

村社区的发展面临着难以确定的随机因素, 规划弹性大, 一方面增大了规划的难度, 另一

方面也是乡村社区发展难得的机遇。如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和规划就给周围乡村社区的发

展带来了随机效应[11 ] , 它带动了乡村社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规划水平的提高。

215　小城镇发展与苏南现代乡村社区保障的健全

全面的乡村社区保障应包括社区保险、社区救济、社区福利、优抚安置、社区互助和

个人储蓄积累 6 项, 它们相互补充、各司其职, 共同构筑起乡村社区安全网的完整体系。社

区保险和社区福利是社区保障体系中的主要部分, 前者包括社区养老、失业、医疗、工伤

保险, 后者包括社区福利服务业、便民利民服务业和乡镇企业职工管理服务业等。长期以

来, 国家对农民的社区保障仅局限于救灾救济和优抚安置方面, 缺乏能够覆盖乡村全体农

民的社区保障项目和能够包容全部社区保障项目的乡村社区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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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现代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 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经营风险

增大、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从而使农民对乡村社区保障要求迫切;

另一方面, 社区保障作为一种政府行为, 也需要寻觅多元化的投入主体和参与主体, 小城

镇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正迎合了这种需求, 使乡村社区有实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保障, 并

逐步形成乡村社区保障服务和管理的社会化格局。苏南农民已逐渐享有待业、失业、医疗、

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乡村社区保障, 解除了农民中部分因放弃土地、多渠道创业而产生的

后顾之忧, 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别、促进了乡村城市化的发展。

3　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发展展望

311　小城镇发展“大战略”的提出对乡村社区发展的意义

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 小城镇发展被作为乡村发展的“大问题”、“大政策”, 主要是着

眼于农业专业化、农村发展及农民的转移和致富。而十五届三中全会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

上中央所提出的“发展小城镇, 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则是缘于现代

实践已证明小城镇对于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 ]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的可持续性。

31111　小城镇发展上升到大战略高度将进一步激发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的互动效应

小城镇建设为农业产业化所形成的各类农村专业市场、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商

品基地及农业科技示范区提供了基地, 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将影响小城镇布局结构的优

化、功能的完善和规模膨胀, 为小城镇快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带来活力[14 ] , 从而

形成互动效应。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升级将进一步激发这种效应。

31112　小城镇规划与建设的“三集中”, 实际上是对乡村社区聚落的一次调整

现代小城镇规划与建设遵循“三个集中”的原则, 即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 耕地向

种田能手集中, 工业向小区集中。集中的结果主要表现在: ① 原来分散在乡村社区的小企

业可以复垦为耕地, 一些旧的村庄在撤除合并中也能腾出大量的耕地[11 ]。苏南的大量实践

已表明, 通过土地整理增加了耕地, 重新调整了乡村土地利用布局和聚落结构。② 耕地向

种田能手集中则宜于规模经营, 为推行现代农业辅平了道路。③ 人口向小城镇集中, 使乡

村人口活动和居住都面临着调整, 从而影响到乡村社区聚落的形态和功能。

31113　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使乡村社区二、三产业的发展获得生机

乡镇企业发展到现在, 再依靠传统的“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发展模式, 已难以适

应竞争日益剧烈的现代市场变化。因而乡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需要集中布局, 并要

求小城镇作为载体为其服务。小城镇建设的高涨及其吸纳大量乡村劳力就业的现实, 一方

面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使农民可以享受城市人的生活与就业, 并缩减城乡差别; 另一

方面, 其各种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也为乡村社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312　以小城镇规划带动乡村社区的规划与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

十五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小城镇要合理布局, 科学规划,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注意

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小城镇规划与乡村社区发展的关系表现为: ① 小城镇规划中要制定

乡村社区发展战略。小城镇的发展不仅仅是小城镇本身的问题, 它也是周围乡村地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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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极和突坡点。因而小城镇规划应纳入区域范畴, 着眼于乡村地域的发展并制定乡村

社区发展战略 (尤其是主导产业方面)。② 小城镇规划带动乡村社区规划水平的提高。小城

镇规划的编制要遵循客观规律, 因地制宜地突出个性。在一些核心问题上, 如功能分区、基

础设施建设、城镇性质定位、新老区衔接、环保和资源节约等方面更要体现出其科学性和

高水平。科学的小城镇规划将带动乡村社区规划水平的提高。③ 以科学小城镇规划的实施

作为推动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先行军。在小城镇规划中, 应该使城乡一体化的思想逐步有所

体现, 如中心城区采用离散式组团 (街道办事处) 布局, 其间隔以大片开敞空间 (农田、水

面) , 使乡村城市化、城市田园化、城乡融合为一体[15 ]。以小城镇规划及实施作为城乡一体

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可操作性强, 宜于见效。

313　小城镇相关制度及政策改革与乡村社区发展

首先是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改革。目前小城镇普遍存在规划面积过大、占用耕地较多、

土地成本过大、“进城门坎”过高以及如何合理解决进城农民土地收益等问题[16 ]。实践证明,

只有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由单一的行政性征用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转变, 才能达到利于

乡镇企业集中、转移乡村人口、充分保护村集体和农民土地权益的目的。

其次是户籍制度改革。只有深化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有效地吸引乡村人口向小

城镇集中, 解决小城镇人口规模相对过小, 居住分散而不稳定等问题, 最终使农民的职业

转移与空间转移同步。

再次是小城镇投资融资方式的改革与完善。以往小城镇建设资金筹集渠道过于单一和

政府投资方向不明确造成了小城镇建设资金的缺乏和基础设施的落后。只有建立政府、企

业和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投资渠道并明确政府的投资方向 (主要集中财力用于小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 才能形成良好的投资和生活环境, 促进小城镇建设迈上新台阶, 并造

福于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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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D evelopm en t of Town sh ip and Changes of

M odern Rura l Comm un ity of Southern J iangsu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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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 u ra l comm un ity refers to a certa in ru ra l reg ion w h ich has steady and in tegra ted

structu re, funct ion, characterist ics of dynam ic evo lu t ion and som e sen se percep t ion of so2
cia l iden t if ica t ion. A ru ra l comm un ity is a basic componen t un it and spat ia l m in ia tu re of

ru ra l society. R esearch on ru ra l comm un ity con tribu tes to in sigh t in to o rgan iza t ional

st ructu re, spat ia l characterist ics and m echan ism of its changes. T he h isto ry and character2
ist ics of developm en t of Sou thern J ingsu’s modern tow n sh ip are review ed first. T hen,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 en t of modern tow n sh ip on the changes of Sou thern J iangsu’s ru ra l

comm un ity is analyzed from five aspects of ru ra l comm un ity as fo llow s: idea, econom y,

cu ltu re, set t lem en t and guaran tee. In the end, som e trends of con struct ion of modern

tow n sh ip and developm en t of ru ra l comm un ity of Sou thern J iangsu P rovince are p ropo sed.

Key words: Sou thern J iangsu P rovince; D evelopm en t of Tow n sh ip; Changes of M odern

ru ra l Comm un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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