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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ＧＩＳ 势力圈测度的南京市
行政区划调整合理性分析

摘要
当前行政区划调整评价方法以定性

的、经验式的判断占主导地位，缺乏有效
的定量分析，其合理性存在争议．本文基
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势力圈技术，将基
于势力圈测度结果得出的南京市行政调
整方向与实际调整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南京市 ３ 次行政区划调整的合理性．结果
显示，基于势力圈测度的行政区划调整
方向与实际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基本吻
合，说明了实际调整方案的合理性．值得
指出的是，行政区划问题属于上层建筑
范畴，与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密切相
关，不能完全按照定量分析的结果来进
行具体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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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行政区划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１］ ．
行政区划调整能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局限性，迅速整合资源，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２］ ．近年来

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３⁃４］ ．
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管理效能和服务水

平，关系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５］ ．
因此，寻求一种科学方法对于区划调整的合理性加以评估、分析，可
以为今后区划调整提供必要依据．

当前区域行政区划调整评价方法以定性的、经验式的判断占主

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定量分析，其合理性存在争议．就较新的研究成果

来看，行政区划的定量研究主要是通过测度其势力圈范围来实现．然
而，势力圈运用到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和区县撤并中的实证的研究还

比较少，研究的重点是测度势力圈的技术、方法以及从测度结果分析

各城市在区域中所处的地位．如范红艳等［６］基于 ＧＩＳ 空间分析对乡镇

行政区划调整方法进行了研究；谭雪兰等［７］ 基于 ＧＩＳ 对湖南省麻阳

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进行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快速扩展，南京进

行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尤其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南京市为了实现城市跨

江发展和城市“南延东进”战略，先后进行了 ３ 次大的行政区划调整．
对这 ３ 次行政区划调整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对于南京市城市空间布局

优化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 ＧＩＳ 技术，运用城市地理学中势力圈测度模型，定

量分析测定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前各区县的社会经济影响范围，将
基于势力圈测度结果得出南京市行政调整方向与实际调整方案进行

比较，分析南京市 ３ 次行政区划调整的合理性，从而形成科学的城市

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空间布局变化评价技术方法体系．
目前，全国的城市区划调整还在火热进行中［８⁃９］，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的影响，对于探索全

国行政区划调整效应的内在机制和协调城市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理论

和借鉴意义［１０⁃１２］ ．　 　 　 　



１　 数据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东部，是江苏省省会，
简称“宁”．２０００ 年以来，南京市为了实现城市跨江

发展和城市“南延东进”战略，先后进行了 ３ 次大的

行政区划调整．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南京市撤销江宁县，设
立江宁区．２００２ 年，将浦口区与江浦县合并，设立新

的浦口区；合并大厂区和六合县，设立新的六合区．
２０１３ 年，经国务院、江苏省政府批复同意，南京市行

政区划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按照调整方案，南京市

撤销秦淮区、白下区，以原两区所辖区域设立新的秦

淮区；撤销鼓楼区、下关区，以原两区所辖区域设立

新的鼓楼区；撤销溧水县，设立南京市溧水区；撤销

高淳县，设立南京市高淳区．经过 ３ 轮行政区划调整

后，南京市精简为 １１ 个区，其中中心城区为 ４ 个．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南京市行政区划对比情况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南京市行政区划对比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ｐ ｉｎ １９９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３

１ ２　 数据来源

区县综合实力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需要用一系列特定的指标来反映．本文借鉴佟岩

等［１３］的研究结果，从基础、结构、效益、质量 ４ 个维

度选取了对城市空间布局效应有影响的 ４３ 个关键

和代表性的指标，涉及区县规模、人口、医疗、工业产

值、环境等方面．最后，运用综合评价方法，进行城市

综合实力的定量化评价．

本文研究所需的统计标准以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的

南京市各区县统计年鉴为准．获取的主要渠道包括

南京市统计局网站 （ ｈｔｔｐ：∥２２１ ２２６ ８６ １０４ ／ ｆｉｌｅ ／
ｎｊ２００４ ／ ｎｊｔｊｎｊ．ｈｔｍ）、各区县档案馆、南京市方志馆等．
各区县统计年鉴系统收录了各县（区）每年经济、社
会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各个主要时期全市主要

统计数据，是全面反映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的资料性年刊．除统计年鉴外，还参考同时期

《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咨询机构

发布的数据、工商业公司发布的年报、研究机构发布

的数据等．

１ ３　 评价模型指标得分的确定

在运用不同评价数据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

应的综合评价时，不但要消除各指标之间由于单位、
量级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度性，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还需要对各指标赋予合适的权重．运用熵值法处理

样本可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熵值法是一种客观

的赋权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赋

予该指标一定的权重．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其对综

合评价的影响也就越大，赋予它的权重也越大，得分

越高［１４⁃１５］ ．具体步骤如下：
１）计算第 ｉ 个方案下第 ｊ 个指标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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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ｊ

ｘ ｊ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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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ｘ ｊ 是第 ｊ 项指标的平均值．
２） 对 ｍ 个时期的 ｎ 项指标矩阵，计算每一个指

标项下各个时期的标准化数据占该指标项下所有时

期总和的比重：

Ｐ ｉｊ ＝
ｘｉｊ

∑
ｍ

１
ｘｉｊ

，

　 　 ｉ ＝ １，２，３，…，ｍ，　 ｊ ＝ １，２，３，…，ｎ． （２）
３） 计算指标熵值：

ｅｊ ＝ － ｋ∑
ｍ

ｉ ＝ １
ｐｉｊ ｌｎ ｐｉｊ，　 ０ ≤ ｅｊ ≤ １，

　 　 ｉ ＝ １，２，３，…，ｍ，　 ｊ ＝ １，２，３，…，ｎ． （３）
４） 计算指标差异系数：
ｈ ｊ ＝ １ － ｅｊ ． （４）
５） 计算指标得分：

ｗ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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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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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基于 ＧＩＳ 的势力圈模型

势力圈的理论基础为，一个城市对其周围地区

的影响力，同城市的综合实力成正比，同与城市的距

离平方可成反比：

Ｓｉｋ ＝
Ｆ
Ｄα

ｉｋ

，

图 ２　 研究区格网空间及 ２０００ 年场强分级示意

Ｆｉｇ ２　 Ｇｒｉｄｄ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ｍａｐ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

式中，Ｓｉｋ 为 ｉ城市在 ｋ点上的场强，Ｆ为 ｉ城市的综合

实力，Ｄｉｋ 为 ｉ城市到 ｋ点的距离，α为距离摩擦系数，
一般取标准值 ２ ０．

势力圈的计算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环境下实现．计算

步骤如下：首先，生成范围覆盖南京市区的 １００ 行×
１００ 列的格网（图 ２ａ）；然后，用各区县政府所在的坐

标作为区县的中心位置，计算出各个城区中心到每

个格网中心点的场强并确定最大场强的归属；最后，
将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对应，得到场强分级图（以
２０００ 年为例，图 ２ｂ）．

１ ５　 行政区划合理性分析

１９９５ 年以来，南京分别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和 ２０１３ 年

进行了 ３ 次行政区划调整．因此，在分析行政区划调

整合理性的过程中，本文以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２ 年的

南京市各区县综合实力作为时间节点做了 ３ 次势力

圈分析，给出该时间节点的调整方向，分别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和 ２０１３ 年的调整方案进行对比，验证实际调整

的合理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１９９５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测度与行政区划

调整分析

２ １ １　 各区县势力圈面积大小分析

将场强同属于一个乡镇的格网合并，计算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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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势力圈的面积（表 １）．由表 １ 可以看出：相比于

各区的行政区域面积，秦淮区所占的势力圈面积最

大，覆盖面积达到 １ ４６１ ７８ ｋｍ２，高于其他区县；玄
武区、下关区、雨花区的势力圈面积最小；江宁县的

势力圈范围远远小于其行政区划面积，主要原因是

１９９５ 年江宁县的综合得分较低，而其周围的秦淮区

又有强烈的辐射作用，从而导致江宁县本身所能辐

射的范围有限．另外，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各区县势

力圈的面积并不完全与区县得分成正比．如高淳县

的综合得分大于溧水区，但是势力圈面积却远小于

溧水区．

表 １　 １９９５ 年南京市区县势力圈面积与行政区面积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１９９５

区县 行政区域面积 ／ ｋｍ２ 势力圈面积 ／ ｋｍ２ 得分

栖霞 ３９０ ５２ ８７９ ５９ ０ ０４１ ６８６

鼓楼 ３１ ４０ ２ ６５ ０ ００５ ３４５

玄武 ８０ ９７ ０ ０ ００５ ５５６

下关 ３０ ９１ ０ ０ ０１４ ７５６

白下 ２６ ３９ １ ３２ ０ ００５ ５０１

秦淮 ２３ ０１ １ ４６１ ７８ ０ ００９ ２１５

雨花台 １３４ ６０ ０ ０ ０６７ ４６５

建邺 ８０ ８３ ２ ６５ ０ ０２０ ６１５

江宁 １ ５７７ ７５ ４３９ ５４ ０ ００９ ４９０

溧水 １ ０６７ ００ １ ６７５ ５１ ０ ０３４ ４３５

高淳 ８０２ ８０ ２１ １９ ０ １１９ ０１６

大厂 ８３ ５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０

浦口 １６４ ６０ ２００ ８８ ０ ０２６ ０００

江浦 ７４６ ３５ ７７４ ６６ ０ ０５７ ７３９

六合 １ ３９２ ２３ １ ０３５ ７４ ０ ００８ ０１１

２ １ ２　 势力圈间的空间关系分析

图 ３ 为 １９９５ 年南京市区县势力圈划分结果．从图

３ 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在南京市的中部地区，以雨

花台区、秦淮区、栖霞区为中心的势力圈构架基本形

成．北部，六合区的中心地位也已较为明显，大厂区的

势力圈范围几乎为零．南部区县的发展较为均衡，形成

较为均衡的势力圈态势，尚未形成统领全局的中心

区，江宁、溧水、高淳三足鼎立．总体上看，大部分乡镇

的发展均较为孤立，没有形成集中连片的形势．
２ １ ３　 势力圈与行政区边界的叠合分析

从图 ３ 中可以发现城镇势力圈和行政区划的吻

合度不高．一个区县的空间范围可能分属于多个区

县的势力圈范围．高淳县的势力圈范围已经超出行

政区划范围，到达溧水县南部．这是由于溧水县只是

对县域中心周围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对偏

离中心较远的地区辐射力过弱，因而该地区处在具

有强大辐射力的高淳的势力圈范围之内．
２ １ ４　 基于势力圈测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向

依据势力圈分析结果，提出 ２０００ 年以后宜对南

京市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的方向，并评价实际调整方

案的合理性：
１）撤掉大厂区，并入六合县．
２）秦淮区的势力圈在中心市区中是最大的，可

以考虑将鼓楼、玄武、下关、白下、秦淮、雨花台、建邺

合并为中心城区．但是考虑到合并后区域面积增大，
又由于合并后的区域形状为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

形，会给行政管理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

暂时不做调整．
仅从势力圈的结果来看，基于 ＧＩＳ 的行政区划

调整方向与实际采取的调整方案吻合，政府采取的

方案是合理的．可见，１９９５ 年以后就需对六合和大厂

进行合并，从而充分利用大厂的资源，但是直到 ２０００
年，政府部门才做出决定，有一定的滞后．

图 ３　 １９９５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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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０００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测度与行政区划

调整分析

２ ２ １　 各区县势力圈面积大小分析

由表 ２ 可以看出江宁区所占的势力圈面积最

大，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０ 年江宁县改区后得到快速的发

展，覆盖面积达到 ２ ０３６ ９７８ ｋｍ２ ．中心市区中，栖霞

区相比 １９９５ 年也得到了发展，下关区的势力圈面积

最小．大厂区势力圈范围几乎为 ０，主要原因是其周

围的六合区有强烈的辐射作用，从而导致大厂区本

身所能辐射的范围有限．另外，具有相同状况的还有

浦口和江浦区，江浦区由于工业较少，导致它的辐射

作用较弱，远远小于临近的浦口区．由表 ２ 也可以看

出，除六合区以外，其他各区县势力圈的面积与综合

得分成正比，得分较高的区县，势力圈面积较大．

表 ２　 ２０００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面积与行政区面积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０

区县 行政区域面积 ／ ｋｍ２ 势力圈面积 ／ ｋｍ２ 得分

栖霞 ３９０ ５２ １ ９１１ ７６０ ０ ０ ０４１ ６８０

鼓楼 ３１ ４０ ２ ６４８ ８ ０ ００６ １００

玄武 ８０ ９７ １９ ８６６ ０ ０ ０１２ ９５０

下关 ３０ ９１ ０ ０ ００５ ６００

白下 ２６ ３９ １３ ２４４ ０ ０ ０１１ ７００

秦淮 ２３ ０１ ２７４ ０５５ ６ ０ ０２１ ４９７

雨花台 １３４ ６０ １７ ２１７ ２ ０ ０１１ ８００

建邺 ８０ ８３ １４５ ６８１ ８ ０ ０１７ ０９３

江宁 １ ５７７ ７５ ２ ０３６ ９７８ ０ ０ ０５４ ９１０

溧水 １ ０６７ ００ ８２８ ８９０ ０ ０ ０４５ ０４０

高淳 ８０２ ８０ １０９ ８５５ ９ ０ ０１７ ６００

大厂 ８３ ５０ ０ ０ ０００ ８４６

浦口 １６４ ６０ ６２ ２４６ ８ ０ ０１１ ５６７

江浦 ７４６ ３５ ２ ６４８ ８ ０ ００１ ０６２

六合 １ ３９２ ２３ １ ０７０ ４２０ ０ ０ ０２２ ９４９

２ ２ ２　 势力圈间的空间关系分析

图 ４ 为 ２０００ 年南京市区县势力圈划分结果．从
图 ４ 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在南京市的中部地区，
以栖霞区、秦淮区、建邺区为中心的势力圈构架基本

形成．这与从 １９９５ 年势力圈得到的结果不同，说明

南京市中心区的几个区都在波动的发展过程中．六
合区的中心地位也已较为明显，大厂区的势力圈范

围几乎为零．南部区县的发展较为均衡，形成较为均

衡的势力圈态势，尚未形成统领全局的中心区，江
宁、溧水、高淳三足鼎立．总体上看，大部分区县的发

展均较为孤立，没有形成集中连片的形势．

图 ４　 ２０００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划分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００

２ ２ ３　 势力圈与行政区边界的叠合分析

从图 ４ 中可以发现城镇势力圈和行政区划的吻

合度很好．大部分区县的空间范围也反映了它的势

力圈范围，个别区县的空间范围可能分属于多个区

县的势力圈范围，以中心市区为代表，势力圈范围互

相叠加．栖霞区的势力圈范围已经穿过大厂和六合

北部，出现了所谓的“飞地”．这是由于六合区只是对

市区中心周围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对偏离中心

较远的地区辐射力过弱，因而该地区处在具有强大

辐射力的栖霞的势力圈范围之内．
２ ２ ４　 调整方向

依据势力圈分析结果，２０００ 年以后对南京市行

政区划调整可沿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
１）合并浦口区和江浦区．从势力圈角度来看，江

浦区势力圈范围非常小，而临近的浦口区的势力圈

面积较大，所以江浦区并入浦口较为合理．
２）合并鼓楼和下关区．鉴于鼓楼和下关的势力

圈面积都比较小，鼓楼与下关合并，可以实现优势

互补．
３）撤掉大厂区，并入六合县．
从势力圈角度出发对南京市各区县进行调整与

实际的调整方案进行对比发现，２００２ 年南京市政府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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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合理的，在政策反应上也比

较及时．

２ ３　 ２０１２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测度与行政区划

调整分析

２ ３ １　 各区县势力圈面积大小分析

由表 ３ 可以看出，至 ２０１２ 年，江宁区、溧水区、
浦口区、六合区所占的势力圈面积都大幅度提高，主
要原因可能是 ２００２ 年对这些区县的行政区划调整

取得了效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中
心市区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除了下关区的势力圈

仍较小之外，其他几个区形成了平均发展的态势．下
关区势力圈范围几乎为 ０，主要原因是其周围的几

个区有强烈的辐射作用，从而导致下关区本身所能

辐射的范围有限．总之，相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来说，２０１２
年的势力圈分布更加平衡，表明南京各个区县的布

局更加合理，发展更加均衡．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面积与行政区面积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２

区县 行政区域面积 ／ ｋｍ２ 势力圈面积 ／ ｋｍ２ 得分

栖霞 ３９０ ５２ ５１３ ７８ ０ １１０ ２７

鼓楼 ３１ ４０ ２６ ４９ ０ ０７０ ４０

玄武 ８０ ９７ ２９ １３ ０ ０９８ ３３

白下 ３０ ９１ ５０ ３０ ０ １１１ ７０

秦淮 ２６ ３９ １５ ８９ ０ ０９０ ２０

雨花台 ２３ ０１ １００ ６３ ０ ０８５ ７２

建邺 １３４ ６０ ６７ ５３ ０ ０９０ １０

江宁 ８０ ８３ １ １７０ ６６ ０ １０８ ６９

溧水 １ ５７７ ７５ １ ４３９ ７６ ０ ０８１ ５６

高淳 １ ０６７ ００ ５１６ １７ ０ ０３５ ３５

下关 ８０２ ８０ ０ ０ ００５ ７０

浦口 １６４ ６０ １ １７５ ７８ ０ １４６ ８７

六合 １ ３９２ ２３ １ ３８９ ４０ ０ １３７ ８５

２ ３ ２　 势力圈间的空间关系分析

图 ５ 为 ２０１２ 年南京市区县势力圈划分结果．从
图 ５ 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势力圈的范围与行政

区划的范围基本吻合．在南京市的中部地区，以中心

城区均衡发展的势力圈构架基本形成，这与从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２ 年势力圈得到的结果不同，说明南京市中心区

的几个区都已经进入了平稳均衡的发展中．
２ ３ ３　 势力圈与行政区边界的叠合分析

从图 ５ 中可以发现城镇势力圈和行政区划的吻

合度很好．大部分区县的空间范围也反映了它的势

力圈范围，除了南部溧水县的势力圈与高淳县有交

叉外，整个南京地区都具有较为均衡的势力圈态势．
２ ３ ４　 调整方向

依据势力圈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２０１２ 年以后南

京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向：合并鼓楼和下关区．鉴于

鼓楼和下关的势力圈面积都比较小，鼓楼与下关合

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鼓楼区想要产业升级，就需

要进一步拓展空间，但随着鼓楼区可以改造的用地

越来越少，成本也越来越高．改造就要动迁一些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房子，但这些房子房龄也就 ３０ ａ
左右，不符合低碳环保的要求．而下关区当时还有改

造的空间，比如一些工业还没有迁出，破旧的棚户

区、仓储中心等，改造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都为两区

合并后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而且，从经济发展上来

说，鼓楼在招商引资、科教资源等方面，都有着较多

的优势，两区合并，恰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

同发展．
从势力圈角度出发，对南京市各区县进行调整

与实际的调整方案进行对比发现，２０１３ 年南京市政

府合并鼓楼区和下关区的调整是合理的，但仅从势

力圈的角度，本文并没有找到合并秦淮区和白下区

的理由．

图 ５　 ２０１２ 年南京市各区县势力圈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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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行政区划是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

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区、县规划的设置是否合

理，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关系到

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本文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在计算其基础、结构、
效益、质量的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得分的基础上，又利

用基于 ＧＩＳ 的势力圈模型，用定量方法验证南京市

行政区划调整的合理性．结果显示，基于势力圈测度

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向与实际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基本

吻合，从而说明了实际调整方案的合理性．
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需要用一系列特定的指标来反映．本文从

基础、结构、效益、质量 ４ 个维度确定了 ４３ 个指标，
但是由于数据多来自地方志、统计年鉴等历史资料，
有部分区县的资料存在缺失，使得结果在某些年份

有空缺，后续还应加强基础数据的收集工作．
本文以南京为例，探索出了基于 ＧＩＳ 用定量的

方法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新方法，但行政区划问题

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除了与经济水平、地域范围、
人口规模等有关外，还与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密

切相关，并不能完全按照定量分析的结果来进行具

体的划分．本文在制定县区撤并标准时，以势力圈作

为重要的依据，虽综合考虑了基础、结构、质量、效应

等方面的因素，但限于篇幅，并未考虑乡镇的发展方

向、政府的意愿以及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因素，在
后续的研究中还需专门对各个乡镇的情况进行具体

研究，对调整方案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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