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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研究報告是在探討中地理論，從他的基本假設到基礎概念，再深入介紹中

地理論的各項內容，包括市場區域劃分的演進、中地等級、中地體系、中地階層

和中地數等，最後探討中地理論實際的應用，例如地方生活圈的規劃、中部都會

區都市階層規模變化等。 

我們經過文獻蒐集，到圖書館查詢相關書籍，配合網路資源，將所得到資料作進

一部的分析整理，撰寫內容、繪製圖表，最後對中地理論提出結論與建議。 

按中地理論的概念，在一地區內所有大小的都市依其規模機能、服務 ( 或影響 )

範圍，以及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等程度方面之差別，在空間分布上構成階層性

的關係。階層愈高的都市，其規模愈大，其機能與服務範圍愈廣；而階層愈低的

都市其規模愈小，其機能與服務範圍亦愈小；同時各階層都市間亦存在一種從屬

關係，即較小都市為其最近較大都市之腹地；各個都市在整個體系中，彼此分工

合作，密切關聯而形成一個有秩序的體系關係，此即「都市體系」。 

另外從都市內部結構來看，由上述可知各都市在都市體系動態的發展趨勢下，一

個都市的都市機能當可從過去、現在的發展狀況，推知未來該都市在新的都市體

系中，可能分擔的都市機能程度或強弱。如此可做為未來都市計劃時規劃的依

據，使各都市的發展，一方面依自然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從此中尋找出各都

市獨有的特徵加以發揮。依此，一個都市的規劃即不違背都市體系的自然發展趨

勢，又可發展該都市的特徵，且使都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都市體系結合成一體。 

 

 

 

 

 

 

 

 

關鍵字：中地理論，中地等級，中地體系，中地階層，中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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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土地經濟學是從經濟學的觀點，研究如何合理利用土地，並使產生

的地利能夠公享的科學。所以其包括的內容和範圍相當廣泛，有許

多學派、法則、理論…等，而很多理論和觀念在高中經濟地理的章

節中有初步的介紹，其中我們對「城市體系」這個單元特別感興趣，

而他的內容主要是在介紹「中地理論」，這是一個我們常常聽到的

名詞，而我們對它的內容卻又很陌生，經過土地經濟學的課程，發

現還有很多深入的內容可以探討，引起我們想了解它的慾望，故以

此作為本組研究的主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我們將以中地理論作為研究的主軸，深入介紹其內容和其意義，並

介紹中地理論在實務上的應用，藉以了解中地理論對於城市體系的

貢獻和其重要性以及彼此間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 

二、文獻回顧 

三、資料文獻比較整理 

四、圖表繪製分析 

 

    第四節  研究流程 

資料收集  

 

 

 圖書館             網路  

 

 報告撰寫  

 

 

 圖表繪製             資料整理  

  

 圖文整合  

 

 結論與建議  

 

 心得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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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地理論 

    第一節  前言 

 德國地理學者克里斯徒勒（W. Christaller）在南德調查研究，於

西元 1933 年發表「中地理論」。他假設了一個理想的地理環境，將

地表實際情況加以簡化，假設各種自然和人文條件都是均質，僅保

留距離的關係，有系統的說明中心地的數量、規模和分布模式。 

 

    第二節  基本假設和概念 

 一、基本假設 

1、其土壤肥力到處相同、資源均勻分布、無邊無際的平原。 

2、人口分布均勻且所有的居民都必須被服務。居民的收入、

對貨物的需求、謀生方式都相同。 

3、有一個同一性質的交通網，運費隨距離呈固定比例增加。

運費與距離是與距離成正比的。 

4、平原上的經濟活動所需原料到處都有，且售價固定。 

5、銷售者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期望市場區域極大化，也

就是中地彼此隔的越遠越好；消費者為減少運費，希望中

地越近越好，也就是購物距離極小化。 

6、消費者到他們最近的中地購買貨物或服務時，付出的價格

是貨物的銷售價格加上往返的交通運費。 

7、中地即是聚落（settlement）的中心，它位於平原之上，

它提供其腹地貨物、服務及行政等機能。高級中地供應的

某些機能是低級中地所無法提供；而低級中地提供的機

能，高級中地都具備。 

二、相關概念 

1、中地 

 提供居住在它周圍地區的居民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地方。 

2、商品圈 

對消費者而言，商品圈是願意移動去購買某一商品的最大

距離；對銷售者而言，則是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最大距離。

然而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量又由價格而定，若價格上升，

則需求會減少。 

現假設一消費者必須移動某段距離才能到達中地，其購買

該商品的價格必定比住在中地區的多，因為它還須負擔部

分的交通費用。在相同的收入下，商品的需求量與市場（即

中地）的居離之關係可參考圖 2-1（需求與價格關係圖）

由圖 2-1 可知，距離中地越遠，運輸成本越高，其需求量

也越小。在圖 2-2 中（需求與距離關係圖）C 處，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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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的消費者的所有收入皆用來負擔交通成本，因而無力

在購買商品，因而 C地以外的消費者自然不再願意去購買

中地 A的商品，因此 AC 這段距離則為該商品的商品圈。 

而另一個例子是假設在一平原上，某人以生產和銷售鮮乳

為生，這裡的每一位居民每天用來買鮮乳的固定預算是 40

元，鮮乳每瓶 10 元，消費者購買時往返的交通費為每公

里 0.5 元，如表 2-1 所示。當消費者遠離鮮乳銷售處達 60

公里以上時，購買預算與交通費抵消，就無法購得鮮乳

了。以 60 公里為半徑的圓帶是為商品圈，也就是市場區

域。 

  

 

表 2-1  平原居民的鮮乳購買量與距離關係 

距離 

(公里) 

交通成本

(元) 

預定購買

力(元) 

購買能力

(元) 

市場價格

(元/瓶) 

購買量 

(瓶) 

0 

1 

2 

： 

20 

21 

： 

40 

41 

： 

60 

61 

： 

0 

0.5 

1 

： 

10 

10.5 

： 

20 

20.5 

： 

30 

30.5 

： 

40 

40 

40 

： 

40 

40 

： 

40 

40 

： 

40 

40 

： 

40 

39.5 

39 

： 

30 

29.5 

： 

20 

19.5 

： 

10 

9.5 

： 

10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4 

3 

3 

： 

3 

2 

： 

2 

1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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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閾 

所謂商閾就是銷售某種商品或是提供服務時，要維持營業

的臨界距離，即業者要維持營業的最基本範圍。 

假設平原上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人，而每瓶鮮乳的

利潤為 0.05 元，在產銷的過程中，生產者每天的固定支

出為 565 元，如表 2-2 所示，當距離增加到 40 公里時，

鮮乳的累積利潤正好超過生產者每天的固定支出，也就是

平原上的鮮乳生產者至少需要半徑 40 公里以上的市場區

域才可維持營業，則 40 公里即為商閾。 

 

表 2-2  鮮乳銷售範圍和累積利潤的關係 

距離 

(公里) 

銷售量 

(瓶/人) 

消費人數

(人) 

累積消費

量(瓶) 

累積利潤

(元) 

0 

1 

2 

： 

20 

21 

： 

40 

41 

： 

60 

61 

： 

4 

3 

3 

： 

3 

2 

： 

2 

1 

： 

1 

0 

： 

3 

 

1253 

 

 

 

3768 

 

 

6280 

 

12 

 

3771 

 

 

 

11307 

 

 

17587 

0.6 

 

188.55 

 

 

 

565.35 

 

 

879.35 

 

4、商品圈和商閾之關係 

（1）、商品圈＞商閾：廠商獲得利潤，可維持營業。 

（2）、商品圈＝商閾：其成本等於收入，無利潤可言，維持

營業的基本範圍。 

（3）、商品圈＜商閾：其成本大於收入，將無法維持營業。 

 

    第三節  市場區域劃分的演進 

當平原上只有一個鮮乳生產者，且商品圈大於商圈時，商品圈與商

閾的差距，足以維持另外的生產者。商品圈之外，也有許多居民未

能購得鮮乳，因此平原會陸續出現其他的鮮乳生產者。當生產者增

加時，其生產區位都避免和別的生產者接近，隨著生產者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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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圈和商閾的差距逐漸縮小，最後形成商品圈等於商閾。當生產

者佈滿整個平原時，各生產者就面臨市場區域劃分的問題。 

克氏中地理論有一種最低級中地，稱為里市（hamlet）。每一個里

市和其他最近的六個里市距離相等（克氏定為 7公里，如圖 2-3A）。

市場區域劃分演進如下： 

一、圓形相切型： 

以各中地為中心，商品圈為半徑畫成相切圓，圈內為各中地

的市場區域（如圖 2-3B）。此劃分方法將使平原上留有許多空

隙，住在空隙的居民將無法獲得商品與服務。 

二、重疊型： 

各以中地為中心，擴大半徑距離。則市場區域均互相重疊。

重疊的結果，可能商品圈小於商閾，致使部分的經營者無法

正常營業（如圖 2-3C）。 

三、重疊平分型： 

重疊部分加以平分，平分後的市場由圓形變成正六角形（如

圖 2-3D）。此劃分的優點是不會產生空隙，即使有些居民無法

獲得商品與服務，亦不會產生商品圈小於商閾的現象。 

 

 

    第四節  中地等級 

各個中地提供的商品各有差異，中地的市場區域大小也各不相同。

中地提供的商品種類愈多（中地等級愈高），則支持這些商品提供

者的商閾愈大，也就表示中地的市場區域愈廣；反之，則相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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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愈多種類的商品或較高級商品的中地，稱為高級中地；提供較少

者種類或較低級商品的中地，稱為低級中地。由表 2-3 可得知，C

級中地提供的商品種類最少（7 級到 10 級），等級也最低；B 級中

地除了提供 C級中地所提供的商品外，也提供較高級的商品（3級

到 6 級）；A 級中地的等級最高，除了提供 B 級中地所提供的商品

外，亦提供最高級的商品（1 級到 2 級），就商品而言，中地之間

具有某些階層和數量關係。 

如在一個國家之內，有無數的商店提供低級商品的銷售，亦即這些

商店的商品等級是低級的。但是有些商品如高級珠寶或是流行的服

裝，是非常「高級」的商品，它們需要一個非常大的市場區域，而

且這些商店的商品等級是非常的高級的。較大的中地，不僅供給多

數或所有高級商品，而且也銷售低級中地同種類的商品。因此高級

中地具有如下的特徵： 

1、較多的商品、商店和人口，以及較大的市場區域和營業量。 

2、高級中地比低級中地，有更為廣大的空間。商品等級愈高，供

給商品的商店數就愈少，商品等級愈是高級，服務的市場區域

也愈大。 

理論上，從一個國家最小組群的城鎮，到最大組群城市的體系排

列，是可以觀察出來的。如此，可以提供此國家細分成一系列的中

心區域，每一區域又一個城市為中心。 

 

表 2-3  商品等級和中地等級的關係 

                    中地等級 

    商                      高                   低 

    閾      商品等級 

                     A       B       C 

大 

 

 

 

 

 

 

 

 

小 

1 

2 

3 

4 

5 

6 

7 

8 

9 

10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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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中地體系和中地階層 

一、中地體系 

假設平原上，有四種不同等級的中地。分別為 A、B、C、D。A

為最高級中地，各個中地有一個六角形的市場區域，但大小

不一。若把中地市場區域重疊時，會出現有如圖 2-4 的巢形

堆砌。平原上的居民，除了要低級貨物與服務外，還需要有

較高級的貨物與服務。於是部分的 D市便會脫穎升格為 C市，

C市彼此的距離也相等（克式所定各個中地的距離如表 2-4）。

其六角形市場區域如圖 2-4 細黑線範圍，其結構也做巢形堆

砌。同理，更高一級的中地為 B 市，其六角型市場區域如圖

2-4 的中粗黑線範圍。又更高一級的中地為 A市，其六角型市

場區域如圖最粗黑線範圍。每一級中地，都有一個六角形的

市場區域，但大小不同且有重疊。 

 

表 2-4  克式的 K=3 的中地理論 

中地名稱 中地數目

邊界最大

距離(公

里) 

商品型態

數目 

市場區域

數目 

D 18 4 330 27 

C 6 7 600 9 

B 2 12 1000 3 

A 1 21 2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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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4 和表 2-4 得知，A、B、C、D 四級中地組成的中地體

系，每一個中地都有市場區域，但大小不同，每一個 A 級中

地的市場區域，等於 3個 B級中地的市場區域，9個 C級中地

的市場區域，或 27 個 D 級中地的市場區域（每一級中地的市

場區為低一級中地市場區的三倍大時稱為 K＝3的中地體系，

同理，每一級中地的市場區為低一級中地市場區的四倍大時

稱為 K＝4的中地體系；每一級中地的市場區為低一級中地市

場區的七倍大時稱為 K＝7的中地體系）。 

二、中地階層的空間型式 

都市的空間形式依其組織的不同，可分為三大類：即市場原

則、運輸原則和行政原則。這些原則的空間排列可用 K 值來

表示，所謂 K 值即表示低級中地數受到高級中地數影響的程

度，這也就是指不同等級中地間市場數量之間的關係。 

1、市場原則 ( Market principle ) 

在市場原則中，其財貨自中地的供給，儘可能接近供給的

地方，也就是按「運銷或供給原理」所構成之中地體系。

一較高級中地將服務其毗鄰的兩個較低中地，它只服務其

六個等距離最鄰近地的兩個，如此有一非對稱的補充區

域。此外，一較高級中地可能和其他兩個中地，共有相同

的毗鄰中地，圖 2-5 中聚落 2 位在三個補充區域 ( 中心

1、3 和 4 者 ) 的邊緣，這種排列稱為 K=3 體系，此處 K

涉及中地服務的數目，即此中地加上兩個最近鄰中地，或

是中地加上每一六個最近鄰地的三分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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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輸原則 ( Transportation principle) 

所謂交通原則，就是儘可能使重要中地能位於大市鎮間之

交通路線上，亦即道路線儘可能的節省，為配合交通原則

之要求，則上述依據運銷原理所建立之中地體系宜應酌予

調整分配。如同圖 2-6 所示，許多中地儘可能位在較大城

市鎮間的通路線上，例如從中心 1到 5的直線路線，直接

經過中心 2。這種形式以 K=4 體系表示之，此處一較高級

中地服務鄰接的三個較低級中地。如是，它支配其六個最

近鄰地的三個或和另一個相同等級中地共有其最近鄰地。 

 

3、行政原則 ( Administrative principle ) 

而所謂的行政原則，就是為了防禦，或為了有明顯行政管

轄界線。此時較高級中地及其近鄰的較低級中地，有一明

顯的分哩，此即每一較低級中心，落在一中地的貿易地區

內，例如中心 2 落在中心 1 的地區內，如圖 2-7。經濟上

和行政上，這種排列可能比較分離的聚落更為穩定，這種

關係稱為 K=7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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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三種情況，均為假設建立在某一階層 ( 例如村和小鎮

間 ) 的關係，且可以應用在其他階層 ( 例如城市和都會間 )

上，故通常稱為固定的 K體系 ( Fixed-K hierarchies ) 。

再者，我們可以展開克氏三種類型的每一類中地。克利斯泰

勒三種類型的每一種情況，典型的次序是：K=3 體系是 1、3、

9、27…；K=4 體系是 1、4、16、64…；K=7 體系是 1、7、49、

343…。 

依上述三原理所形成的運輸網，以交通原理所形成的運輸網

其效率較高，因為通過較高等級中心地之運輸路線亦通過次

一等級之中心地。由實證研究中亦發現大部分較小都市確實

是座落在連接兩個較大都市之運輸路線上，因此依交通原理

所形成之中地體系，被認為是現實社會中最能發生之型態。 

 

    第六節  中地數 

如果平原上可以支持 81 個 D 級中地，也就是 D 級中地的市場區域

數為 81，理論上有 27 個 C 級中地，9個 B級中地和 3個 A級中地。

但是，每一個 A級中地，本身包含一個 B級中地，一個 C級中地和

一個 D 級中地；每一個 B 級中地本身包含一個 C 級中地和一個 D

級中地；每一個 C級中地本身也包含一個 D級中地。因此，平原上

能見到的實際中地數為 3個 A級中地，6個 B級中地，18 個 C 級中

地和 54 個 D 級中地。如果最高級的中地個數為 1，則各級中地的

個數依序為 1，2，6，18，…。由此可歸納出下列公式： 

 

Ln＝（K－1）K（n－2）           Ln：第n級中地的個數 
                           n：中地級數 
                           k：3、4、7 或其他自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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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地理論的應用 

    第一節  前言 

在現實中的世界哩，環境多變且複雜，均質的中地分布，很難找到。

但是中地理論提出人類經濟活動空間最有效益的分布，每個區域的

經濟活動可以均衡而持續發展。中地理論可以作為判斷都市 ( 聚

落 ) 階層的指標，也可以應用於解釋空間規律、擬定地方生活圈、

規劃公共設施等，在區域計劃和都市建設上，中地理論是值得努力

去追求的理想。 

 

    第二節  地方生活圈的規劃與結構 

一、地方生活圈的規劃 

地方生活圈主要是根據克氏的中地理論建立，是一種中地和

腹地連結的地理區，該地方生活圈內最大的都市就是中地。

中地周圍較小的鄉鎮，是它的腹地。依中地理論概念，中地

愈大則機能愈是複雜，中地對腹地的影響也愈大。為了使「地

方生活圈」發揮功用，必須強化中地的服務機能，發展當地

最適宜的產業，建立便利的交通網路，使居民在工作、醫療、

教育、文化、購物和娛樂等基本需求，可就近從中地得到滿

足。地方生活圈的規劃，依據自然環境、文化、經濟、社會

等因素綜合考量，並依通勤、通學、購物及其他娛樂、醫療

等不同週期的活動範圍而定。 

二、地方生活圈的結構 

地方生活圈還可擴大到生產地帶和自然保育地帶（如圖

2-8），形成完整的地方生活圈結構。各區地方生活圈完成後，

可增進國土的有效利用，縮小城鄉生活的差距，使人口與產

業有合理而健全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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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不同地區地方生活圈之比較 

一、台灣的地方生活圈 

民國六十八年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首先提

出生活圈的構想，將台灣地區劃分為三十五個生活圈。至七

十八年，由於十大建設計畫陸續完成，運輸系統的現代化，

使國民所得大幅提升，整個社會條件、經濟條件與產業結構

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因此綜合開發計畫乃重新考量發展的

目標，將台灣地區劃分成 20 個生活圈，作為中央政策規劃與

投資單元，原有的生活圈則屬大生活圈之中的小生活圈，為

地方政策規劃與施政的空間單元，二者並行不悖。在八十年

開始實施的「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更進一步將台北、桃園、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6 個生活圈劃入都會生活圈，其餘

14 個生活圈則納入一般生活圈，實施不同階級的區域建設。 

地方生活圈即以未來台灣地區的都市體系為主，一方面係考

慮現有市鎮的分佈與規模，另一方面還有顧慮到人口都市化

的傾向，依通勤、購物活動距離、行政規劃、生產活動等因

素來劃分影響範圍。各個地方生活圈的建設，必須考量地方

的資源和發展潛力，因地制宜，並配合其他區域發展策略，

才能達成區域均衡發展的目標。 

二、日本的地方生活圈 

地方生活圈中，最基本的生活單元是「居住區」，由 50 至 100

戶人家組成，結合若干「居住區」為「社區」，相當於一個小

學的學區，再結合若干「社區」，以都市為中心，包括附近的

農、林、漁村等，構成「地方生活圈」或稱為「定住圈」，全

國約有 200 至 300 個。「地方生活圈」劃定以後，依各生活圈

中心都市的機能，提供各種公共設施，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以安定居住人口。 

三、南韓的地方生活圈 

南韓的大都市，人口大量集中，於是在「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中，依其地形、河川流域、通學、通勤等條件，將全國劃分

為 28 個地方生活圈，希望能建立定體系，防止人口集中，並

合理發展適當規模的工業，以謀求地方經濟的成長。其地方

生活圈依中心都市的規模，分為大都市生活圈、地方生活圈、

鄉村都市生活圈三種，開發的方針是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地

方潛力，合理分配人口和產業，健全都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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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中部都會區都市階層規模變化 

中地理論可以作為判斷都市 ( 聚落 ) 階層的指標，不同的階層，

人口數量不同，所提供的服務等級也不同，我們以中部都會區為

例，探討中部都會區的五個都市階層，以驗證中地理論： 

一、都市中心–台中市 

台中市人口達到七十萬人以上，乃中部區域及都會區內最大

的都市，為主要政治、經濟、文化、行政中心，其服務範圍

廣及整個都會區，可提供高品質的服務設施。如美術館、自

然科學博物館、大型醫療保健中心等。此外，人口密度較高，

第三級產業發展亦較迅速。 

二、次都市中心–彰化市、豐原市、南投市 

次都會中心的功能僅次於都會中心，服務範圍較小，但同樣

具有綜合性服務設施，如體育館、批發市場、地方商業中心、

文化中心等，以分散都會中心的部份功能，且各次都會中心

具有不同之都市特色。本都市區範圍內，豐原市以農業為主；

彰化市則具民俗文化特質；南投市則因風景怡人，且為省府

所在，固以觀光、行政為主要功能。 

三、成長中心–台中港新市鎮 

基於都會區發展之需要，必須促進某些地區之開發、建設，

使其成長，以有效引導都會區之均衡發展。台中港新市鎮規

劃為次都會中心，但其發展至今仍不如預期。因此，未來台

中港新市鎮仍保有持續成長的空間。 

四、鄉鎮中心–東勢鎮、大甲鎮、和美鎮、鹿港鎮、員林、草屯鎮 

本階層的都市具相當規模之人口，並以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

服務設施為主，可減少對都會中心及次都會中心往來旅次及

人口成長之壓力。 

五、依存中心–其餘鄉鎮 

本類地區本身無具規模之聚集效益，必須依賴其他中心都市

提供就業、消費等功能，如大安鄉、外埔鄉、后里鄉、石岡

鄉、新社鄉、神岡鄉、大肚鄉、伸港鄉、線西鄉、福興鄉、

埔鹽鄉、大村鄉、秀水鄉、芬園鄉、花壇鄉。部分鄉鎮則因

鄰近都會中心，受都會中心波及效果影響，而發展較快速，

如大雅鄉、潭子鄉、烏日鄉、大里鄉、太平鄉、霧峰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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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前言 

按中地理論的概念，在一地區內所有大小的都市依其規模機能、服

務 ( 或影響 )範圍，以及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等程度方面之差

別，在空間分布上構成階層性的關係。階層愈高的都市，其規模愈

大，其機能與服務範圍愈廣；而階層愈低的都市其規模愈小，其機

能與服務範圍亦愈小；同時各階層都市間亦存在一種從屬關係，即

較小都市為其最近較大都市之腹地；各個都市在整個體系中，彼此

分工合作，密切關聯而形成一個有秩序的體系關係，此即「都市體

系」。 

另外從都市內部結構來看，由上述可知各都市在都市體系動態的發

展趨勢下，一個都市的都市機能當可從過去、現在的發展狀況，推

知未來該都市在新的都市體系中，可能分擔的都市機能程度或強

弱。如此可做為未來都市計劃時規劃的依據，使各都市的發展，一

方面依自然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從此中尋找出各都市獨有的特

徵加以發揮。依此，一個都市的規劃即不違背都市體系的自然發展

趨勢，又可發展該都市的特徵，且使都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都市體

系結合成一體。 

 

第二節  結論 

以下是對中地理論提出的幾點結論： 

一、中地活動 ( 機能 ) 的區位 ( 如高級機能要選擇大的中心位

置 ) ，即因人口分佈不均，才會分別開來。因此，散佈開來

的六角形結構是可預期的。 

二、運輸系統乃因地理條件而分佈，但也連帶影響了都市空間分布

的變形。 

三、中地理論忽略了原料與勞力區位的影響，未考慮大都市具有就

業機會的機能及其引述人口的影響。 

四、中地的分布、規模與機能強度受政府和計畫機能的影響。如早

期政府選擇南投的中興新村做為台灣的辦公中心，使當地繁

榮起來。另外，建築於梧棲鎮的台中港亦增加了都市機能。

這些政策都不可能根據 Christaller 的原則來進行。因此，

其系統會受到改變。 

五、中地規模愈大，所提供的功能數目愈多。而層級愈高的中地，

其個數愈少，彼此間的距離愈遠。而移動距離最短的觀念即

為市場原則。 

六、依據 Christaller 的看法，中地階層性是由中地與商品的層級

決定，但商品的層級與分佈隨消費的型態與服務的功能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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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在考慮路程極小化的原則即中地提供機能的強度

之下，霧峰鄉的居民不可能捨台中市而到南投市消費購物。 

 

第三節  建議 

在這現今的社會中，工業化所伴隨而來的快速結果已造成全球化的

速度越來越快了，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也越來越密集，其距離的問題

也已經不是問題了，然而對於中地而言，有許多理論已不適用於現

在的社會中。就中地來說，它是在許多假設中而成立的，而這一些

假設都是和實際狀況相互衝突的，在今已不在是單純的 K＝3、K＝

4 或 K＝7 了，而是由許多機構、功能組成，一個城市已經不可能

只有一種都市機能了，有可能是由 K＝3和 K＝4組成，也有可能三

種都有，這全是因為全球化所造成的結果。但是中地理論也並不是

全都無法印證在現今的社會之中，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商品圈和商

閾，還是有些可以用在現今的社會之中，但其最完美的六角形，那

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大家所追求的都是最大、最多的利益，市場

機制會把那一些無法生存的廠商淘汰掉，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

建議： 

一、中地理論可作為政府規劃市鎮、交通，和廠商設立商店時的一

個指標，但由於很多因素沒有考慮到，所以僅可作為一個參

考的指標，決策者在做決策時，應考量其他的影響因素（例

如：人口、地方文化），這樣的決策結果才會較為客觀。 

二、中地理論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之內，

在現今國際化的時代，一個國家有可能是一個中地或腹地，

國家和國家之間也有等級大小的分別，所以可用中地理論解

釋現今全球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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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得與感想 

這份報告的製作，算一算也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了，從選擇研究主題

開始，就令我們相當頭痛，因為土地經濟學的範圍真是太大、太廣了，

不管是那一種理論甚至只是一個名詞，它所牽扯到的範圍都非常的廣

泛，因為它們都是經歷長久的時間才被學者所認定的。所以我們經過

一次又一次的小組會議，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決，最後終於敲定了研

究的題目–「中地理論」。 

一個研究的開始，資料的蒐集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利用學校的圖書館，

借閱相關的參考書籍；又利用網路資源，搜尋相關的資料文獻；甚至

從家裡把之前高中地理上課時的補充資料和講義帶來，一倂作為這次

報告的資料來源，這可以加深我們對中地理論的了解，也可以知道為

何它會被探討出來。 

有了豐富的資料，接下來就是研究的過程啦！我們從這麼多資料中，

不斷的閱讀，分析整理每項資料相同和相異的地方，經過整合，才成

為報告的內容；而這次的資料中，有許多都是圖片和表格，而這一些

表格、圖片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所以我們利用小畫家，將資料

中的圖片親手繪出，作為報告中的參考圖片；最後再將文字及圖片、

表格作結合和排版，雖然花費了不少的時間，但為了要讓整份報告內

容看起來圖文並茂，更加豐富，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阿！ 

這份報告的完成，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從這次報告的製作中，也

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尤其對中地理論有更深入的認識，以前在高中地

理中只是大約的介紹過，所以我們並不是很了解它的用處，甚至只是

為了應付考試，但是經過這次的報告之後，讓我們更加了解中地理論

的內容、意義和他的應用，而且我們這組中有一個組員高中時就讀的

是自然組，所以對於中地理論這個名詞相當陌生，但經由這次的報告

後，他也已經大概能體會中地理論內所蘊藏的意義了，總而言之，製

作這份報告，對我們學習土地經濟學有相當大的幫助，透過自己找尋

資料，自己整理資料內容，印象也一定會特別深刻。 

大一時我們都上過經濟學，當時我們就覺得經濟學裡面的很多理論都

很不切實際，跟現在的現實狀態很難結合，但是，也因為有這些理論，

才能讓我們在作評估時，當作一個指標，就像我們這次研究的中地理

論一樣，中地理論是在許多假設條件下所成立的，而這些假設條件在

我們現實社會則是非常難達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依然可

以參考這些結果，在作規劃時作為一個參考的指標，不過千萬要記住

一件事情，它只能僅供參考，並竟在現實的社會之中，仍有許多我們

無法預期的事情發生。唯有記住這件事，才能讓我們對於任何事情都

能做最有效率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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