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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美国媒体报道，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州大学专家统计显示，在2007年5月23日这一天，
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成为有史以来城市和农村人口结构发生转折的“分水岭”。
不管其研究结果是否准确，这一研究已明确地向人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这里至少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总体上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聚集，城市将成为人类的主要居所；二是第
二、第三产业在城市蓬勃发展，城市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进程和有效手
段，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以农民和农业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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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城镇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历程，总结我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
特征与经验，重点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路与目标、城镇体系构建
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措施进行研究。
    本书既有理论的概括，又有实践的探索，可供从事城镇化研究的人员、实际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的
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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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理论包括了推一拉理论、人口迁移转变假说以及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
　　推一拉理论起源于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律”。
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推力”，即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压力；“拉力”，即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
经济和自然引力。
　　人口迁移转变假说由泽林斯基提出。
他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同时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转变密切相关。
他将社会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人口迁移具有不同的特征与规律。
在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阶段里，人口再生产类型是“高出生率一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人口
很少发生迁移流动；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高出生率一低死亡率一高增长
率”模式转变，人口迅速增多，出现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在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
，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一低死亡率一低增长率”模式转变，人口自然增长受到抑制，各种形
式的人口迁移包括城乡人口迁移势头减缓；在发达社会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
进一步下降而降到很低的水平。
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和迁往未开发地区、国内人口迁移及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都在下降，取而
代之的是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迁移，人口流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未来超发达阶段，从总的方面来
看，人口迁移数量会有所下降，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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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重庆市城镇体系和城镇化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介绍城镇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历程，总结我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
与经验。
　　世界已经进入城市的快速发展阶段，现在有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预计城市人口的
快速增长还将继续，而且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这个历史的变化进一步受到强有力的全球化力量的推动。
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使城市化和全球化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把成千上万人甩在后面或抛在边缘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