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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
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
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
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本报告共分5篇9章，深刻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共同
构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全面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集
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内涵和动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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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中国城市化新里程的发展战略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1.3%。
城市制造业的规模趋于稳定，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的产业结构、用地结构和空间结构都
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传统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的城市化道路；传统
的城市化道路是以牺牲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片面强调城市发展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
调的城市化道路；传统的城市化道路是盲目地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的非持续的城市化道路；传统的城市化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
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的城市化道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使中国在资源、环境、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尤为突出，甚至更为严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后发优势、劳动力充足价廉的比较优势，但同时存在资本
短缺、技术和管理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劳动力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劣势。
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在城市化发展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要想解决目前困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
续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迈向中国城市发展的新里程，必须实施以下城市发展战略。
 （一）城市之间：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中国在传统城市化发展道路上长期坚持大力发
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单一模式。
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但随着大城市的优越性逐步显现以及其规模
不断膨胀，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国经济和城镇体系的发展，必须实施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
城市发展战略。
 1.大城市战略 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大城市，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
市群和城市带，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
从理论上讲，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世界各国城市的总趋势和一般规律。
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城市化首先是少数城市的孤军突起式的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才有了大批
小城镇的跟进式的快速发展。
中国人口问题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要求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相应发展来加以缓解。
而且许多研究表明，大城市在综合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效益及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作用等方面
都要比小城市大。
我们必须积极培育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核心作用，提高其辐射效应，使之通过生产网络、市场营销网
络、信息网络带动周边城市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造就出像纽约、东京式的国际化大都市，造就出
更多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现代化城市群，以提高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和效益。
只有以这些城市群为依托，我们才能取得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对内扩大内需，增强规模效
益和提高就业，消费能力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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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深刻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
”，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全面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
体系；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内涵和动态评估。
本报告可为各级决策部门、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从事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科研工作者、高等院校
师生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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