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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7月中旬，我们承接了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上海市土地利用规划修编专题研究项目之一
《国际大都市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的比较研究》[课题编号2008（D）-089（F）-06]。
经过数个月的辛苦工作，终于形成了这本近30万字的著作。
或由于时间仓促，或因为语言障碍，或囿于才蔽识浅，文章仍显得非常稚嫩，甚至还很不成熟，但我
们仍愿意让它刊印成书而与读者共享，既是为了避免同行去做重复的劳动，又可以接受学界更多善意
的教诲。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已在各章末的参考
文献中予以列出，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衷心感谢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土地利用规划所的施玉麒所长、代兵博士、
张玮博士、高魏博士等人的宝贵建议。
　　衷心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吴宇江先生的鼎力支持与辛勤编辑。
　　本书是课题组集体劳动的结晶。
全书由石忆邵拟定写作提纲并统稿和最后修订。
各章的具体分工如下：第1章——石忆邵；第2章——范华；第3章——陈永鉴；第4章——陈华杰；第5
章　　蒲晟；第6章　　彭志宏；第7章——彭志宏；第8章一一靳瑞萍；第9章　　黄银池；第10章—
—范华；第11章——陈永鉴；第12章一一范胤翡；第13章——徐宏亮；第14章——一周顾盛（华东师
大）、蒲晟；第15章——胡建民、彭志宏。
　　因书中各章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加之各城市资料收集的难易程度有别，故有少数城市未能按原写作
计划顺利完成，不得已而改换其标题。
尽管我们旁搜远绍，爬罗剔抉，但终因款学寡闻，而难以钩深致远，罅漏之嫌与遗珠之憾兼而有之。
权且存此岁月之履痕，祈望同仁不吝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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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伦敦、纽约、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开罗、悉尼、孟买、芝加哥、圣保罗、布宜诺
斯艾利斯、首尔、多伦多等国际大都市，分析和比较其建设用地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特征，
探寻和揭示国际大都市成长过程中建设用地规模与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总结和提炼国际大都市
建设用地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或模式，为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建设用地规模与结构发展及极限测算提供
指导和借鉴。
    本书可供国土资源管理、城市规划与建设、经济地理等专业领域的高等院校师生、科研单位研究人
员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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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际大都市是指那些具有较大人口规模、较强集聚扩散能力和影响力的城市。
它们的影响和辐射功能往往超越国界和地域边界，广涉全球，甚至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控制、协调和
指挥中心。
　　按其国际地位和城市发育状况，可将国际大都市划分为如下四类：①全球性大都市，如纽约、伦
敦、东京、巴黎；②区域性大都市，如洛杉矶、法兰克福、悉尼、多伦多等；③新崛起大都市，如香
港、新加坡、台北、首尔等；④崛起中大都市，如约翰内斯堡、圣保罗、曼谷、吉隆坡、孟买、墨西
哥城、开罗等（屠启宇，金芳等，2007）。
按经济功能强度和市场辐射范围的差异，可将国际大都市划分为三个层次：①全球性国际大都市，是
全球经济活动的控制、协调和指挥中心；②区域性国际大都市，是世界经济循环网络的重要空间节点
；③地区性国际大都市，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潜在的和正在崛起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结合上海城市的功能定位、发展特点和未来目标，为增强其横向可比性，本报告在进行国际大都
市的个案对象选择时，主要参考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国际制造业中心城市、国际重要海港或国际重要
空港（蔡来兴，1995）。
从中筛选出同时兼具上述主要功能的国际大都市作为研究对象。
同时城市人口规模一般应在500万人以上（新加坡除外）。
这些大都市主要是：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开罗、孟买、悉尼、芝加哥等。
同时还参考了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尔、多伦多等其他大都市。
　　目前，上海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已超过30％。
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如何？
其极限规模是多少？
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国际大都市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比较研究，廓清不同空间发展模式、不同经济发
展阶段国际大都市建设用地演变特征与规律，从而为上海市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发展及极限测算提供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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