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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途径城市化》从城市化历史发展过程、科技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劳动过剩后休闲社会的形成等
新视角、大背景，来构建解读中国目前大规模、高速度城市化的现象的理论体系，提出必须摆脱唯工
业化为单一城市化路径依赖，走多途径城市化道路的观点，分别探讨了商业驱动、物流驱动、文化创
意驱动、旅游驱动等多途径城市化的特征和发展模式，此外也指出城市化绝不意味着消灭乡村，在乡
村地区建议引入多途径现代化而非全域城市化理念。
《多途径城市化》是一本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进行探索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著作。
适合城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者、受到城市化过程影响的广大农
民及市民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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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8.1.5科学技术基础 诚如本书第一章的讨论所言：科学技术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人类城市发展
史，历史上每一次城市化的浪潮几乎都伴随着许多科技大发现，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
持。
随着中国交通网络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普及甚至深入乡村，发达和闭塞地区之间的
联系日益紧密，城市之间的多形态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诸如节能减排等环保技术的发展，使得后起的
城市化地区有可能避免早期城市化地区犯过的错误。
赵新平、周一星（2002）指出，各类快速交通干道的形成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城市的空间形式发
生了一些不同于前些时代的变化，这对城市学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
 基于科学技术的支撑，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单元，不同职能和属性的城市功能
间的相互支持，城乡之间的互动逐渐实现。
人才和科学技术的流动性，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的技术鸿沟不断缩小。
如果说人口由乡村流向城市是城市化的第一轮现象，那么新一轮的城市化就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
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服务业进城并伴随着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
城市化不仅是要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洪银兴，2003）
。
 虽然共同的科学技术基础平台使得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机会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为实现多途径城
市化提供科技支持。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不同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有显著不同。
依托科技推进城市化发展，各自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功能也有显著不同。
依托科技创新、依托大学的研究能力，为区域城市化发展带来巨大动力并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城市面
貌的最典型案例，就是美国的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兴起。
科技力量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迅速城市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赵效为，2005
：3—5）。
在科技创新没有新的进展的条件下，城市发展将会达到某种平衡，进入所谓的耗散结构状态，只有当
新的技术革命再次发生，才会引起城市进入下一轮的重新循环（张丹华，2007），可见一个城市如何
长久保持科技创新能力，是这个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8.1.6政治基础 在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始终十分强大，是所有相关利益主体中最具影响
力的一类。
蔡建明（1997）曾就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政治因素作过分析，其中行政中心的辐合效用、政策因素
、行政区划变动等都与政府作用密切相关。
1949年后，中国一次经历了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弱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正在建立工业化与城市
化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叶裕民、黄壬侠，2004）。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制度不断改革，市场的力量逐渐取代了部分政府力量，成为推
动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但是行政力量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没有脱离直接的行政干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政府主异型城市化（
徐琴，2004）。
促使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向市场主导型城市化转轨，是中国城市化稳健发展的关键。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和足够强势的政府决定了中国城市建设的阻力更小，但是这种看似“和谐”的，成
就斐然的城市建设方式，是以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为基础的，长久积累下去，必然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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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途径城市化》解读中国目前大规模、高速度城市化的现象的理论体系，提出必须摆脱唯工业化为
单一城市化路径依赖，走多途径城市化道路的观点，分别探讨了商业驱动、物流驱动、文化创意驱动
、旅游驱动等多途径城市化的特征和发展模式，此外也指出城市化绝不意味着消灭乡村，在乡村地区
建议引入多途径现代化而非全域城市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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