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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立生编著的《城市土地人口与经济发展——国内外经验与莆田的实践》分为理论篇、案例篇和实践
篇三大部分。
理论框架部分主要是阐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概念的“成长管理”所产生的理论背景、所依赖的学理资
源、所形成的内在机制等，分析了城市化与成长管理、土地发展与成长管理、人口发展与成长管理、
经济发展与成长管理的关系，以及土地利用与绩效评估、成长管理与土地利用绩效评估之间的关系，
着重论述作为政府宏观调控重要闸门的土地利用管理工作，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
土地利用进行绩效评价和改进、对政府提高管理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案例篇选取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作为分析对象，对其城市化发展之路进行理论分析，尤其是美国
都市理性发展之路，同时选取佛罗里达州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成长管理策略探索研究。
实践篇选取莆田市为研究对象，而作为分析工具的成长管理引入，为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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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现象严重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
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9.39%快速上升到2009年底的46.6%；全国有超过6亿的城镇人口，形成了建设城
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18座，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4个。
但我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看成是一个非农居住人口增加、行政区域变更，甚至是仅靠“圈
地运动”以扩张城市规模的过程。
尤其是80年代以来“摊大饼式”的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区超大广场等标志性建
筑的建设热潮，导致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无限膨胀、对土地的非集约化利用问题突出。
据统计，在1981～2004年共14年的时间中，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从7415km2增加到30781.28km2，增长
了300%以上，平均年增长率为22%，远远超过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
近几年对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土地利用不合理，利用率低等造成的浪费
现象依然严重。
因此，如何扼制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非集约利用问题，是保证城乡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
 2.土地过度城市化阻滞了农民（工）市民化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 政府主导推动的城市化，同时也是一
个土地过度城市化的过程。
所谓土地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土地扩张超过人口城市化。
在土地过度城市化的情况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建设步伐赶不上人口移居城市的速度，城
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
重的“城市病”。
我国的土地过度城市化有自己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和（真正能够融入）城市人口
的缓慢增长。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一些城市只是热衷于通过修编城市规划、设置开发区，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扩
大城市占地面积，却不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向城市转移，甚至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落户设置
种种障碍。
1990～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91%，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168%，城镇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
之比为1.8：1。
而且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变动和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如果扣除统计意义上的
城镇人口，城镇用地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比会更高，土地城市化过度超前于人口城市化。
据中国可持续发展信息网（曹新元，2005）公布的数据，我国近年来被占耕地农户中，有1.5%的人得
以安置就业，仅有5.8%的人得以转为城市居民。
我国现有的城市化水平难以真正从社会学意义上减少农民，也就难以真正解决“三农”。
在小城镇热、开发区热等一系列热潮过去之后，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但他们自身及其家属却被
抛在了城市之外。
土地过度城市化导致失地农民增加，而农民（工）融人城市困难，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地的市场化流
转受阻，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难以达成。
其中的逻辑是，数亿农民虽然长期在城市务工，但内心深处知道自己不是城里人，或迟或早要回到农
村，土地（至少在农民的心中）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生活保障功能；于是，在土地的保障意义大于依
靠流转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的时候，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不畅通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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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土地、人口与经济发展:国内外经验与莆田的实践》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城市土地、人口与经济发展:国内外经验与莆田的实践》研究了中国城市土地的土地利用以及区域经
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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