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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进程跃人快车道，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发
展品质亟须提升。
“十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规模扩张的制约和品质提升的压力日渐凸显。
展望“十二五”的城镇化，无论是自然演化还是宏观调控，中国必将进入一个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
的整体转型时期。
　　一 强劲的经济增长助推城市规模扩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在9％以上的年增长率
，非农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
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幅度接近1个百分点，从1978年的19.72％增加到2009年的46.59％。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一速度和水平并不算高。
①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
从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数量看，1981～1995年，平均每年超过1000万人；1996～2005年，每年超过2000
万人；2006～2009年，每年大约1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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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承前启后之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以中国城市
发展“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为主题，紧密联系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动向，对“十一五”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了回顾，对2010年及
“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趋势和调整思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
《报告》还选择了部分在城市发展方面进行有益探索的代表城市(区)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梳理了“
十一五”期间有关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
    《报告》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前4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
分点，但城镇化质量不高，仍在延续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
统计上被高估。
城市发展在规模扩展、功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效，和谐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但发展质量的提高却较为缓慢。
由于体制和政策不尽完善，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不匹配，
城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与居住分异加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空间开
发无序现象严重，大城市膨胀问题亟待解决等。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个
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
今后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加快全面城镇化的进程，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加快城市转型升级
步伐，促进城市的科学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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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但相比较而言，城镇化率每年提高的
幅度将会有所减慢，预计年均提高幅度将保持在0.8～1.0个百分点，很难再现“九五”和“十五”时期
平均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处于减速而不是加速时期。
据此推算，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预计将达到52％；到2030年，将达到65％。
这就意味着，今后中国每年仍将有上1000万的农民进人城镇，在城镇工作和生活。
同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科学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更加注重
提升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城镇品质和生活质量，把城镇化快速推进与质量提升有机结合起来，努力
实现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相统一。
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进入城镇化平稳快速推进、速度与质量并重的新阶段。
其核心是加快全面城镇化的进程，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
要加快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当前应着力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要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现阶段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是水平较低而是质量不高的问题。
因此，加快全面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推进城镇化的核心任务。
为此，要加快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建立城乡普惠的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
障、社会福利和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土地、住房、财税、选举权等制度改革步伐，不断降低农民进城
落户的门槛和成本，使广大进城农民工能够和谐地融入城市、共享城镇化的利益和成果。
同时，要下力气解决城市民生和各种社会问题，大幅度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以促
进居民特别是农民工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
很明显，如果不能较好地妥善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那么中国的城镇化将是一种不完全、不彻底、
不和谐的城镇化。
实现全面城镇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是提高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
目前，中国大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用地快速扩张，非农产业大规模集聚，但由于进城门槛和成本较高，
大量进城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却难以在城市扎根和安家落户。
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重要主渠道，今后吸纳和承载进城农民的潜力仍然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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