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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发达国家是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先行者。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兴起了世界城市化的新浪潮，而中国的改
革开放，则掀起了世界新兴城市化的巨浪狂涛，产业和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全国各地兴起并膨胀着
一座座新兴城市⋯⋯　　2000年9月14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首席顾问、前世界银行副行
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ph E. Stiglits）应邀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讲学，他说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着两个巨大动力：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这里，斯蒂格利茨不仅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城市化看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的巨大动力。
不是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兴起了中国的城市化浪潮，这一浪潮不仅大大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大
大带动了中国建材、交通、商贸和金融、餐饮娱乐、文化教育等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成为超级
世界工厂。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不断增长着的巨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互动影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
1949～2008年，城市个数由132个增加到655个，城市化率由7.3％提高到45.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城市化明显加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截至2008年末，我国已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22个
，50万到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18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51个，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264个，
建制镇已经达到了192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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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以“政府悖论”的命题概述了我国城
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困境，分析了当前城市化中“土地财政”、寻租和腐败、公共政策失效、公共
产品供给低效、虚假城市化等矛盾和弊端，提出了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应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转变，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强共赢”的观点。
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在构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
城市化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对城市化中的“政府悖论”现象进
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剖析，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
希望本书的粗浅研究能为中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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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遇到挫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
这些提前返乡以及春运期间返乡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人已在2009年的春天再次踏上了返城的路。
政府的职责，则是在这一过程中帮助每一个有能力就业的劳动者就业。
第一，尽快让一部分在城市已经有稳定生活的人群纳人城市群体；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金中
，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一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为支持后续的产业升级做准备，二来
也延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为经济周期复苏赢得时间。
此外，受政府调整的影响，工业布局过于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导致沿海地区城市化不足，工业化
过量；而内地和广大西部地区，在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后，城市化发展起来了，但是工业化不
足。
因此，政府还应在产业结构和工业化布局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在解决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不足问题的
同时，促进内地工业化不足问题的解决，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去。
　　（三）加快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就业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金融危机使得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遭受重创，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还需一个过程，
并且经济增长滑坡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亦很难在短期内被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便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破点。
于是，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5日颁布了规模空前的旨在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提振经济的4万亿投资
方案，预计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个百分点。
　　但是向哪个领域投资是个值得斟酌的问题。
目前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全面生产过剩，没有短缺领域；投资于产业，投资需求上去了但未来会留下
很大隐患，是饮鸩止渴，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关于民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
因此，民生和公共基础设施便成为新的投资重点。
从4万亿投资构成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大部分将被运用到基础设施和保障民生的领域，如图2－4、2－5
所示。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
本改观。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建设一起，都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制度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