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上海暨长三角城市社会发展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7上海暨长三角城市社会发展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64203191

10位ISBN编号：7564203196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编

页数：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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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上海暨长三角城市社会发展报�>>

内容概要

城市化问题是当前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如何又好又快地促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随着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创新思维，用一种新的知识系统和组织
系统、工作方式去解决。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以及“城市为人而建，为人而发展，为人而美好”的城市
化发展理念，使我们越来越关注民生问题。
因为民生问题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怎么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工作机制，与当前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如何解决一些民生问题直接相关，平安建设就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2007年上海平安建设推进大会上，市长韩正指出：一年来的上海平安建设，办实事、保平安、得
民心，成效明显；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平安是基础、是保障。
各级党委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增强执政为民的意识和本领，通过平安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平安建设要顺民意
，解民忧，出实招，见实效，做到社会认同、群众满意。
    一般的理解中，“平安”属于安全领域，“平安城市”是以打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为主。
而事实上，“平安城市”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大平安”
，2007年度的社会发展报告就是以这种“大平安”的理念，切人研究上海暨长三角城市社会发展的现
状，从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审视与反思平安对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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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平安城市：上海暨长三角城市群社会发展　　第一节　城市化、城市治理与平安城市　
　一、“滞后”还是“超前”，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新挑战　　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的过渡，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是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这种有关社会发展的思考
和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诞生之初。
孔德关于社会的发展是从军事时代到法律时代再到工业时代的论述，斯宾塞从军事型社会到工业型社
会变迁的理论，涂尔干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理论，滕尼斯从社区到社会的理论，以及韦伯所建立
的庞大的宗教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体系，都在某种意义上以欧洲社会为蓝本，探讨了人类从传统农业
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和发展过程。
社会发展理论揭示了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工业社会的发展又是与城市化进程相联系，
工业化、城市化构成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基本蓝图。
　　然而，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始终都是并行发展的，这与中国城市化的曲折历程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了“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关键是实行城乡分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因此，在1950～1978年的28年时间里，国家工业化水平虽然增加了27个百分点，但城市化水平仅增加7
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城市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城市化明显加速，1978～1985年的8年时间里，城镇
人口的比重提高了5.79个百分点。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城市发展的新时代，大量就业机会增长吸引了巨大数量的农民群体
，1985～2000年的15年中，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又提高了12.5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国家通过户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城市化进一步加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
月26日发布的数据，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
提高6.2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5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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