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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最新进展和目标模式
 
黄 锟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如城镇数量增长较快,城镇

化进程加快发展,城市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式更趋合理,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
但同时城镇化也存在城市平均规模过小、集中度偏低,城市群紧凑度不高,城镇化地区差

异显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和城市病日趋严峻等问题。在

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能再延续传统城镇化模式,必须坚持科学规划、以人为本、四化同

步、促进融合、深化改革,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质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

17.92%提升到2012年的52.57%,与世界城镇化水平持平;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城市经

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开启了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但同时城镇

化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半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被城镇化、房地产化、城镇化低密度发展、城
镇化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不尽合理等弊端日趋严重,旧的城镇化亟须转型升级。在城镇

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厘清城镇化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新进展

和存在的新问题,认真思考在人口负担重、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

展很不平衡、世界经济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未来城镇化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如何积极

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化质量,兴利除弊,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过短暂的恢复性发展(1979-1984年),就步入稳定发

展(1995-1995)并逐渐加速(1996至今)的发展阶段,开始真正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在

这一阶段,改革开放成为城镇化的最重要推动力(黄锟,2013),城镇化建设也由此取得许多

突破性成就。
(一)城镇数量增长较快,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

1978年中国有城市191个,1998年发展到668个,以后相对稳定,2012年为658个,
比1978年净增467个,年均增加13.7个,是1949-1978年年均增加量的近4倍。建制

镇数量也以每年521个的速度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2173个,发展到2012年的19881
个,净增17708个①。在城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尽管改革开

放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仍在延续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大城市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区域扩张也十分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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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1984年,全国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仅为7.6%,到2006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18%,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广州、哈尔滨等特大城市周围的许多县区都已建成城市新区,城市区

域不断扩大(见表1)。这一时期,我国大城市数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而且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上海、北京等城市规模已经进入世界10大城市行列。

表1 2011年代表性大城市的规模比较

城市
面 积 人 口

总面积(km2) 市区面积(km2) 总人口(万人) 市区人口(万人)

北京 16411 12187 1277.9 1207.1

上海 6340 5155 1419.4 1350.6

天津 11760 7399 996.4 816.3

哈尔滨 53068 7086 993.3 471.5

沈阳 12980 3471 722.7 519.1

南京 6587 4733 636.4 551.6

武汉 8294 2718 827.2 515.2

郑州 7446 1010 1010.1 529.8

西安 10108 3582 791.8 568.8

成都 12121 2172 1163.3 544.8

广州 7434 3843 814.6 671.3

  资料来源:《201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二)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经过1979-1984年的短暂恢复发展阶段,就迅速进入稳定发展和快速发

展阶段。1978-2012年,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71182万人,净增53937万人,每年平均增加

1453万人,是1949-1978年间城镇人口每年净增数量的4.04倍。其中,1996-2012年,城镇人口更以

每年2118万人的速度递增,是1949-1978年间城镇人口每年净增数量的5.3倍。随着城镇人口的迅

速增加,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2年的52.57%,共上升了34.65个百分点,年
均增加0.93个百分点,与1949-1978年间年均增加0.25个百分点相比,提高了0.77个百分点,城镇

化速度明显加快。

图1 1978年以来的中国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三)城市空间形态从城市单体发展向城市群体发展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大城市发展,逐步地迈入到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和城市网

的发展时期。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在铁路沿线、长
江沿线逐步形成了连带状态的城市带。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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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经济社会进步最明显地区。2011年,三大城市群区域面积27.3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2.85%,却集聚了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城市群、城市带的形

成,不仅使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
(四)城市发展方式从单纯的规模扩张向规模和质量并举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环境、资源,
特别是土地等方面的压力和影响,城市开始从规模扩张为主进入到规模与质量同时增进的新发展时期,
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功能特征逐步趋向优化。首先,中国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88-1996年,中国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18%。2002-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由

64292亿元增加到293026亿元,增长3.56倍,年均增长20%,2011年占全国GDP的比重由53%上升

到62%,提高了9个百分点。其次,同国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相适应,大城市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进行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些大城市从原来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主导产

业,开始转向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为主导产业的新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
第三,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新技术、新手段得到大量应用,基础设施功能日益增加,承
载能力、系统性和效率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改善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条件。

(五)城乡隔离局面逐步被打破,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分割和隔离的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城乡之间劳

动力、人口、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日益增多,城乡商品流通关系和市场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城乡经济

发展出现了某种融合的态势。城市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经济时代享有

的“特权”不断减少,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下降,户籍制度的约束力降低,市民和农民在社会身份上的差

别不再像改革前那么突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城里人向乡下流动的现象。在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在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已经都市化了。对

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城市新市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但部分城市已经开始给予他们市

民身份和市民待遇。

二、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新问题

(一)城市平均规模过小、集中度偏低

美国布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发现,城市的净集聚效应首先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急剧上升,在达到

峰值之后缓慢下降,最大集聚效应的峰值大致处在250万-380万人规模之间(AuandHenderson,20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规模等级的城市都有所发展,大城市数量增多。2008年,100万以上的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的数量为56座,共14898万人,每座城市平均266万人,分别比2001年提高了37%、61%和

18%,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比,提高的比例几乎都是最高的(只有中等城市的数量比2001年增加了

39%,略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随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扩张,其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也由2001
年的24.7%,提高到2008年的30%,提高了5.3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中国城镇规模结构呈现出大

城市数量不足,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过多,城市集中度偏低,少数大城市规模又过大的特征。2008年,
我国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仅为56座,中小城市数量则多达599座,50万以下的小城市

513座,平均人口不足1万人的小城镇更多达19234座。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

城市平均规模过小、集中度偏低。
(二)城市群紧凑度不高

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和都市区的形成与快速发展,即城市群的形成,是城镇化速度、水平的提升和

城镇数量、规模的增长在空间上的突出表现。当前,中国的城市群主要包括23个城市密集地区和都市

区。方创琳等采用聚类分析法,从产业、空间和交通三个视角研究了上述23个城市群的综合紧凑度,将
中国城市群划分为高度紧凑、紧凑、中度紧凑、低度紧凑和不紧凑(分散)5个等级。结果发现,中国城市

群紧凑度总体不高,且空间差异性大,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的分异态势(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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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城市群综合紧凑度Uc的聚类分级表

紧凑等级 Uc 城市群名称 个数

高度紧凑 Uc≥1.00 无 0
紧凑 0.50≤Uc≤1.00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 3

中度紧凑 0.35≤Uc≤0.50
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
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城市群 6

低度紧凑 0.15≤Uc≤0.35
皖中城市群、闽南金三角城市群、济宁城市群、晋中城市群、成
渝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 7

不紧凑 0≤Uc≤0.15
黔中城市群、赣北鄱阳湖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
哈大长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 7

  资料来源:方创琳等:《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地理学报》2008年第10期,第1011~1021页。

(三)城镇化地区差异显著

从三大地区①看,如表4所示,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

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中部比西部高4个百分点,城镇化

水平的发展明显表现出梯度状态。与2007年相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
但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表3 三大地区城镇化率差异 (%)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中差距 东西差距

2011 51.27 61.07 46.99 42.99 14.08 18.08
2007 44.94 53.74 42.10 35.99 11.64 17.7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08)计算得到。

从各省份看,按照2011年城镇化率的高低(见表4),可以把我国31个省区划分为五类地区:(1)城
镇化水平在80%以上者,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3个直辖市;(2)城镇化水平在60%-80%之间者,包括

广东、辽宁、浙江、江苏4个省份;(3)城镇化水平在50%-60%之间者,包括黑龙江、江苏、吉林、内蒙

古、福建、重庆、湖北、山东、海南9个省份;(4)城镇化水平在40%一50%之间者,包括宁夏、山西、陕西、
青海、江西、河北、湖南、安徽、新疆、四川、广西、河南12个省份;(5)城镇化水平小于40%者,包括甘肃、
云南、贵州、西藏4个省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

表4 2011年各省份城镇化水平

省份 城镇化率 排名 省份 城镇化率 排名 省份 城镇化率 排名

上海 89.30 1 吉林 53.40 12 安徽 44.80 23
北京 86.20 2 湖北 51.83 13 新疆 43.54 24
天津 80.50 3 山东 50.95 14 四川 41.83 25
广东 66.50 4 海南 50.50 15 广西 41.80 26
辽宁 64.05 5 宁夏 49.82 16 河南 40.57 27
浙江 62.30 6 山西 49.68 17 甘肃 37.15 28
江苏 61.90 7 陕西 47.30 18 云南 36.80 29
福建 58.10 8 青海 46.22 19 贵州 34.96 30

内蒙古 56.62 9 江西 45.70 20 西藏 22.71 31
黑龙江 56.50 10 河北 45.60 21
重庆 55.02 11 湖南 45.10 2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半城镇化”现象突出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并不像欧美等发达国家那样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

曲折的过程,即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不是同步实现的,而是先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实现非农化,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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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
(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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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实现城市化,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一些学者将这种城镇化称之为

“隐性城市化”或“半城市化”。
“隐性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结果,不仅在客观上具有明显的反城市化效应(徐林清,2002),导致了

“伪城镇化”、虚假的城镇化,而且必然会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彻底性,产生了严峻的农民工问

题,造成了城市的新二元结构,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2012年底,全国农民

工数量达到2.63亿之多。2011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达到了51.3%,
但按户籍统计的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4.7%,二者差距高达17.6个百分点(见图2)。

图2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剪刀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图3 城市病发展阶段示意图

(五)城市病日趋严峻

“城市病”是困扰各国的世界性难题。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中的大

气污染、垃圾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宅短缺、土地紧

张、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贫民窟惨不忍睹等问题日渐显著(HezriandDovers,2006)。城市病与城市化

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周家来,2004),城市化率在10%~30%之间是城市病

的隐性阶段,城市化率在30%~50%是城市病的显性阶段,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

段,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则进入城市病的康复阶段。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应该说是在

城市病的显性化和发作阶段。从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城市问题,存在

一定程度的“城市病”,且有愈益严峻的发展态势,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不足、交通堵塞、棚户区、房价虚

高、烂尾楼、广场高楼热、形象面子工程、贫富差距拉大,严峻的就业形势、犯罪率的上升、比较严重的农

民工问题,等等,错综复杂,彼此交织,考验着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中国城镇化的目标模式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发展亟须转型升级,城镇化面临新

的战略任务和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约束条件,面对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未来城镇化发展既不能简

单照搬国际经验,也不能延续传统模式,必须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目标模式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
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是制约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因素,时代和条件变了,城镇化道路也必须相应改变。21
世纪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社会转变为知识经济社会的时代,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最新阶段,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知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

素,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向各个领域渗透,不仅导致许多新兴产业的诞生,而且使传统产业也

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生产、贸易、投资、研发进一步国际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更

多更快地流动,国际分工、协作、交流日益扩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

化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丰富和改变了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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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内涵和实现条件。这些新的国际因素的出现,必将对我国的城市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决定必须走与

以往不同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简新华、何志扬、黄锟,2009)。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1996年以来,中国城

镇化明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周期(简 新 华、黄 锟,2010)。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

Northam)揭示的城市化发展三发展阶段论(Ray,1975),我国在30%~70%之间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阶

段。同时,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

加期。从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特征看,在中国城镇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虽然

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

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

快速发展周期和城市病显性化和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更需新的理念,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是

城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

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是社会经

济结构变革、升级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既是城乡结构变革的关键环节,又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分配关

系等具有重要影响,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1)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彻底解

除内需不足的桎梏。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不仅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还将产生庞大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据测算,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

1.6个百分点。(2)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

化适应了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能够产生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形成发达的城市文明,为新

型工业化创造了重要的有利条件。同时,城镇化也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

的公共服务发展,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

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3)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改善分配关系,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城镇化不仅能够

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同时,城市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4)新型城镇化有利

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降低资源和环境压力。
(二)新型城镇化的特征和要求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城镇化的新的目标模式,立足于新的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面临新的问题和挑

战,肩负新的任务和使命,具有不同于以往旧的城镇化的特征和要求:
首先,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来看,新型城镇化力求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同步发展。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促进

器,城镇化必须有产业和市场支撑,城镇化超前或是滞后都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镇化是信息化

的主要载体,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信息产业提供需求和市场;信息化提升城镇化的

品质,提升和整合城镇功能,使城镇功能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带动城镇化向更高级的城镇化迈进。
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化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前提,并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其次,从城市数量、规模和空间布局结构看,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不可能让大部分人都集中到大城市;由于小

城镇缺乏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因此,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类

型上,只能选择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

化的城镇化。
第三,从城镇发展方式的选择看,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发展方式多样化和合理化的城镇化。除了城市

建设资金来源和渠道要多元化;政府还应当积极支持引导城市建设,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
第四,从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看,新型城镇化是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城镇化。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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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只能选择由市场推动、政府导向、政府发动型城镇化与民间发动型城镇化相结合、自下而上城镇化与

自上而下城镇化相结合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政府的必要的调控作用,又充分利用民间的巨大

潜力和市场促进效率提高的优势;既避免过度城市化,又防止城市化滞后,真正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

现代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第五,从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看,新型城镇化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城镇发

展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发展需求、资源承受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切实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循环

经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城镇规划要将环境承载力和资源供给力指标引入规划方案,保证城镇发展

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城镇化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做到合理有效。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与对策

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农民、市民多种主体,也涉及到经

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种领域。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遵循市场规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
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科学规划,完善城镇化战略格局

城镇化战略格局关系到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要在国家现代化

战略布局框架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研究制定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综合性的政策措

施;要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

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要特别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考虑不同规模和类型城镇的承

载能力,以大城市为依托,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加快构建

和完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要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积极挖掘现有中

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
(二)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树立包容性理念,以人为本,逐步降低城镇化门槛。一要根据城市的

规模和综合承载能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和城镇社会保险参加年限为基准,降低农民工落户条件;二
要适应农民工高流动性要求,尽快实现社会保障权益可顺畅转移、接续,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

体系;三要积极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四要加强农民工

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五要多渠道筹措资金,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高额成本。
(三)四化同步,强化产业支持和城乡融合

促进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持,需要城乡协调发展,
有城无业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四化同步,就是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

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四)促进融合,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以城镇化为主要载体,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这是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要

求。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要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指导,科学地制定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

应的城镇化规划;要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推进城镇生产方式的绿色、循
环和低碳化转型;要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城镇综合服务功能的建设;要努力培育生态文明意识,
完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载体建设,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形成永续传承的生态文化;要建立以

生态补偿机制为主,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地区间横向援助机制为辅的经济手段,促进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

展;要以科学的考评机制为载体,落实城镇化的生态文明“绿色导向”。
(五)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城镇化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樊纲、武良成,2010),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我

国过去30多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体制创新密不可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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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把深化体制改革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尤其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
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如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去利益化、城乡一体

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整体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有利

于明确和保护土地物权的思路,虚化所有权,强化承包权,建立以承包权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完善征

地补偿机制,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市交易等。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既要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能力,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还要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培育稳定的地方收

入来源,加快开征房产税,合理确定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比例,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

供给模式。此外,还要通过加快市镇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加快形成设置科学、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集约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张占斌,2012)。

参考文献:
[1] 方创琳(2008).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地理学报,10.
[2] 樊 纲,武良成(2010).城镇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3] 黄 锟(2013).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经验和启示.经济要参,5.
[4] 简新华,何志扬,黄 锟(2009).中国城镇化和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5] 简新华,黄 锟(2010).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和前景预测.经济研究,3.
[6] 徐林清(200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特征及其反城市化效应.乡镇经济,9.
[7] 张占斌(2012).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机制.中国经济时报,2012.11.15.
[8] 周家来(2004).“城市病”的界定、规律与防治.中国城市经济,2.
[9] Au,C.andV.Henderson(2006).AreChineseCitiestooSmall.ReviewofEconomicStudies,73.
[10]Hezri,A.A,Dovers,S.R.(2006).Sustainabilityindicators,policyandgovernance:Issuesforecologicaleconomics”.

EcologicalEconomics,60.
[11]RayM.Northam(1975).UrbanGeography,NewYork:JohnWiley&Sons.

  TheNewProgressandTargetModeofUrbanizationinChina
HuangKun (AssociateProfessor,ChineseAcademyof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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