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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软科学研究丛书：我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对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作了细致
的分析，并以山东省为例作了实证研究。
我国小城镇起源较早，发展历史悠久，但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等因素影
响，小城镇空间布局呈现较大的不平衡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也明显偏小。
而在进行乡镇合并，扩大小城镇规模的同时，应注意加强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并把县城镇和县域中心
镇作为未来小城镇发展的重点，改进建制镇的设置方法，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软科学研究丛书：我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可供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学、地理科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及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提供科
学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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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小城镇大多由历史悠久、地域文化突出的集镇演变而来，留有或多或少的文物古迹，数千
年历史遗存的古城墙、古建筑、古城区、古文物以及风土人情等，构成了小城镇各自特有的历史文化
环境。
未来的小城镇不再主要以经济类型来划分，而是以文化活动来分类，其功能作用与现阶段不同，将会
兴起休闲型、体育型、文化旅游型等小城镇。
历史文脉的继承，反映了城镇的文化风貌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就像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其性格是绝不
一致的。
保护利用好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创造小城镇文化，这才是小城镇特色的最高境界。
保护小城镇中的文物古迹，就是保护其历史遗产。
　　小城镇不仅仅单纯提供人们生活和生产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化的结晶，是整个人类社
会遗留下来的实物，古老的城镇刻着社会发展的烙印，承载着一个地方优秀的地域文化。
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不能盲目模仿大城市，简单生硬地建广场、筑高楼、修宽马路、拓绿地，破坏古
镇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格局和历史脉络。
我们反对“剥皮掏瓤”的拆除改造，但也不是一点也不能动。
人们在进行小城镇的规划建设时要保护与发展相结合，在保护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改造。
保护古镇不仅是物质形态的保护，重要的是保护古镇的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意义
更为重大。
这些都是古镇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和发展观光旅游事业的资源，要抓住古镇的这些特色发展小城镇，使
小城镇既有历史文化内涵，而又不失现代城镇的时尚与舒适（郑爱红，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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