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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是国内首部对就地城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是人口学、地理
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
就地城镇化是在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近期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
关注，被著名学者约翰·弗里德曼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突破城乡二元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
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发生发展的宏观和微观机制、演变趋势和发展前景、理论意义和规划调控
方向，并在构建和发展能够反映就地城镇化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镇化理论上做了积极
的探索。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适合从事人口学、人口地理学、城市与区域研究、城乡规划等领
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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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上述对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为揭示中国就地城镇化的发生发展机制奠定了重
要基础。
但如同就地城镇化本身一样，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机制的一些重要方面尚未得到正面、直接和系统的
检视。
迄今研究对导致就地城镇化的资金因素有较深入的探讨，对制度因素尤为强调（崔功豪等，1999；许
学强，1998）。
但对导致城乡界限淡化的宏观因素和时代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就地城镇化所作研究还十
分薄弱，对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系统分析仍较为少见（Zhu，2000）。
同时，从就地城镇化的行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角度对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的成果则更
为少见；针对近年来就地城镇化演变的新态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基本无人涉及，更不用说在此基
础上进行的定量研究。
 基于上述情况，本章将通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地城镇化发达的福建省、广东省、江苏省的考察，
尤其是通过对其泉州（晋江）、东莞、昆山等典型区域的深入剖析，从制度因素、人口密度、交通通
讯设施、乡村创始力与乡镇企业发展、外商投资等五个方面，对影响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宏观因素
和动力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定性探讨。
在此基础上，为了验证上述就地城镇化宏观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将对影响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地区差异
的宏观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更为深入全面地把握这一城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为就地城镇化的
规划调控提供理论依据与案例佐证。
下章将从行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验证和补充宏观层面研究的
不足。
 3.1就地城镇化的制度因素 如第1章所述，在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中，我国特有的制度因素被认为是就
地城镇化产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尽管从前文和后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认识还未能完整地揭示就地城镇化产生发展的动力机制，
但与西方国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作用相对薄弱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建设确
实在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治体制始终通过各种方式
影响着就地城镇化的进程。
本节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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