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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城市化、城市形态、城市理性增长、城市交通与住房、城市土地、城市公共财政与房地产税六
个方面讨论城市增长及其问题和相应的城市对策响应，既从理论上探索问题的成因和机制。
又从实证研究归纳分析政策实施的效果；既总结国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又分析中国快速发展时期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既分析市场机制下城市发展的轨迹和模式，又揭示政策干预城市发展的必要性、迫
切性，并根据国际经验分析总结许多城市政策没有达到预先设计目标的缘由。
    本书适合从事城市相关问题学习和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工作人员，以及政府决策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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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林省人，1996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系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州A&M大学、马里兰大学任教。
研究领域包括城市经济学、城市与土地政策、城市规划、政策和规划分析等。
世界银行顾问，中国开发银行特聘外国专家，国际房地产税收协会理事，并受聘于许多高校。
自2001年起全面负责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中国部和马里兰大学中国土地政策与城市发展部的创立
和发展(2003年中国部正式成立，为发起人和创建人)。
 
    在城市经济学(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环境与规划(Environment and Planning),城市事务评
论(Urban Affairs Review)、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土地利用政策(Land Use Policy)、房地产研
究(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国际区域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规划教育研
究(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等刊物上发表十几篇论文。
已出版的专著有《城市经济与城市政策》(2007)。
合著的著作有《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2006)。
合编Emerging LandandHousing Markets in China(2005)，Important Issuesin the Era of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2007)等中英文著作。
 
    主持了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技术支持项目、中国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政专研究、中国房地
产税制改革和发展等重大中美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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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结论　　高度集中的就业分布具有以下优势：①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因为很多工业部门需
要面对面的接触联络，如IT、政府部门、服务和商业部门，而就业高度集中减少了交通成本，并且方
便面对面沟通，降低交易成本；②减少交通系统投资，因为就业中心的存在使得运送同样数量的人员
到其工作地点所需要的道路减少了；③使用公共交通的可行性增加了，因为公共交通票价因成本而降
在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范围内；④最大限度地利用交通设施。
在一个平坦的就业密度分布中，如果每个人都在居住地附近工作，那么总的交通需求将是最低的。
可惜的是，这样严格的假设基本不存在。
因此，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基础上，一个平坦的就业空间分布模式可能产生更高的人均机动车里程
数。
　　大量的研究证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配以及这些空间分配内的经济活动构成，都对经济增长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研究结果为工业多样性、集中性以及竞争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据。
然后，尽管在不同外部性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缺乏一致意见，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认为单中心城
市产生的集聚性经济为工业增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对于旧金山、芝加哥和奥斯陆案例研究的成果，在经济效率和社会成本方面，代表了就业密度对
城市形态空间影响的主要争论。
通常认为，就业的离散化是一个降低经济活动社会成本的有效战略，而本文研究对此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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