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8537

10位ISBN编号：710005853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顾朝林　主编

页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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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30年。
以1978年为界，前期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上升7．3个百分点，而后期则上升了26个百分点
。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区域格局变化转型的重
要力量。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化具有与世界城市化的一般性规律，同时基于自身人口、资源
、历史条件，中国城市化道路注定有它独特的发展规律。
本期“特约专稿”吴良镛、吴唯佳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与建议”总结了长江三角洲、京津
冀以及滇西北地区、南水北调工程等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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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刊根植中国问题，参照国际规范，推进学术研究，倡导人文复兴。
主要刊登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学术水平高、指导性强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和引领中国城市与区域规
划学科发展。
鼓励具有长期研究积累、多学科交叉的原创性研究论文。
此为第2期。
以“中国城市化”为主题，希望从城市化理论研究、政策选择、典型区域实证研究等多角度展示我国
城市化研究的总体概貌。
本书适合地理、区域规划专业师生及研究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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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成渝地区区域整合建议5．2．1促进成渝地区的区域整合进程一般的，不同区域单元的一体化进程
存在着市场驱动和制度导向两种类型；同一地理单元的一体化进程遵循从市场导向向制度导向过渡的
一体化趋势。
在中国，三大城市地区正在进行着三个版本的区域整合之路：珠三角的“港澳化”、京津冀的“大北
京化”以及长三角的“欧盟化”。
从长三角的区域整合进程来看，其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末期，“上海经济区”计划的先行一体化观念为整合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进
而到1990年代由观念“扩展”到行动。
199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合作解决的专业事务以“低门槛”的专业领域为取向。
1992年开工建设的江浙沪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率先建成)，苏州、昆山等地喝到了合作的“第一杯
水”。
1998年以后，长三角区域整合由“基础设施合作”溢出到“产业部门”领域。
最后溢出到金融、政治及制度等较深层次的领域。
具体的部门之间合作已经“外溢”到金融、信息、人才、科技等部门，地方政府政治精英之间的交流
频繁进行，而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环境方面的初步合作，如各种协议的签署。
此外，长三角整合的进程也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中来，多层级的区域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香港和珠三角之间的经济整合在过去的20年中主要是一种“非制度型的整合”，其整合的力量主要是
文化亲和力和人际关系等。
1997年后，伴随着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之间相互沟通的加深，这种形势开始发生扭
转。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及2003年6月北京和香港政府之间签署“更紧密经济合作安排”(CEPA)成为重
要的转折点。
在萌芽的制度安排和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整合形式，成为在“一国两制”框架
下次国家层面经济整合中的一个独特的经济整合转型案例。
以往有关经济整合的研究，借鉴的范式往往是西欧和北美的经验案例，而这种新型经济整合形式的出
现为研究东亚及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
借鉴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整合的历程和经验，结合成渝地区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优势和不足，要
真正使成渝地区成为一个紧密的地域体系，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所辖地理单元、所辖政府乃至
其他行为体的整合。
(1)进一步强化成渝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快速干道的建设和完善，来强化城市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进而促进区域整合由“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溢出到“产业部门”的合作。
(2)针对中国WTO的加入以及东部地区资金、技术的西进和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背景条件，成渝地区城
市宜根据各自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条件，强化区域分工与协作，从旅游业、服务业、制造业等产业部
门着手，促进成渝地区的区域整合进程。
(3)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平衡促进成渝地区的区域整合。
当前成渝地区区域整合尚停留在非制度化(机制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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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第1卷)(第2期)(总第2期)适合地理、区域规划专业师生及研究人员阅读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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