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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聚居形式，它在人类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占有一定的
地位。
但因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的水平，农村一直是人类的主要聚居形式，直至进入工业化时代，城市
化进程始开始加速。
20世纪后半叶起，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促使世界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部《世界城市化展望》(2005年版)的预测，200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将首次
达到50％，人类从此将进入城市时代。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史。
l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融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面貌日新月异，在
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2006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4％。
预计201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将超过50％，进入到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
但是，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使走中国特色的可持续
城市化道路也显得更为迫切。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自然、技术等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够独立解释城市这一复杂的系统。
只有从整体和系统的高度突破学科边界、整合城市研究的各个学科、集中多学科的合力共同研究城市
，才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城市发展的规律，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整合校内地理、经济、社会、历史、城市规划等学科中的城市研究力量，于2003
年成立跨学科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2004年11月，该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近年来，中心科研人员承担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编撰出版了“中国城市研究从书”，
并主办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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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客运流量的构成分析，即可看到春运期间客运具有很多规律性，而这些人群流动的特点可以促
使我们选择一些权宜之计。
比如说，学生在寒、暑假回家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但是这部分人群相对来说数量有限，而且由于
学生假期时间较长，可以通过灵活、合理安排不同学校的放假／开学时间等“错峰”手段有效缓解客
运压力0；而旅游流可以选择的交通手段较多，且为短途出行为主，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因此带给
春运的压力也相对较小；而“春运”问题的主体在于庞大的外出务工人群的探亲流，这部分人群规模
庞大，“解决”他们的出行问题才是破解春运难题的关键所在。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在全国4242万跨省流动人口当中，有35.5％集中在广东，其
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除了广东之外，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地也云集了大量的跨省流动人口，上述6个地区一
共集中了全国2／3左右的跨省外来人口（李若建，2003）。
这部分春运的“主力”为什么会对铁路系统造成如此大的压力？
原因在于在目前的国情下，我国铁路票价比公路、民航低得多，多数国人（特别是低收入的外出务工
人员）对火车“情有独钟”，尽管我们看到在各方努力下铁路运力逐年都有所提高0，但是“流动人
口”增速快于铁路运力增速，春运客流高峰屡创纪录，春运难题在“供给滞后、需求猛增”的夹击下
难上加难，最终民怨四起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这“突兀、畸形的客流高峰"Xq十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真的意味着“家乡好的难以割舍”？
情况果真如此，那些外出务工人员理应常年待在原住地，而无须跨越千山万水在异乡寻找异常辛苦的
工作机会才对，更不用每逢春节花钱买罪受。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流向的主流是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在市场
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而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从“老家”出走，是因为在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依
然留恋故土，那是因为作为流入地的“新家”并不接纳他们，起码在制度层面，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很
难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而包括身份地位在内的隐
性歧视、社会排斥与社会不平等更是无处不在。
所有这些让外出务工人员缺少对流入地的认同，更增加了他们融入当地社区的困难。
假如他们可以在流人地安居乐业，最终举家迁移，春运问题是否可以迎刃而解？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广大落后农村地区“滞留着”庞大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群体，这又
成为春运难题所衍生的又一社会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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