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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没有思想活动和缺乏学术氛围的大学校园，哪怕它在物质上再美丽、再现代，在精神上也是
荒凉、冷清和贫瘠的。
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就是源于学术。
大学与学术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字面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学术，可谓大学的生命力与活力之源。
　　我校是一所学术气氛浓郁的财经政法高等学府。
范文澜、嵇文甫、潘梓年、马哲民等一代学术宗师播撒的学术火种，五十多年来一代代薪尽火传。
因此，在世纪之交，在合并组建新校从而揭开学校发展新的历史篇章的时候，学校确立了“学术兴校
，科研强校”的发展战略。
这不仅是对学校五十多年学术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历史性传承，而且是谱写2l世纪学校发展新篇章的战
略性手笔。
　　“学术兴校，科研强校”的“兴”与“强”，是奋斗目标，更是奋斗过程。
我们是目的论与过程论的统一论者。
我们将对宏伟目标的追求过程寓于脚踏实地的奋斗过程之中。
由学校资助出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就是我们采取的具体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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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旧城改造作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个重要方向，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以我国城市旧城改造为切入点，采取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研究转型期我国旧城改造对
人口迁移、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住房及空间分布上的影响，探索城市社会分层、社会空间分
异产生的深层原因，为城市规划与管理决策提供有益借鉴，以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发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城改造与城市社会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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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区域经济学及人口学硕士导师组组
长，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与管理、区域经济、人口经济，已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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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国内外旧城改造的研究进展　　第二节　国内旧城改造研究进展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短，至今还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
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在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世界范围内掀起的
产业革命对我国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很小。
我国近代城市兴起于鸦片战争之后，20世纪初叶得到初步发展。
经过多年的战争，城市经济濒于崩溃。
解放初期，我国城市大部分为旧城市，大都有七八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呈现出日益衰败
的景象，治理城市环境和改善居住条件成为当时城市建设中最为迫切的任务。
从1949年至今，我国旧城更新改造已近60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时期”和“一五”建设时期，城市建设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等方针的指引下，一直以生产性建设为主，建设特点在于
发展工业生产，项目集中于城市新区。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为了配合重点工业项目布局，城市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和一些城市新工业
区的建设，大多数城市和重点旧城区的建设，只能按照“充分利用、逐步改造”的方针，充分利用原
有房屋、市政公用设施，进行维修和局部的改建或扩建。
从总体效果来看，我国主要城市的改造和重建成效显著，城市住宅、交通、大型公共设施有了新的发
展。
尽管50年代城市建设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总体效果较好，一些城市出现了代表
新中国崭新风貌的标志性建筑。
从当时的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
居住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城改造与城市社会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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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