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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城市被公认为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方向。
华北平原是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交通发达，城市密集，人口众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水资源日益匮乏及其加速的生态环境劣化已成为制约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
瓶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解决该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重大基础性工程，其目的就是以水资源的优化配
置支撑沿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兴建，使包括南阳、平顶山、漯河、周口、许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濮
阳、安阳、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廊坊、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在内的130余座城镇，将
通过南水北调中线水渠自南向北连接起来，形成我国一条十分重要的城市带。
水是生态的源泉，水是生态建设的保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着眼于城市发展，工程调水主要用途为城市用水，这为沿线生态城市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建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品位的生态城市带，并实现
相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大课题。
而且，虽然近年来我国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有了大的进展，一些城市已将建设生态城市列入可持续发展
战略之中，但至今我国尚没有结合调水工程提出生态城市带建设的构想以及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
。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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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出发点，围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沿线生态城市带建设和相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工程沿线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
行了深入分析，论证了南水北调对沿线城市和相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工程沿线生态
城市带建设、受水区与水源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提出了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国家和地方应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丰富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相关部门决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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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城市化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城市带　　城市，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科技的中心
，是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带来了现代化，城市化与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口和经济向城市地区集中，使经济社会越来越集约化，由此产生巨大的聚集效
应和规模效应，不断带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集群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城市集群发展，是推动现代化的“火车头”，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形式。
城市带是城市集群发展的重要形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是我国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城市带，这个城市带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一节　城市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城市及其功能　　城市，是一个历史
范畴，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
城市作为一个名词，从词源上看由“城”和“市”两个部分组成。
在我国古典著作中关于城市的定义有许多解释。
“城”，是指四周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御意义的军事据点。
“市”，则是进行交易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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