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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这样的角度讨论城市化发展的合理性问题。
第一章从一般意义上构建了源之于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的城市化发展合理性
的理论依据，意在总结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构建城市化发展合理性的研判标准；根据第一章的结
论，第二章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合理性加以宏观审视，发现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对经济、社会、自然
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具有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必须转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第三章讨论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通过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辨，提出了“区域城市性”新概念，对城市化含义作出全新认识，认为城
市化既是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即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又是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
传统城市化道路追求的是人口转移，强调的是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新型城市化道路重视结构转型，
强调的是“区域城市性”的提升，而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会在广度和深度上提升“区域的
城市性”，正是城市化的本质所在。
据此本书提出，中国目前要走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应该是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二元”发展型
城市化道路，而且，前者具有逐渐弱化、后者具有逐渐强化的趋势，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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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高度化会形成产业布局的空间聚集与分化，从而又会出现人口的城市化，这
是工业化的第二个外延。
因为要素流动和生产力布局会遵循&ldquo;优位效益原理&rdquo;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要素和生产力布
局总是具有向最优区位流动和集聚的趋势，而城市在空间的&ldquo;优位性&rdquo;，对生产要素流动
和生产力布局具有天然的优位效应，在产业结构多元化、高度化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新产业、新
行业总会最先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出现并蓬勃发展起来，城市就会不断形成新的就业岗位，吸引农业劳
动力和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规模就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在新产业、新行业出现的地方，即
使原先不是城市，而是一般的村落式小集镇，或是由于资源的因素，或是由于交通的因素，非常有利
于某种新产业、新行业的发展，亦即是某种产业、新行业发展的最优区位，也会形成新的就业岗位，
吸引劳动力和人口向这个区位流动，这个区位也就会由一般的村落或小城镇发展为城市，一座新的城
市就会出现。
无论是原有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出现，都促进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
由于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高度化，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高度化又导致了人口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也就成为工业化的第二个外延。
显然，工业化的两个外延是同时存在的，并且又具有内在的联系。
第一个外延反映的是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个外延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又
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高度化，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劳动力和人口的城市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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