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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城市郊区化现状问题与发展模式研究》在上海“十二五”城镇规划的前提下，对上海大都
市郊区化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阐述西方大都市郊区化理论模式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比较中西方郊区化的异同，寻找值得中国借
鉴的方法及启示。
分析上海大都市郊区化现象形成的现状特征、存在问题、动力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引导措施；
研究上海大都市郊区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形态结构、产业空间格局和人口布局存在的问题；分析上海人
口布局、迁移特点，研究缓解上海人口过于集中在中心城的原因、探寻人口从中心城向新城及中心镇
迁移的政府政策性措施；探讨在长江三角洲整体发展的大维度上，上海国际性大都市圈的空间布局结
构的优化；分析土地规划、土地征用征收与上海郊区化的关系；分析上海城市内部城镇体系的最优布
局、新城与小城镇发展策略与模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研究得出，上海大都市郊区化必须解决八大关键关系，可以采取九大发展战略模式
。
　　《上海城市郊区化现状问题与发展模式研究》适合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专业的相关人员阅读，也
适合对上海未来发展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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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
主要经济特征是：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改进，但是其效果往往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家庭手工业和商业
逐渐兴起，开始进行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人们开始储蓄，金融制度开始建立；企业家阶层逐渐形成，
其势力和影响不断增强，使得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活动开始突破地域限制。
　　第三，起飞阶段。
主要经济特征是：人均国民收入快速、持续增长；农业技术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走向商品化，劳动
力向工业领域的流动加速；资本在部门间的转移加快，大量地向工业领域集中；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
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第四，成熟阶段。
主要的经济特征是：后起的钢铁、机械、化学等“重化学工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农业
虽然还有相当规模，但是劳动力仍然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劳动力日益高学历化、熟练化和专业
化。
同时人口也继续向城市集中。
　　第五，高额消费阶段。
主要经济特征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在满足一般生活必需品消费基础上，人们对耐用消费
品和劳务服务的需求空前增长，导致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了满足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开始
生产大量的耐用消费品；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垄断倾向越来越明显；由于社会化生产能力逐渐超出了
市场需求的增长，需要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来诱导需求增长，于是就出现了在经济生活中市场调
节和政府干预并存的局面。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主要经济特征是：在物质生活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文化娱乐方面的享受；随着消
费倾向的改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超过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教育、文化、卫生、
住宅、旅游等与提高生活水平有关的部门成为推动经济新的主导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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