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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首先，都市圈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区域；其次，都市圈正在成为各国竞争的
关键载体；第三，都市圈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领域；第四，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正面临着产业结
构转型、内部的过度竞争、缺乏协调机制等问题的困惑。
对于我国都市圈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但无论是传统的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的成熟的经济管理理论，都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单个学
科因为其理论方法的局限，以及视角的片面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都市圈发展与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全方位、跨学科的研究。
国际学术界对大都市圈的研究首先集中在都市圈的类型、形态特征与功能特征。
其次是对大都市圈不同演化阶段的划分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一方面是从更加抽象的高度将大都市圈
的几何特征（空间投影）与经济生态特征结合起来，揭示其深层次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是对大都市
圈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和总结，以期为实践服务。
国内对大都市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研究；二是对大都市圈形成与演化过程中
的城市之间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三是对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环境、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和途径进行
研究，直接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另外，国内近年来对都市圈的理论研究也比较重视，2001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多项相关资助项
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资助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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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学术界对大都市圈的研究首先集中在都市圈的类型、形态特征与功能特征。
其次是对大都市圈不同演化阶段的划分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一方面是从更加抽象的高度将大都市圈
的几何特征（空间投影）与经济生态特征结合起来，揭示其深层次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是对大都市
圈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和总结，以期为实践服务。
　　国内对大都市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研究；二是对大都市圈形成与演化过
程中的城市之间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三是对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环境、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和途径
进行研究，直接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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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新型城市化的特征：以城乡统筹为核心；以城乡一体化为特征，以建设“两型”社会为契机，
为新型工业发展提供平台；以“城乡等值化”理念引领新农村建设；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农民的能
力得到提升；土地功能由资源向资本的置换得以实现；新型城市化是社会和谐的整体体现。
以城乡统筹的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的扩张，空间上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经济上有利于产业集群生
成；社会上有利于缓解二元结构；生态上有利于消除热岛效应；文化上有利于多样性的互补。
统筹城乡发展的八个一体化：推进城乡总体发展规划一体化；推进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推进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推进城乡“两型社会”一体化；推进城乡文化事业建设一体化；推进城乡就业和
民生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推进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
新型城市化的模式设计：集群型城市，循环型城市，低碳型城市，可持续型城市，中国新型城市化战
略目标设计，新型城市化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四、实现两型社会的低碳城市制度设计在政策导向上制定低碳产业优化导向的目标，制定更加严格的
低碳控制标准，制定达到世界水平的战略规划。
在增长方式上形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低碳经济约束性指
标，在能源、石油、冶金、建材、化工、交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强制推行低碳经济技术，按照“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发展模式上以集群经济为核心推进产业结构创新，以循环经济为核心推进节能减排创新，以知识经
济为核心推进内涵发展创新。
政策一——建立城市碳基金：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建议目前城市碳基金年规模应控制
在GDP总量的0.05％～0.1 0％范围内。
政策二——建立城市生态补偿制度：以城市碳源／碳汇差值为基线，超过基线按所占比例缴纳生态补
偿金，低于基线按照所占比例获取生态补偿金。
生态补偿金不留存、不增值，当年收缴、当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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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
究中心和湖南省财政厅承办的“2008国际都市圈发展论坛”于2008年9月24～26日在湖南省长沙市蓉园
宾馆隆重举行。
该论坛的指导单位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支持单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湖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合作单位为法国马赛上学院、英国卡迪夫大学和长沙市社会科学院。
该论坛是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旨在建立年度国际都市圈发展论坛平
台，跟踪国际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的进展，加强国际都市圈发展与管理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
进中国都市圈的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论坛开幕式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李友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时任中
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综合财务司司长秦玉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副主任张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成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
志等发表了演讲。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接见与会专家学者；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之
享，湖南省第九届政协副主席王汀明等出席会议。
本次论坛主题是“都市圈发展与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与会代表围绕“都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新兴生长型城市群发展”、“都市圈发展与区域崛起”、
“都市圈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提升”、“两型社会建设与城市竞争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战略”
等六大专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中外都市圈发展报告（上下�>>

编辑推荐

《2008中外都市圈发展报告(上下)》是由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中外都市圈发展报告（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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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