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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不同的见解和争议，总是越辩越明，使人受益匪浅

。 最近，又有学者撰文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学者认为，说

大城市会患“城市病”，如交通堵塞和污染，其实这是一种

错觉，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现有人口设计的，如纽约

规划人口是100万，伦敦交通是为马车设计的。规划合理的大

城市可以避免“城市病”，如二战后规划的东京，情况就好

得多。“城市污染并非更严重，只是更集中”。即便离开大

城市，人们还是会污染环境，污染的范围会更大。大城市形

成的规模效益，有利于降低治理污染的成本，有利于创造更

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主张发展小城市者则认为，事实上，

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反思“大城市

文明”所带来的“城市危机”。针对城市之“大”所带来的

一系列“大问题”，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在大城市周边建立“

卫星城”，从“卧城”、“科学城”、“创意产业城”到各

类新城，卓有成效地分解了大城市居住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欧洲的成功经验表明，建设“小城市”好处很多。 发展小

城市的主张不能不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发展

小城市的认识和行动，是在基本完成城市化之后的一种调整

。在这些国家里，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一

个基本的事实。 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国情决定着实际路径和

方式的不同，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什么样的路才是自己的



路？那就是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事实上，中国的人

口分布，正在重新布局。中国是世界上地域差异最大的大国

，只要地域差异存在，发达地区仍会出现人口集聚效应，中

国人口分布正通过“无形之手”重新调整。目前，中国人口

密度最大的地区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东部沿海等经济

最发达地区，而且其密度还在增加。这是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调节的结果。 有关专家的论述也印证着这一点：中国经

济增长的一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

界人均的1/4，更糟糕的是，有限的水资源已被严重污染，北

方许多地区的水资源无法支持城市化进程。“南水北调”成

本太高，中国多数人口最终将在长江沿岸超大城市居住。中

国水供给的长期可得性，有赖于对江河与沿海水体污染的严

厉控制，而水处理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得讲究规模效益，

只有在超大城市才能获得可行性。 综合专家的种种见解，可

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龙头，市场的

力量最终决定着城市化的路径，这是没有疑义的，只是在发

展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的配套要跟上，城市的规划要有

远见，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有专家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户口制度、农村土地不能流转等现状，虽然拖了城市化的

后腿，但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

展的调节器，改变这一现状，还不能操之过急。也有专家告

诫说，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中国不能

走这些国家大城市里有大量贫民窟的路子。这些见解，都给

我们提了个醒儿。 那么，城市化的比例究竟应以多大为好？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有关专家认为，不

能仅以人口作为发展水平的标准，以免产生对城市化概念的



严重误读。全国城市化率保持年增长1%就可以了，至2020年

达到60%多一点，同时，在控制总人口16亿人口时，保留5亿

－6亿农民，从事基本农田和林牧业以及就地加工农、林、牧

产品。 专家认为，我们应该创造全民意义上的城市化。城市

化不应只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当

包括农业和农村生活水平应和城市相当。看来，这是我们在

走向城市化过程中应当确立的一个明确的新理念。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