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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9F_8E_E5_c57_613646.htm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

进程明显提速，在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形成的“经济加速

度”推进下，目前正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但是，记者

最近采访发现，一些城市在享受城市化进程提速成果的同时

，三个不和谐变奏正给这些城市的和谐发展敲响警钟。 城市

生长的不和谐音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最先体现在城市面积和规

模的加速扩张上。一个城市扩张的脚步，犹如自然界的生长

，无法阻挡。但是，应该看到，近年来，不少城市加速扩张

生长的模式选择，依然延续着长期备受诟病的征地扩张的模

式，没有跳出“摊大饼”的怪圈。 曾几何时，对不少北京人

来说，“四环路”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而今，“五环”

“六环”不仅不算太远，而且车水马龙。 同北京的二环、三

环、四环、五环到六环的城市生长模式类似，上海事实上也

陷入了内环、中环、外环到郊环的城市生长模式中。 “其实

，在上海的城市规划中，一直注意不要陷入摊大饼的怪圈，

但是，到头来，还是一圈一圈地摊下去了！”上海市建委一

位专业技术人员无奈地说。 事实上，全国很多城市的生长方

式，都似乎拷贝着北京、上海的发展模式──环环相扣。安

徽省一个县级市乃至下面的一些乡镇，这种环环相扣的发展

模式就与北京、上海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这个县级市

及乡镇的所谓“环”，不过是先圈地再“填空”──这是当

地招商引资的重要依托。 诚然，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摊大饼”的



城市生长方式，是在加剧着城市发展的不和谐：一方面，是

我国十分有限的耕地资源被城市大量吞噬。“从土地资源的

紧缺性角度来看，我国不适宜如此粗放地扩张城市面积，而

应该从节约土地的角度，多发展高密度、紧凑型的城市。否

则的话，13亿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将带来\无地可耕\的严峻后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陆铭博士说。 另一方面，城市

的环状扩张，带来的是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生态难题

，导致城市发展的另一个不和谐变奏愈演愈烈。 城市生态的

不和谐音 如果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积的扩张，看成是城市

机体的一个生长过程，那么，关乎城市运转的诸多问题则可

以看成是“城市生态问题”，如交通、环境等。记者采访发

现，由于大城市管理能力明显滞后，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

大城市病”目前开始集中凸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

源危机等“病灶”，正越来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又一不和谐

音。 首先是交通拥堵问题。“中国城市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

”上公布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认为，交通问题已成

为城市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份报告提供的关于交通通畅

性的调查显示，交通通畅性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城市越大

，交通越拥堵，27%的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城市交通拥堵十

分严重。北京、苏州、广州、上海、烟台、宁波、西安、大

连、佛山、重庆是本次调查中公众感觉交通最不通畅的10个

城市。 其次是环境污染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2005年监测的全国522个城市中，只有4.2%的城市达到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56.1%的城市只达到二级标准，而

有39.7%的城市则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中。 最后是多数大城市

正遭遇“水危机”。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全国669个城市



中有400余个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缺水的有110个。在32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问题困扰

。全国城市缺水每年达60亿立方米。 城市生活的不和谐音 谁

是城市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然而，一

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越来越突出的城市贫困现象，已成为

和谐的城市生活的一道灰色变奏。 记者采访发现，作为一种

“相对贫困”，目前显得突出的城市贫困人群主要有两类人

：一类是在城市有立足之基的常住居民中的相对低收入者；

一类是在城市毫无立足之基的外来打工人群。这两类城市贫

困人群，他们一个从城市内部滋生、一个从城市外部涌入，

内外相逼，直接挑战城市和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

平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社会贫富差别在不断扩大，特别是

城市中的贫富差距要比整个社会平均水平还要大。 “第一类

城市贫困人群，有时候比农村里贫困的农民还可怜。”复旦

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陆铭说。他的理由是，农村里贫困的农

民只要有地，至少不会挨饿。但在城市，如果收入低于城市

生存的成本，则其生活就立即出现困难。而近年来，城市化

进程加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急速提高。

对于城市贫困群体来说，即便加入低保，其“开门就花钱”

的城市生活也殊为不易。 近年来的城市化过程中，不少城市

为了旧城区改造，大量地把原先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居民动迁

到城市边远的地方居住。应该肯定的是，此举使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了，中心城区的土地盘活升值了，房地产价格上涨了

，政府的财税收入增加了。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些

被动迁到城市边远地方居住的原居民，尽管居住条件得到改

善，其生活成本却增加了，就业机会减少了，谋生更难了。 



对于在城市毫无立足之基的外来打工人群，让他们情愿背井

离乡而来的城市，既是他们向往的所在，也是让他们时刻感

到隔膜的地方，他们时刻体味着城市生活的不易与艰辛。“

虽然进城了，但我们终究是农民！”不少在城市打工的农民

兄弟如此表达着自己的困惑与自卑。 陆铭等专家指出，作为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以上三大不和谐变奏恰恰反映出

我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

的城市化”“经济的城市化快于社会的城市化”“生产的城

市化快于生活的城市化”等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中，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大力推进更加以人为本、

让全社会都能分享成果的和谐城市化进程。”西安市委书记

孙清云如是说。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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