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规划师辅导：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09城市规

划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3/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3462.htm 1. 政策对城市边缘区

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从我国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现实看

，对其影响较大的政策主要有人口迁移政策、市镇建制政策

和乡镇企业政策。本节将重点分析人口迁移政策对城市边缘

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 建国初期，政府实行了城乡高度分

割政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城乡界限分明，逐步形成了城

乡二元化生活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开始对长期实现

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户口迁移制度进行了逐步调

整，为城乡要素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边缘区的集聚

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农民进城打工，大部分从事建

筑、纺织等第二产业和修理、运输等第三产业。一方面填补

了这些行业劳动力空缺，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第二、三产业

的发展。民工潮繁荣了城市市场，改善了城市生活，带动了

城市经济，进而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

善，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其结果是城市边缘区的形

成和逐步有序发展。 2. 制度变革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

障机制。 （1） 住房制度改革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

机制。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在住房的供

应、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城市居民逐步

摆脱了居住上对单位的依赖，拥有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力

。但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逐步从福利性住房分配过渡到货

币住房分配，房价自然成为大多数居民选择居住地时首要考

虑的因素。就目前情况来看，城市市区特别是中心区的商品



房售价远超出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即使在分期付款和银行

按揭帮助的情况下，大部分居民也只能望楼兴叹。但在城乡

过渡地带的城市边缘区，商品房的售价大大低于市区。这无

疑推动了城市人口向边缘区的流动。 （2） 土地有偿使用制

度对城市边缘区形成演变的保障机制。城市土地价格的梯度

变化和不同产业土地利用的比较利益导致了城市中心区“退

二进三”的用地功能置换，大量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工业、

仓库和住宅纷纷外迁，其原有用地被收益率更高的商业、贸

易、金融、旅馆、写字楼等第三产业所取代。随着城市用地

结构的变化以及 CBD 的优化，中心城土地使用价格日趋高涨

，而城市边缘区较充裕的后备土地资源和较低的土地价格，

以及较方便的通勤条件和较好的区位优势，成为房地产开发

商和城市迁出产业寻求新发展空间的首选区域，住房和产业

的外迁引致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3） 投资对城市边缘

区发展的保障作用。资金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催化剂，又是

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大量国内外投资为城市旧城改造

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加快了城市土地功能置换和产业结

构升级的步伐，导致了城市人口和第二产业向城市边缘区的

扩散。边缘区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良好的区位优

势和资源优势，使生产力要素可以获得低成本、高收益的组

合效果，成为国内外投资者较理想的投资区域。国内外资金

向边缘区的投入，为城市人口和产业外迁提供了配套资金，

推动了城市边缘区用地功能的置换，促进了其土地增值和经

济发展，增加了该地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增强了对农

村人口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投资既促进了城市要素

的向外扩散，又为其向边缘区扩散提供了保障，还诱致了外



来人口向边缘区的集聚，为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

资金保障。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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