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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5871.htm 研究城市规模的主要

内容是要确定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估计规划期内的建筑量

，为城市布局和各项专业规划提供基础数据。采集者退散本

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城市规模的确定是城市总体规划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定性的目标定量化，它是城市空间布

局的依据。城市规模确定过大，超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必将造成建设分散，土地浪费；确定过小，则规划常被

实际的发展突破，造成建设的混乱与被动。当前主要的倾向

是前者，但是城市总体规划是战略规划，不可能把20年的用

地都计算准确。但可以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照经济发达

城市的发展过程，分析城市发展的规律，作一些预测，使规

划指标大体适应需要，并适度超前，留有余地。在规划实施

过程中，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本文来源:百考试题

网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www.Ｅxamda.CoM考

试就到百考试题 目前，我国研究城市规模时，一般主要从分

析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着手。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

移民潮的出现，许多城市把暂住人口也纳入城市规模中去。

但是，对就业岗位的研究较少；对产业结构与劳动结构的关

系，就业岗位和人口规模的关系的论证也较少。这样确定的

城市规模，很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校核，以说明

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采集者退

散 目前，在用地规模方面往往不从城市的经济发展特点出发

，只简单地用人均100～120m^2的标准为上限控制用地。这种



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城市状况。把城市

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根据国外一些城市规划的经验，能提

供多少就业岗位，是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产业的发展，吸

引大量农村或其他地区劳动力集中到城市安家落户，这既是

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城市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没有产业

的发展，哪来城市的发展。因此，本章试图结合我国在快速

城市化时期存在的问题，重点从各类产业与就业岗位的关系

出发，来论证城巾规模确定的方法。鉴于能得到的资料有限

，许多数据不尽全面，缺漏甚多，只能作一些方向性的探索

。 4．1 科学预测城市规模，建设节约型城市百考试题－全国

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2003年底，我国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 000美元，经济发展到这个阶

段，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高潮时期。工业化必然推

动城市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快城市化的进程，适当扩大城

市规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提到日程上来。 目

前，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新世纪实

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特别是头20年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在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党的十

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

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每个城市在修编城市总体规

划的纲要中都把十六大和十六届三十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和

科学发展观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写在总则的最前面。但是

，城市化的速度能快到什么程度，城市规模多大才能满足经



济、社会空间发展需要，以及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城市

规模会发生什么变化，有何规律可循等等。总之，如何掌握

城市发展的“度”，才能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切实贯彻十六

大精神，落实五个统筹的要求。通过我在近年来参与总体规

划编制和对若干城市总体规划纲要评审的体会，觉得还存在

着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总的倾向是过热，为此在这一章首

先分析一下现状的问题，探索一下工作的方向。 4．1．1 当

前我国在城市规模预测中存在的问题 1)经济增长的速度估汁

过快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首先要确定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标作

为编制的根据。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GDP的增长速度，即年

均增长率。现在不少城市在20042020年的规划中都提出了两

位数持续增长的指标，少则12％，多则17％甚至更高；党中

央提出经济增长到2020年翻两番，有的城市却提出了翻三番

的超常发展目标。这种增长速度如能达到果然是值得追求的

，如果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空想，则弊端甚多，必然

会浪费宝贵的资金和资源。 在实现初步现代化(即人均GDP

从500美元到4 000美元)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年均增长率会有

多快?据资料统计，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走完这

段路大体经历了13年至17年，上海经过了14年，北京预计需

要17年。年增长率时高时低，有相当年份可达到两位数增长

，但平均年增长率均在9．5％左右。通过对我国25个百万人

口以上的大城市分析，实现这个目标快的需要14~17年，少数

城市则需要20年或者更长。 在这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

许多大城市，市域人均GDP还不足1 000美元，市区为2 000美

元左右或者更多一点，却要在今后)7年内(20042020年)始终保

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是否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我认为对于综合性的大城市来说，在今后十几年内如能保

持9％～10％的平稳发展，已经留下了相当大的发展余地，且

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年均增长

率的准确计算还要刨去涨价等因素，用一个统一的标准价比

较才有意义。如以1990年为标准价计算，一般实际增长率相

当于当年增长率的八成左右。超常发展对于处于有特殊区位

或有特殊发展机遇的中小城市来说比较容易实现，对综合性

大城市实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2)城市化的速度估计过高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百考试题论坛www.Ｅxamda.CoM

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在这次修编总体规划的过程中，不少城市

提出了“加速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口号”，把年均城市化

率提高到1．5％～2％，甚至更高。对于综合性大城市来说，

市域范围内城市化水平比较低，但是市区(中心城)的水平比

较高，2020年的规划，关键是要研究市域范围内城市化水平

以什么样的速度提高。 不少城市在市域范围内城巾化水平目

前还不到30％，可是，规划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竟然超过65

％～70％，甚至更高。是否可能有这么快?对于深圳特区，东

莞、无锡等城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化年增长确实突

破了1％，但就全国而言只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达

不到这个速度，尤其是在17年内都要保持1．5％以卜的高增

长，几乎是不可能的。据统计，1978--1998年20年内我国平均

城市化年增长率为0．5％。1996年以后城市化速度快一些，

也只保持在1％左右。因此，作为长远规划城市化年增长率不

宜提得过高，即或按年均增长1％推算，对于综合性大城市来

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何况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只

有工业化才能推动城市化，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把大量农



民轰到城里来，又没有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安置，只能增加城

市的负担，增加不稳定因素，又有何益处呢?应该承认，某些

地区改革力度较大，市场发育较快，乡镇个体经济发展迅速

，已经出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可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

构的影响，城市发展严重滞后，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例如浙

江省不少城市出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加快城市化的

步伐促进经济发展的部署是正确的。但对于经济尚不甚发达

的地区，把城市化的目标提得过高，勉强把城市做大，只能

造成土地浪费与资金积压。来源：考试大百考试题论坛来源

：www.100test.com 此外，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明确，公安部门

的城市化水平统计是户籍非农业人口与户籍总人口之比；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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