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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96_E5_9F_8E_E5_c61_647717.htm 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而且使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

生巨大变革。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情不同，城市化

的道路选择、城市化模式有很大差异，但也有值得学习的经

验。 一、国外的城市化实践 (一)日本是由政府引导的城市化

。日本的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

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956～1973年间是

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

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并于1975年达到75.9%，实现了人口城市

化。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

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为保证城市化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

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

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

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二)德国是以中小城镇

为主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德国是个封建割据的国家，

在各个狭小的诸侯领地上只能发展小规模的中心城市，统一

后的德国采取平衡发展政策。2001年，德国的非农业就业人

口高达96%，城市化水平高达95%以上。德国的小城镇战略促

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

原则。德国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

些城镇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功能明确，经

济异常发达。市政管理实行市政经理负责制，市政经理由市



民聘任，统管城市管理中的日常事务。这种管理体制融服务

、经营、收益于一体，把城镇资源的开发和经营作为市政管

理的重要内容，围绕服务和开发来聘用管理人员，真正把“

该管的事管好”。 (三)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城市化实现跨越

式发展。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

部两个大三角形地区，其经济发展、投资和城市人口增长一

直保持全美领先。根据1990年的人口规模划定的全美十大城

市中有六个位于西南部和东南部。其中，绝大部分城市都兴

起于毫无人烟的荒原之上，超越了农业开发阶段。如，亚利

桑那、新墨西哥等，区位极为不利，经济基础薄弱，然而，

它们竟能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美国发展最快的十个州之一

。20世纪50年代，太平洋沿岸各州和俄克拉何马、德克萨斯

等州仅用10年就步入工业成熟阶段，而按常规则需要一代人

的时间。1980年，美国西海岸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水平

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四)韩国通过“新村运动”实现

城市化。从1970年开始，韩国政府开展了著名的“新村运动

”，开创了农村向现代化推进的“韩国模式”。“新村运动

”是因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而出现的，农业对工业的增

长速度差距拉大，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城市

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

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

临崩溃的边缘。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农民整体脱贫，城

乡差距缩小，1988年，农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

居民的生活水准。“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

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



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

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

向城市扩展，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

高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

多的社会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

，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到2000年，韩国的城市

化达到100%。 二、我国西部城市化进程存在问题 (一)城市化

水平较低，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截止2006年，全国城

市化水平为43.9%，东部地区为54.12%，西部地区仅为35.72%

，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水平。并且城市体系发育不全

，据统计，2005年西部城市仅有171座，占全国城市总量

的25.8%，其中，大、特大和超大城市15座，仅占全国同类城

市总量的10.79%，中心城市竞争力不足，难以起到带动周围

广大腹地发展的作用。 (二)城市建设投入不足，城市基础设

施落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雪地、高山、沙漠、戈壁等不

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占了很大比重，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

明显处于劣势，很多地方不具备城镇建设的条件。加之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由此导致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乏力

，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吸引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难以从根本

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就业，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

三)工业化水平低，城市仍以外延扩展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有了很

大发展，但由于西部地区缺乏区位优势，加上经济基础薄弱

、开放较晚等原因，使西部工业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到2005

年，西部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8%，东部第二产业

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1.3%，而东部第二产业的产值大约为西



部地区的5倍，西部城市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 (四)城

市化的内生动力不足，城市竞争力低。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

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资源诱导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城市化发展中过分依赖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初级生产

要素，而忽视高级人力资源、知识、技术与信息等高级生产

要素的发展。然而，在实际竞争中，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

本因素往往造成资源配置没有效率。低端化的路径依赖，是

造成城市竞争力低下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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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