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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中的协调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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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城市化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提出新型城镇化本质上应强调城乡协调，全面整合城乡聚

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除了大、中、小城市及村镇协调发展之外，还应考虑景观城镇化与人

口城镇化相协调。居住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城镇化相协调，有型的城镇化与无形的城镇文化相协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政府作用应与

市场作用协调，其中市场推动是主要的动力，政府只能根据市场规律，顺势而为，·哈当助推；城镇化实施中，要注意上下协调，首先预测

区域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城乡格局。再根据城乡聚落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规划每个聚落的区位及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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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将城乡

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与此同时，

201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业进一步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深入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z-。在此政策背景下，各地把城镇化作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口1。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

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预测，城镇化将在未来

10年拉动40万亿投资”1。在新型城镇化的引导下，不少

地区推行新农村建设。据我们在山东、河南等省的一些地

区调查，相当一些县进行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定点规划，并

按照规划逐步实施。

无疑，这种政府主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政策实施涉及农区

社会经济尤其是中国几千年聚落传承的巨大改变，学术界

对其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关注u-6]。比如：①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速度已经很快，一些地区把新农村

建设列人新型城镇化后，会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过快

的城镇化可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资源等诸多问题∞。。②

前瞻性缺乏。中国农村未来的聚落格局发展趋势怎样?

聚落大小及空间格局会呈现什么形态?在没有科学研究

并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之前，如果按照统一模式规划和建

设，可能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③对传统聚落利用不

够。一些新农村建设以新建村镇为主，在建设过程中常伴

随“大拆大建”，而中国乡村聚落是当地居民长时期人地

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适应和利用环境的智慧。不

考虑原有聚落格局的新农村建设，将不利中华民族几千年

传统的人居环境中的延续。④用地问题。新建聚落多选

择在多聚落区域的中心区或交通便利区，这些区域多为良

田成片区。在这里建立较大聚落会占用本已稀缺的基本

农田。虽然理论上原有村子搬迁后会整理出农田，但多数

地区把原有村庄用地作为建设用地指标做有偿转让。其

结果是农田面积不会增加，农用地质量会有所下降。此

外，新农村建设多按当地户籍人口分配居住用地，随着人

口城市化进程，不少居民会进入城市居住，由此带来建设

用地的空间错位，等等。

这些问题主要形成于实际操作过程中。但之所以产

生这些问题，主要在于其指导理论薄弱。乡村聚落的发展

虽然与多个学科有关，但其体系和空间格局本质属于人文

地理学研究范畴，聚落是人们利用自然的一种反映。其指

导理论应该是“人地关系”理论¨“1：“一定的地理环境只

能容纳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及其一定形式的活动”、“人

必须依赖所处的地为生活的基础，要主动地认识并自觉地

在地的规律下去利用和改变地”博1。以“人地关系”理论

为指导，地理学家在乡村聚落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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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果对聚落差异、乡村转型、土地利用、空心村整治、

县域城镇化等做了很好研究，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村镇建设

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新型村镇建设及新农村建设

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有待研究。从“人地协

调”理论出发，可以对新型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做以下梳

理。

1 新型城镇化本质是城乡协调

依据规模大小和功能差异，聚落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建制镇、中

心集镇、一般集镇、中心村、基层村等¨“。一般意义上，城

镇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或镇转移的过程。由此把聚落

的诸多等级差别，概括为城镇与乡村两类。在城镇与农村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别明显的情况下，此概念可用来

表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但也带有重城镇、

轻农村的价值判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农村

聚落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而城市的拥挤和环境问题，使

一些居民向往农村居住环境。在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

了逆城市化现象。所以，从本质上讲，新型城镇化并不单

单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应该是全面整合城乡聚落

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差别、环境各异的各类聚落，形成

统一和谐的整体。

把新型城镇化理解为城乡聚落体系结构合理化的调

整过程，对于中国这个农村居民占主体的国家，具有特殊

意义。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农业文明根基深厚，

不可能像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那样，将人口集中在

少数几个大都市。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村镇协调发

展，尤其是加强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建设，使不同等级的城

乡聚落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平台，可

成为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重要选择。

将城乡聚落看作一个体系，要用系统观点考虑其发展

变化。系统论强调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

性和时序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考虑不同等级、

不同类别聚落与城乡聚落整体的关系。各等级城乡聚落

在人居聚落系统中都起着特定作用，它们之间相互关联，

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各地就会在

新型城镇化中注重科学的顶层设计，省、市、县、镇等不同

层次的规划相互衔接，发挥不同的作用；以此理论为指导，

各地就会在新型城镇化中统筹考虑大小不同的聚落相互

协调，在新农村建设中考虑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村聚落体系

的承继。

2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内部协调

其一，大、中、小城市以及村镇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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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城市地区的建成区扩展进程，更主要的是广大农

村地区人文景观的变化，尤其是小城镇和村镇的发展。在

发展中，要注意大中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村镇的相对开

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o，是我们发展不同规

模、不同类型的城镇的指导原则。事实上，我国城镇空间

利用上，一方面存在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如我国十大

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

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关中和川渝)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2／3，但只承载了全国人口的1／3Ⅲo。我国城镇建设用地

总规模已近8万平方千米，如果按世界园林城市标准每平

方千米居住一万人，现有建设用地可容纳8亿人，而实际

上我国按城市化率52％计算，城镇人口只有6亿多，其中

还有2．6亿为农民工，非本地农民工为1．6亿’1⋯。另一方

面，村镇不够开敞，生态环境不够秀美。有些小城镇建设

跟大中城市一样密集，一样高大，甚至一些农村社区也建

起了高楼。大、中、小城市及村镇协调，尤其是小城镇健康

发展方面应给予特别关注。

其二，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全国

各地掀起了以开发区、工业区、新城区为主的城市建设热

潮，城市用地迅速扩张¨⋯，而这些地区仅仅是在土地上或

是景观上实现了城市化，缺乏相应的产业和人口支撑，少

数新区甚至成为“空城”。城市建设用地大幅扩张、农村

建设用地没有减少甚至增加，并没有带来等效的农村人口

的有效转移。而新型的城镇化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

互动，将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结合，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人口有效转移相协调，实现城乡土地

要素平等交换，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推

进。

其三，居住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城镇化相协调。目前我

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统计口径上是将诸如农村进

城务工人员等城市常住人口纳入城市人口范围，但这些人

员仅仅是在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缺乏同城市户籍人口同等

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享受城市

公共服务的人口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5—36％。新型

城镇化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使

居住城市化同社会保障城市化相协调。

其四，有型的城镇化与无形的城镇文化相协调。城市

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城市文明除了完全不同于农

业文明的物质文明、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

外，还包括引领现代城市发展的文化和隐含在现代城市中

的居民习惯。与农民居住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公共服务

城镇化相比，文化和习惯的城镇化更是比较缓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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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应该强调这种无形的文化和习惯的改变，强调

人们的行为与城市文明的要求相协调。

3新型城镇化机制强调市场协调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人们居住空间格局

上的反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经济社会的

现代化，表现在人口结构上是城镇化，农村人口转为城市

人口；从产业结构来看是工业化，产业主体从以农业为主

转向以工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主；从人类发展长期依赖的农

业本身来看，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农业采用现代理念、现代

技术、现代管理方式从而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

比较成熟的经济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因为只有实现工业化以后，通

过积累才有经济实力反哺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工

业化后，就业主要是在第二、第三产业，居住地也主要是在

城市。

从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大致同步的，也是协调的。在英

国、美国或其他西欧国家并不存在“三化”发展不协调的

明显问题，也没有看到它们就“三化”不协调发展问题提

出过什么理论以及如何解决“三化”不协调，因为它们的

“三化”发展是在自然地、稳步地进行，工业化的同时促进

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渐减少，农业

人口的比例也在逐渐减少，人均的农业资源在逐渐增加，

农业技术的投入和进步在逐渐加强，自然就逐渐实现了农

业的现代化。同时，随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

市化也在自然稳步的推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什么我们的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呈现不同步现象?这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的多

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二是中国实

行特殊的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工

业化在中国铺天盖地地进行，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工业

化发展迅速，从而使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

化，比如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达到一

万亿美元的时候，城镇化率仅为36．2％，同样地美国在上

世纪60年代GDP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其城市化水平

为80％；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GDP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

候，其城镇化率为65％四1。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城镇化，

通过加快城镇化改变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局面，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有三人体形相当，同步前行，若

外力助推一个超前，这时要改变前后错落的局面，最直接

的方法是外力助推其他人加速前行。

这是我们理解我国政府推动城镇化的理论基础，但是

肯定政府的能动作用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城镇化应该与经

济发展相协调的本质。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状态相比，

城镇是一个交易成本较高的人口居住形式。所以一地的

城镇发展应与当地的专业化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相匹配。在“城”与“市”的关系上，“城”只是形式，“市”

才是内容，才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市”主要是经

济活动，尤其是专业化的经济活动，并由此带来大量的交

易。从这个基点出发，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更多依靠市场机

制的作用。在本质上，市场机制可以引导经济活动中的资

源配置优化，同样可以促进居民的就业和居住优化。政府

所做的，只能是逐步认识市场规律，顺势而为，恰当地助推

城镇化的发展。这种助推方向要正确，用力也要适当。否

则，就会导致出现有些人们特别愿意去的城市，却投资不

足，设施不足；有些人们不愿去的地方，路却修得很好，楼

盖得很高。

从市场发展角度考虑，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

果。城镇化的直接原因是居住的集聚，而居住集聚又主要

受就业机会集聚的影响，就业又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一

地的经济发展，又是各种区位优势综合利用和制度、科技

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机理

Fig．1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new-form

urbanization

4新型城镇化实施强调上下协调

从聚落空间结构调整角度实施城镇化，可以沿着区域

人口变化、转入城市人口、聚落等级规模、聚落空间结构、

聚落调整的阶段划分、聚落区位选择的路线进行分析论证

(见图2)。以下简述其中的五个问题。

第一，区域城镇与乡村人口变化。发达国家的经历表

明，城镇化过程将驱动乡村人口的变化口“。据中国现代

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中国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完成

第一次农业现代化，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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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总人口卜——叫转入城市人口L———一农区承载量

蕊黯H阶段目标H等量商赫
图2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

Fig．2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w-form urbanization

15％，农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重将低于30％；到

205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程度达到世界

农业中等水平，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低于5％，农

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重将低于10％E22]。另有学者

通过建立模型对中国城市化率进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

城市化率将达到70％左右旧1。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

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达2．62亿，其中有

3 375万人举家外出务工¨“。如果这些农民工不再回农

村，并将其家属带到城里，必将带来乡村人口的大幅减少。

显然，必须首先对区域的总人口以及转入城市的人口做出

预测。在一定时期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是村镇规划的重要

人口依据，是考虑一区域的城镇化及乡村聚落结构调整的

重要前提。

第二，城乡聚落的等级规模。聚落规模大小服从某种

随机分布，这种分布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空间、人口竞争的

平衡点Ⅲo。作为随机模型的一种实现，聚落规模在量上

遵从zipf规则。然而，有学者认为，乡村聚落的规模一位

序分布是一个动态、自组织的多尺度分形现象，并遵循新

的规模一位序规律哺o。基于英国和以色列典型区域的研

究表明，乡村聚落规模一位序曲线的具体形状与区域发挥

作用的内在力量(如资源禀赋、非农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和

交通通讯等)有关Ⅲ’。虽然乡村聚落的相对规模可以部

分地由区位特征来解释，但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其解释

力有所下降。2“。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对不同规模聚落的影

响也存在着差异，即对门槛人数以上的聚落影响较小，门

槛人数以下的聚落影响较大旧o。此外，基于美国的研究

表明，大都市特征对远郊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规模影响有

所差异旧1。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可以通过对中国聚落长

时间的等级分布演化分析，并参考高度城市化国家的聚落

等级规模关系，确定相关区域各种不同规模聚落的数量范

围，为聚落空间规划提供依据。

第三，城乡聚落的空间格局。基于德国南部聚落的研

究，克里斯塔勒发现聚落的空间结构以及城镇和农村聚落

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御o。随后，其他学者通过引入随

机的或者非规则的因素，产生更接近实际的模型口“。但

这些模型仍保持有克里斯塔勒所强调的规则性口“。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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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基于成都平原乡村市场的分布研究，发现中国文化背

景下村庄市集空间分布具有六边形的特征p“。然而，以

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聚落模型主要关注静态的聚落空间

模式，对聚落空间分布的动态过程(如生物物理、社会和人

类决策)重视不够讲o，而它们内在地驱动聚落区位的选

择。鉴于此，一些学者以持续时间模拟方法构建微分方程

模型来对聚落动态进行研究，如，基于人口空间分布和就

业机会的相互作用，提出动态的中心地模型"“；基于人口

迁移和经济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在聚落空间结构的

自组织过程的作用，构建聚落形成的动态模型m。。另一

些学者采取离散时间和离散空间相结合的方法对聚落动

态进行建模(如元胞自动机模型、基于主体的模型)。如，

Tang等在考虑空间模式和过程的整合、层级关系的表

现以及处理复杂的非稳态聚落动态的非线性关系等基

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层级的模拟模型，对复杂的聚落动

态进行研究‘3“。虽然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会影响其六

边形形状，但这种思想仍可作为区域聚落空间格局的

规划指导。

第四，聚落发展的阶段性。乡村聚落的演变会受自

然、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以及同一

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及主导因素

不尽相同，从而使乡村聚落的演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阶

段性特征¨⋯。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聚落选

址起着决定性影响。如，气候会对人类居住环境、食物可

利用率和生产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聚落的区位旧1；地形

会通过影响区域土地利用方式，进而对聚落形态产生作

用Ⅲ1；土地的富饶程度和先前居民点的类型也影响村庄

现有的空间分布状态。4“。但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和利

用自然能力的增强，聚落选址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

源禀赋。乡村城市化和农业工业化旧o、服务设施的空间

集中H3I、交通设施的建设⋯]、政府的政策和规划m1等都

导致人口居住集中，新村落规模扩大，与此同时成千上万

的小村落废弃并逐渐消失，造成乡村聚落结构的根本改

变。拍o。总体取向是人类逐渐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

便利、环境更宜居区位迁移H“。

第五，聚落的区位选择。在城乡聚落的分阶段规划基

础上，可以进行聚落的区位选择及发展论证。区位选择要

综合考虑某区位作为人居聚落所具有的优势，该区位周围

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对周边居

民的吸引力。同时考虑本区位与周围相邻聚落的关系，从

而论证当地经济发展潜力，经济活动可能提供的就业岗位

数量。根据经济活动所承载的人口和居住环境对周围地

区人口的吸引，预测该区域聚落的大致人口发展规模。以

此为基础，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进行聚落总体格局、空间结

万方数据



李小建等：新型城镇化中的协调思想分析

构、建筑风格、文化特色等总体规划。聚落区位选择中，要

尽可能考虑地区聚落的现状，处理好历史承继与未来发展

的关系。根据各地已有城市体系的发展情况，在聚落发展

中不仅要注意小城镇、专业集镇、特色村与已有城市的联

系，还要注意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未来城市体系变化，避免

所选区位在若干年后又面临拆迁的局面。

5结论与启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

标志。但本质上，城市化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生

产要素集中、社会分工、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产物。所以

从社会和谐、人民生活舒适的角度，资本导向的资源的过

度集中也使得城市人感到诸多不便。欧洲一些国家已经

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审视新

型城镇化，可以提出以下思路：①强调城乡协调，强调聚落

本身的多样化，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的城乡聚落各有其存

在的必要。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注意调整各类聚落的关系，

使其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居住的需要。②强

调城市与农村聚落的景观多样性，强调景观的城镇化与人

口城镇化相协调，居住的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城镇化相协

调，有型的城镇化与无形的城镇化相协调。③强调城镇化

发展中的市场推动。在“城”与“市”的关系上，“市”(主要

是经济活动)才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城镇化的进程应

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所做的，只能是顺势而

为，恰当助推。④强调实施中的上下协调。尤其是规划论

证中，一定要注意在宏观发展趋势下的村镇格局规划。如

根据人口发展趋势和城市人口变化趋势，预测一区域未来

的人口发展；根据聚落等级——规模变化趋势测度未来各

规模的村镇数量；根据聚落空间格局模型规划不同等级聚

落的空间关系；根据各区位条件规划每个聚落的区位及发

展阶段、发展规模。

与此相关，对新型城镇化中协调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

议：①科学规划。新型城镇化发展涉及对中国几千年的聚

落传承的发展，一旦实施，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在操作前，

一定要进行科学规划，根据人口发展、经济增长、环境承载

的情况，作出分时段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规划。②大、中、小

城市与村镇协调。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口分布

状况，逐步建立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的城镇体系。在大、中

城市发展中强调资源和要素的集约利用，小城镇及乡村发

展中注意风格的多样化。③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主要

是人的城镇化，要通过扩大城镇就业吸引劳动力流向城

镇，改善这些在城镇工作者的居住条件，提供这些城镇居

住的新人口享受城镇公共服务，逐步改善城镇新居民的生

活方式，等等。④体制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配套的

制度创新非常重要。在土地政策上，要鼓励土地市场改革

中的创新，通过改革使农民获得较大利益；在户籍政策上，

可从县城起步，再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逐步放开户籍的约

束；在行政区划上，要支持达到一定人口和经济条件的区

域由村镇转设城市，包括在县域设市；在公共服务制度上，

要逐步缩小大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差距，并尽快实现城乡均

等化。

和谐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主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

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

互协调”，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把这种思想落实到新型城镇化之中，就是要注意人

们居住环境、城镇建设、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

协调，从人地和谐的思路考虑，居住与就业关联，就业与经

济发展关联，经济发展与区域条件关联，城乡聚落格局与

其发展实质上包含人们对各种地理环境条件的综合利用

的结果。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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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rdinating Ideas of New-form Urbanization

u Xiao-jianl’2 LUO Qin91

(1．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Three·aspect Coordination of

2．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Central—China Economic Region，Zhengzhou Henan 450002，China；

Development，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Abastrct After examining th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is paper，based on the“mall-land relationship’’

theory，proposes that new·form urbanization should emphasize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integrates the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 systems，and combines the settlement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different functions to form a unified and harmonious entirety．In

addition to th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various city，town and village，new-form urbanization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andscape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the coorder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urbaniz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accessibility，and the coorderation between visible urbanization and invisible urban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

role of govemme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role of the market force．Market is the main power，and government can on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market law．In the pocess of urbanization implementation，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upper level and lower level．Firstly，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pwject the change trend of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urban-rual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Secondly，a hierarchy of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can be used to find out scale structure and

spatial structure，further determining 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scale of each settlement．

Key words new-form urbanization；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settlement hierarchy；urban and rur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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