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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理界和规划界早在 1980 年代初

就已展开城镇化研究，但是城镇化的战略

意义直到 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首先从

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来，并作为“扩大内需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中央政府

的高度重视。从经济学的视角，“工业化创

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化超前而

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必然导致一国的内部需

求被长期压抑，所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使中国的

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不可否认，城镇化对于拉动内需确实具有

巨大战略价值，但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不能

简单地视为经济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事

实证明经济的增长也并不等于社会的发展。

一个人口超级大国、文明古国的城镇化过

程必然是一场综合复杂的社会巨变，只看

重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发展模式在

这场巨变中显然是不适应的。

既然是一场综合复杂的社会巨变，就

必须将人的发展作为思考问题的核心与基

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的

城镇化而不是物的城镇化，城镇化过程必

须尊重人的意愿，有利于人的发展。人的

发展意愿有共性，但地理区位、资源禀赋、

发展阶段和文化偏好都会影响特定空间中

的人的发展选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

镇化本质上是地方化行为，城镇化的过程

是地方化的特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可能存

在规律上的共性或一定的模式，但地方城

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的普遍存在。差异性

甚至巨大的差异性必然要求城镇化研究在

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新、更为精细化的研究

和更有针对性的道路设计应当成为更务实

和主要的研究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

道路已无前例可循，城镇化水平超过 50%

以后，城镇化的规模与机制的复杂程度已

经不能简单地从西欧、北美以及日韩的城

镇化历程中找到完全对应的、可借鉴的案

例。区域的尺度与发展的差异性对于城镇

化道路的选择和政策制定的影响日益显

著，更具针对性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

道路与政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的精髓在于解除规制，尊重人民

群众的创造与创新，重启改革进程依然需

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创造。乡村居民

是城镇化进程最主要的参与者，他们的意

愿和行为决策对城镇化的质量会产生至关

重要的影响，只有通过对乡村居民真实意

愿的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探索地方城镇

化的合理路径。其实基于真实意愿的差异

化、宽谱系城镇化道路在认识论上就是对

大中小城镇多元发展的价值以及自下而上

创造力、创新权的尊重。不可否认，大城

市、特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上更有效率和竞

争力，但城镇化不只是经济问题，当认知

城镇化的视角逐渐从经济效率转向社会公

平的时候，可以更为深刻地看到大中小城

市与小城镇的协调、互补发展的巨大社会

价值。一个丰富的城镇谱系在提供城镇化

多样性的同时也在降低着城镇化的门槛与

风险。尤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载体的大量

小城镇，它们的经济功能已经弱化，但社

会服务功能却长期存在，在城市和乡村之

间构建了一条宽阔的城镇化过渡地带，满

足着不同人口的差异化需求，其灵活、低

门槛、贴近农民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所

以对城镇化的人本性和地方化的尊重，必

然内含着对小城镇和小城市进一步的扶

持、放权和鼓励创新的要求。

基于真实意愿的差异化、宽谱系城镇

化道路同时要求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研究，

基于真实意愿的差异化、宽谱系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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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实践构建根植于中国本

土价值取向和人文传统的规划理论，形成

真正服务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与城乡规划实

践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实用

性，根据实践的需要来构建实用的知识体

系，发展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用性理论，

形成适应中国特定时空环境的地方性知识

和在时性知识。只有如此，才能在充分尊

重和顺应要素自由流动规律，鼓励地方自

主创新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塑造中国特

色的健康城镇化道路。

文章编号：1673-9493（2013）03-0045-01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