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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城市化篇章。但当前我国城市发展

方式总体是粗放的、外延式的，难以适应城市现代化的新要求，多重因素掣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方

式直接影响到城市发展质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因此，应当将创新城市

发展方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城市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市发展

规律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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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发展

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市化率从 1979 年不到 19% 提高到 2011
年底的 51． 27%，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
宏伟的城市化篇章。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以城

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化中后期，城市发展作为

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发挥对经

济社会发展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力。但我国现

有城市发展方式总体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做大城

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土地铺张浪费，城市功能

不全、大城市病久治不愈，长此以往，粗放的城市

化将痼疾难返。必须以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城市化

发展道路，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我国新型城市化

的发展方向，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城市化

道路的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城市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

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未来人

类发展的两件大事。我国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完

成了英国、美国、日本分别用 200 年、100 年、50 年

走完的城镇化历程，创造了城镇化的世界奇迹。
但当前我国城市仍未摆脱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

排放、土地高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①，城市

发展方式难以适应城市现代化的新要求，多重因

素掣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

方面:

1． 对资源能源的粗放式利用，使自然资源和

环境生态对城市发展的硬约束越来越明显。长期

以来，我国城市土地高扩张、资源高消耗、污染高

排放的粗放式发展，使得城市资源能源紧缺状况

日趋明显，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成为制约我国城市

健康发展的“硬伤”。目前，我国城市的快速扩张

和空间的无序开发，导致城市土地资源消耗过快，

闲置、低效率利用等浪费现象严重。城市人均建

设用地高达 133 平方米，远超发展中国家和欧美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②。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明

显，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有 420 多座城市供水不

足，其中 110 座严重缺水。城市能源消耗急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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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据国际能源机构( IEA) 预测，到 2015 年，我国

城市能耗占全国能耗总量的比重将达到 79%，到

2030 年将提高到 83%。更令人担忧的是，城市环

境的持续恶化，尤其是城市空气、水质量堪忧。全

国有 2 /3 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世界银行发展报

告指出，全球 20 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 16
个在中国。城市水质监测点中为较差级和极差级

的占 57． 2%③。另外，城市固体废物排放量剧

增，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较低，造成严重二次污

染，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危险废物污染、电磁辐

射污染对城市及其周边环境造成危害。这些生态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往往存在不可逆性，危及人类

健康、危害生态系统和生命资源，长此以往，人们

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城市发展将无以为继。
2． 城市规模急速膨胀使城市病日益明显化、

复杂化，形成阻碍城市发展的城市化症候。随着

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城市病的迹象日趋

明显，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

题引起的城市化症候。在“机动化快于城市化”
的背景下，困扰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

仍将继续恶化。据统计，我国城市上班族平均通

勤时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31． 7%，比加拿大和

美国高出近一倍④。全国有将近 2 /3 的城市在高

峰时段出现拥堵，其中部分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

的“堵城”，平均通勤( 往返) 时间超过 1 小时。同

时，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

增大，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普遍

存在价格较高、区域分布不均、总体覆盖有限等问

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
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据 2011 年卫

生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十城市上班族亚健康状态

占比达 48%，其中北京高达 75． 3%⑤，城市人群

的疾病体质令人堪忧。另外，与城市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食品安全、公共设施安全事故频发，如

2012 年在各大城市发生的电梯设备故障造成多

起人员伤亡事故，城市居民的安全居住、安全饮

食、安全出行等均面临挑战。在这一系列的城市

化“病症”中，不仅有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

类似“症状”，也有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特有问题，

这进一步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3． 城市建设方式粗放，城市整体形态、建筑质

量和组成结构等城市“骨架”问题堪忧。城市的

外观形态由城市整体规划、基建设施和城市建筑

等要素组成，是城市发展的有形载体，更是一个城

市的历史财富积淀。目前，我国粗放的城市建设

方式，为城市发展百年大计埋下严重隐患。作为

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多的国家，我国每年新

建面积高达 20 亿 m3，而重速度、轻质量的建设方

式，使我国城市建筑 ( 住宅) 普遍存在使用寿命

短、使用能耗高、改造难度大等问题。城市建筑平

均使用寿命仅为 25 － 30 年，而在美国、法国和英

国，城市建筑的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 80 年、85
年、125 年。城市的大拆大建导致资源能源消耗

和建筑垃圾的大量增加，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已

经占到城市垃圾的 30% － 40%。城市建筑仍以

传统建筑为主，绿色建筑、低碳建筑、生态建筑等

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具备普及的条件，高耗能传

统建筑的锁定效应，成为城市发展转型的重大障

碍。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重地上、轻地

下，地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地下则管道丛生、杂
乱无章，地下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制约了城市的健

康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中，地下管

网建设是最重要的基础建设，代表了城市的现代

化水平。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如

同一个地下城市，人、车畅行，有的甚至成为城市

的旅游景点; 曾饱受城市内涝之苦的日本东京，借

鉴西方先进的城市治理理念，建立了被称为“地

下神殿”的巨型的地下分洪工程。而我国城市地

下设施建设质量低劣，地下管网敷设缺乏系统规

划和管理，排水、电力、热力和电信管道互相交错，

如同城市“毛细血管”的地下管网，难以负荷城市

建设的提速，导致城市建设周期缩短，城市内涝、
建筑和道路坍塌等城市安全问题频发，城市经营

成本增加。另外，我国城市住宅建筑建设普遍存

在重外在、轻内在的问题，上市销售的住房大部分

都是毛坯房，土建装修一体化比例不到 10%，二

次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噪音，劣质建材带来严重

的环境污染，随意更改房屋结构和管线等现象也

造成新的安全隐患。同时，城市建设重单体、轻整

体，没有一座城市的外观形态从整体看是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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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的，既没有体现每个城市整体形象的城市天

际线，也缺乏动静相间、城乡相间和建筑群落相间

的整体美。从城市规划来看，我国缺少整体协调

的建筑群体设计和建设，一些历史建筑被现代建

筑遮挡，自然风景被人造景观掩盖，城市公共建筑

参差不齐，城市建筑风格缺乏历史文化含量和连

贯性。
4． 单体城市一般功能和城市群组合功能缺

失，引发多种城市危机。目前，我国城市功能存在

系统性缺失，造成城市功能结构失调，从而引发一

系列的城市危机。一方面，单体城市的一般功能

不完善。受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城市发展多以

经济功能作为城市的主导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忽

略了城市的服务、管理、协调、集散、创新等其他功

能，城市功能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集中体现在: 城

市载体功能不完善，在自然灾害面前，本该成为人

们“避风港”的城市显得不堪一击，一场大雨、一

场薄雪就可使一座城市陷入瘫痪。2008 年南方

冰雪天气，造成铁路运输大面积停摆，南方多座城

市电力系统瘫痪。2012 年夏季大雨，造成北京等

大城市交通大瘫痪。城市的交通疏散功能、物流

集疏功能，以及城市应急能力亟需提升。社会功

能不健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居民

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诉求逐渐多元

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难以应对和解决

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同时，城市的经济

功能有待优化，城市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城市间低水平同质竞争突出，城市创新能力缺乏。
另一方面，以城市群落发展为基础的城市组合功

能缺失。目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还处于逐渐成熟

期，城市群的层级结构还不合理，缺乏城市群内各

层级城市的职能区分，以城市间产业集群、产业链

连接的城市组合功能，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

位和产业布局雷同，单体城市功能追求大而全，城

市群功能结构缺乏区别性、层次性和结构性，难以

发挥城市群组合功能的合力。
5． 城市群发展尚不成熟，还未形成网络化的

区域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城市群是未来我国城

镇化布局和区域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迅速，

但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从城市群内部结构来

看，我国城市群大都是单极结构，在经济规模、社
会影响等方面存在中心城市“一城独大”的现象，

缺乏与之比肩的支柱城市或次一级中心城市。而

且在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中心城市主导和带动作

用较弱的问题，部分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滞后，经济

实力不足，难以发挥对城市群以至整个区域的主

导和带动作用。另外，多数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

构不合理，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乡

镇之间未能形成网络型的分工与合作关系，部分

城市之间仍停留在自然、地缘的连接层面，未形成

互动均衡的城市群落化发展格局。从城市群发展

的空间格局来看，受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制

约，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

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出现

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大都市带，不同规模的城市群之间联系密切，

正在形成我国沿海地区巨大的城市密集带。而中

西部地区则仍处于城市群形成和逐渐成熟期，城

市群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大城市群之间缺乏连接

和过渡，城市群中间空白地带的城市定位模糊、资
源受限，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近年来，国家区域

战略对均衡我国区域城市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

城市群发展的东、西部区域整体差异将长期存在。
6． 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市对农村反

哺能力亟待提升。城乡之间的发展落差一直是我

国城镇化的痼疾，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

市民化仍存在制度性障碍，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能

力、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不足。从世界城市化的

规律来看，城市化的最终形态不是百分百的城市，

而是城乡空间的合理布局、城乡形态的融合发展，

更是城乡文明的共存共荣。目前，由于缺乏城乡

一体化规划设计，我国城乡发展形态割裂，城是

城、乡是乡。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新农村建

设，大大改观了农村的风貌和生产生活状况，但长

期重城市规划、轻乡村规划，使城市和农村从空间

布局和外观形态上基本割裂开来，城乡界限明显，

城市中心区、近郊与乡村之间缺乏过渡和融合地

带，城市文明和田园风光各处一隅。这种割裂状

态更体现在城乡产业布局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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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城市和农村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难以

实现一体化，导致了城乡产业发展的脱节，城市发

展工业、农村发展农业的单向产业发展格局仍未

打破。同时，基于城市扩张需要而对农村土地和

自然资源进行单向入侵，使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

受到损害。加之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
动就业、社会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缺乏城

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供给，农村人口未能真正纳

入到城市发展体系和共享体系中，农民面临失地

又失业的风险，使得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发展矛

盾愈加明显。

二、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

我国城镇化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

将来的城市发展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城市不仅是

现代化优质要素和资源集聚的载体，更应该是宜

居城市，是满足人们更多物质文化需求的空间，城

市群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

更是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位和综合

体。因此，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方式亟需做出

新的战略选择。
1． 城市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强调城

市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从城镇化的整体趋势判

断，我国已经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

时代，城市发展也将进入到由量到质的转变阶段。
在这个阶段，衡量城镇化进程的数量指标、速度指

标和经济指标，将让位于突出城市发展质量的考

核性指标和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从城市的发展

质量来看，更加注重城市的建设质量 ( 包括城市

规划、基础设施、城市建筑质量和风格) 、管理质

量( 包括覆盖城乡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城市应

急管理) 、经济发展质量 ( 包括产业结构的轻型

化、集群化、高端化、生态化) 等。从城市可持续

发展来看，更加注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高，强调

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的深度融合。此时，城市的发展不仅表现

在人口、资源、技术、产业等文明要素的空间化集

聚上，更体现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
明传承方式的整体性转换。

2． 城市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强调城

市发展的集约和高效。外延式的城市发展方式主

要表现为做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以获得规

模经济利益，强调的是城市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

大和空间的拓展。而内涵式的发展则意味着城市

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强调城市发展的集约

和高效，注重城市功能、城市承载力、城市创新能

力、城市文化品质等城市内部价值的提高。随着

城镇化的推进，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率先

以集约高效的城市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城市建设

中充分发挥城市土地的经济产出功能、生态服务

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承载历史文化功能。同时，

在全国更出现了以“低碳城市”、“创新城市”、“田

园城市”、“智慧城市”等以国内外先进理念指导

的城市建设发展实践。
3． 城市发展由功能型城市向特色型城市转

变，强调城市个性化和生命力。城市的特色是一

座城市最具稀缺性和不可复制的财富，是一座城

市永恒的生命力。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我国

陷入到城市“特色危机”，空间形态“千城一面”，

经济形态趋同，文化形态被割裂。“故人西辞黄

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曾几何时，一首诗、一句

词、一湾水就能唤起对一座城的记忆，如今似乎已

逐渐消失。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反思，城

市的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个性发展、传承发展成

为城市发展的主题。除了传统的以城市历史文化

为名、以自然资源条件和地理风貌为名的特色城

市，更出现了以城市特色产业为名、以城市特殊功

能为名的国际会展城市、国际贸易城市、国际旅游

城市和港口城市等，如因国际会议组织永久所在

地而扬名海外的海南小镇博鳌，以小商品市场和

国际贸易而闻名世界的浙江名城义乌，以及拥有

优质旅游资源的海南三亚等。同时，部分城市的

特色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如西安既是历史文化

名城，又是大学城市; 苏州极具江南古韵的古城风

貌，与现代化的苏州工业园相得益彰。这些城市

特点的多重性为其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更

为城市整体竞争力增添了砝码。
4． 城市发展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强调城

市功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

日趋紧密，世界经济竞争的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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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及其所在的城市群成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

作的基本单位，更进一步催生了一批国际性城市

和世界城市群。目前，我国有些城市由于所处的

枢纽位置和新信息节点等因素，正在由内向型—
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成外向型—国际性或世界性

城市。这些城市将逐步构建起国际化的城市现代

化产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城市资源供应、产
业链延伸、产品销售、人才流动和共享，发展成为

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

的战略节点，真正实现城市功能趋向由本土化向

国际化转变。目前，北京、上海等具有发展基础和

优势的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

目标，在完善国家中心城市体系的基础上，打造具

有国际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全国

180 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

标，虽然其中大部分城市离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还

有很大差距，但城市功能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

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
5． 城市发展由单体向网络型发展转变，强调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内部组团发展和城市群协同

发展。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主要的世界级

都市圈、城市群，如伦敦、巴黎、东京都市圈等，都

经历了由单中心扩张，向多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模

式转变。构建网络化、群落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有

利于解决我国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和

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更有利于推动城乡统筹发

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城市内部组团发展，集约

高效利用土地，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防止

城市的无序、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形成以中心城

市( 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 、
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乡镇组成的城市群落发

展模式，强调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的层

级结构，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合作紧密的城

市间网络关系，有利于推动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

发展。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迅速，除了长三角、
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

市群、川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

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些城

市群从最初以自然、地缘、人文相接相似为前提的

成片发展，到以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共享和基于产

业链分工的群体协作分工，更出现了以产业集群、
市场集群和政策优势等资源共享带动区域发展的

城市群，如以金华—义乌都市区为主中心城市和

发展轴线的浙中城市群。因此，随着我国城镇化

的继续推进，我国的城市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以城

市群为核心的区域发展格局将日趋成熟。

三、把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作为国家重大战略

城市发展方式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方向和

发展质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因此，在坚定不移推动城镇化

的同时，应重新思考和总结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把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探索

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市发

展规律的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建议从以下七个

方面创新我国城市发展方式:

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发展理念是指导城

市发展的共识，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应借鉴国际先

进发展理念，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

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导城市发展，充

分挖掘我国城市发展的多重内涵。以面向未来的

城市发展理念，使城市从单纯的数量扩张和拉大

框架的外延式发展，向提升城市的质量、完善城市

的功能、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

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转变。以城乡

共赢的城市化理念，统筹城乡规划建设、经济发展

和社会管理，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融合发展。以人文城市理念，突出历史文化传

承、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

提升城市品质和品牌。以生态城市理念，探索城

市的绿色发展方式，在生产、生活中融入生态循环

的先进理念，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和质量

效率，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智慧

城市理念，注重创新驱动和知识经济，建立以科教

人才为支撑、智慧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以立

体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城市形态集聚和功能密

集区，以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实现对土地和能源

的集约利用。以特色城市理念，改变千城一面的

城市建设和发展方式，以特色文化、特色经济、特
色生态、特色建筑打造城市独特的空间形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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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文化形态。
创新城市发展形态。城市形态是城市单体和

城市群发展的“骨架”，是城市之间各要素高效合

理布局的基础，更是城市自然特质和人文历史的

有形载体。创新城市发展形态，应在保证城市空

间结构紧凑、景观特色协调多样、就业与居住适度

均衡的基础上，注重城市形态的差异性、传承性、
艺术性和多重性。一方面，注重城市外观形态和

风格的创新，改变过去长期同心圆式的环线交通

路网和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方式，以现代建筑群

勾勒城市天际线，镶嵌于田园风光和自然山水之

中，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新型城市形态，引领城

市规划建设和建筑设计理念、方式和艺术，打造城

市独具魅力的空间外观形态，为城市的特色发展

百年大计积累宝贵财富。另一方面，加强城市组

成结构的创新。在内部，组团布局、大开大合，设

计多中心的都市空间形态，构建“紧凑型城市”。
在外部，构建以中心城市( 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

城市、地区中心城市) 、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

乡镇组成城市群落发展模式，基于城市间基础设

施、市场要素、信息平台、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方

面的无形连接和有形连接，构成有机的城市关联

体，实现大中小城市与现代乡村之间的互动关联，

形成城乡交错、大中小城市相间、疏密合理得当的

现代城市群发展布局。
创新城市组合功能。以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

形态为基础，强调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

较大乡镇的功能区分和合作，从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城乡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多层次、多方面、动态的

需求出发，构建以生产性、生活性和创新性服务功

能为核心的城市功能体系，再造城市群落的组合

功能。重点是加强中心城市综合功能，强化中小

城市的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功能和

居住功能，以及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以现代化

的标准全面提升和完善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

能，充分发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适宜现代人居、融
合先进文化、集聚新型经济、包容开放合作的高端

平台功能，全面提高城市的经济层次、产业能级、
社会文明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增强和发挥中心城

市的引领带动能力、集聚辐射效应、综合服务功

能。重点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保障城乡居民充分就业、便利就医、就近入学，

实现城市有序、高效、低耗运转。
创新城市产业形态。城市产业是城市发展的

持续动力，更是城市之间要素集聚和交流的重要

载体。创新城市产业形态，需要对产业布局、产业

形态和产业驱动力进行全面创新。从产业布局来

看，注重城市群内产业布局的层次性以及与城市

功能相匹配，在整合各城市优质存量资源基础上，

城市之间的产业布局应突出特点，错位发展，发挥

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粘合作用，在城市群内形成

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支撑，乡镇保障的协调发展

的产业发展格局。从产业形态来看，强调产业形

态向高端攀升，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

环节，在有条件的城市发展城市产业综合体，实现

产业优势的最大化。采取集群式、耦合式跨产业

循环经济链条的方法，构建以战略性新型产业、现
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为主体的

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型、科技型、创造型、
生态型的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
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从产业驱动力来

看，从依靠人口、土地、资源等的“要素驱动”，向

依靠知识、信息等的“创新驱动”转变。在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同时，强调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创建高

技术为先导的产业发展新机制、新方式，构建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化、
集成式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创造科技、教育、文
化、旅游、物流、金融产业成长壮大的新途径、新业

态，加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进程。
创新城市要素集成方式。城市发展理念、功

能、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创新，对城市要素的集成方

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人文城市、智
慧城市等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更强调科技、教育、
文化、人才等非传统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内生驱动

作用，要求创新城市要素组合和集成方式，形成转

变城市发展模式的内在合力。创新城市要素集成

的有形平台，着力构建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等要

素集聚有形载体，增强中心城市尤其是国际性城

市对全球先进要素的集成、集聚功能。并以城市

产业形态和城市组合功能创新为载体，发挥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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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等要素的综合性组合集聚

功能，以多元要素聚集来丰富城市产业和城市功

能的创新内涵。同时，创新城市要素集成的新机

制，着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国际教育合作机

制、城市文化保护机制等。
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决定

了城市管理的复杂性，针对新形势下我国快速城

镇化引发的城市化症候，尤其是长期的城乡二元

结构带来的城市管理难题，应强调以社会建设统

领城市建设的理念，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提高社会

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从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创新入手，创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新模式，构建城乡居民公平、公正共享发展成果的

社会建设和管理新机制，全面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城市管理格局。具体包括:

创新基层组织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管理

服务体系;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

业、社会管理，构建保障农村人口稳定有序转移的

制度基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就业服务、
社会保障制度，特别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推动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强

化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
创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方式。作为一个拥有

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以说中国的每一座

城市，或多或少都保留着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珍

贵文化遗产，更有许多遗存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
古城。这决定了我国城市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城市

发展、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把历史文化保

护放在优先地位，使历史文化遗迹财富实现保值

增值，获得长久和永续利用。首先，在历史文化保

护中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关系，使城市现

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传承相融合。以历史古城的

保护为例，应尽量保留古城的整体格局和轮廓，尤

其是重点保护能体现古城风貌的代表性建筑群、
城市轴线、古树名木等。同时，要注意现代建筑和

周围环境及传统建筑风格的融合。其次，创新城

市历史文化保护方式，要在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

传承，探索城市历史文化和新兴文化产业融合发

展道路，在开发中挖掘、整合城市历史文化潜在价

值，梳理贯通城市文化脉络，形成历史与现代融合

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新路。

注:

①我国城市的“十一五”与“十二五”，《北京日报》2010 年 11

月 1 日。

②吴江、王斌、申丽娟:《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

为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9 年第 3 期。

③④⑤《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12)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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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Notebooks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Lenin Studies and Its Significance

Zhang Chuanping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Lenin Studies，scholars have reached no consensus on inter-
preting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They not only set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in opposition to the
Lenin’s early thought，but also take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as beginning work and foundation of
Lenin’s Hegelian Marxism．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essence of
Lenin’s philosophical theory by analyzing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Leni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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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Innovating Urban Development Mode as Our National Strategy

Chen Wenling ＆ Zhou Jing

Abstract: China has created the most magnificent chapter of urbanization since 1978，eve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But our urban development mode is still extensive ，which is blindly expanding
the scale of the city，and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ur-
rently，the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on-
going urbanization，urban development mode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it is a
important strategic issues that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upgrade the innov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 to national strategy． We
should accelerate innovating the concept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exploring a scientific and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ization ，according with the natural law，economic law，social law and
the law of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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