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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城市新区的建设发展与 背后的土地制度安排紧密相眹 。 本 文以城 乡土地制度变迁为线索 ，

回顾了 我国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 ， 分忻了 传统城市新区建设 与土地资本化模式的形成及其产生

的城 乡发展问题与矛盾 。 进一步地 ， 本文提出 当前方兴未艾的城 乡土地制度改革将深刻彩响未

来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绾模式 ， 从而拉开城市新区发展转型的序幕 。 在部分肯定城乡土地制度改

革对农村发展的积极意义之后 ， 本文也对 其可能引发的 问题进行了思辨 。 本文呼吁现有城市研

究应更多关注土地制度的演进 与创新 ， 及其对城市与固边区域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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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 ｔ ｒａｃ ｔ ：
Ｃｈｉ ｎａ

＇

ｓｎ ｅｗ ｕ ｒ
ｂ ａｎ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ｃ ｔ
ｄｅ ｖｅ ｌｏ ｐｍｅ ｎｔ 

ｉ ｓｃ ｌｏ ｓ ｅ ｌ ｙ
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ｅ ｄｗ ｉ

ｔ
ｈ ｔｈ ｅｕ ｎｄ ｅｒｐ

ｉ ｎ ｎｉ ｎｇ 

ｌ ａｎｄ ｓｙ ｓ
ｔｅｍ ．

Ｔｈ ｅｐ ａｐ ｅ ｒａ ｔ
ｔｅｍ ｐｔ ｓ ｔ ｏｕ ｎｄｅ ｒｓ ｔ ａ ｎｄ ｔ ｈｅ ｔ

ｒ ａｎ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ｕ ｒ

ｂａｎｎｅｗｄ ｉ ｓ ｔｒ
ｉ ｃ ｔ ｄｅ 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ｔ ｂｙ ｅｘ ｐ ｌ ｏｒ ｉ ｎ ｇ

ｔｈ ｅ

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 ｅｕ ｒｂ ａｎ
－

ｒｕ ｒａ ｌ ｌ ａｎ ｄｐ ｏ
ｌｉ ｃｙ

． Ｉ
ｔ
 ｉ ｓａ ｒｇ ｕｅ

ｄ ｔｈ ａｔ ｔ ｈ ｅｕｎ ｄ ｅｒｇｏ
ｉ ｎｇ ｕ ｒ

ｂａ ｎ
－

ｒｕ ｒａ ｌ ｌａ ｎｄ ｓｙ ｓ ｔ ｅｍｒｅ ｆｏ ｒｍ

ｗ ｉ ｌ ｌｈ ａｖ ｅｇ ｒｅ ａｔ ｉｍｐ ａｃ ｔ ｓ ｕ ｐｏｎ ｕｒ ｂ ａｎ ｎ ｅｗｄ ｉ ｓｔ ｒ
ｉｃ ｔ

ｄ ｅｖ ｅ ｌｏ ｐｍｅ ｎｔ  ｉ ｎ ｔ ｈｅ ｆｕｔ ｕ ｒｅ ．

Ａ
ｌ

ｔ ｈｏｕ ｇ ｈ
ｔｈ ｅｌ ａｎ ｄ ｓｙｓ

ｔ 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ｏ ｆ
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ｖｅｓ ｉ ｇ ｎ
ｉ ｆｉｃ ａｎ ｃｅ

ｔｏ ｔ
ｈ ｅｒｕ ｒａ ｌ ａｒ ｅａ ， ｉ

ｔ ｍａｙ 
ａｌ ｓｏｂ ｒ

ｉ ｎｇ 
ｆｏ ｒ

ｔ ｈｎｅｗｃ ｏｎ ｃｅｒ ｎ ｓ ．Ｆ ｏｒ ｆｕ ｔｕ ｒｅ ｒｅ ｓｅａｒ ｃｈ

ａｇｅ ｎｄ ａ ，
ｍ ｏｒ ｅａｔ

ｔ ｅ ｎｔ
ｉ ｏｎｓｈｏ ｕ ｌｄ ｂｅ

ｇ
ｉ ｖ ｅｎ ｔｏ  ｔ

ｈｅｉ ｎｔｅ ｒｐ
ｌ ａｙ

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ｕ ｒｂ ａ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ａｎ ｄｌ ａｎ ｄｓｙｓ

ｔ ｅ ｍ ．

Ｋｅ ｙ
ｗｏ ｒｄ ｓ ： ｕ ｒｂ ａｎｎ ｅｗ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ｃｔ

；


ｌ ａ ｎｄｓｙ ｓ ｔｅｍ

；


ｔ ｒａ ｎ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 ｎ

０ 引言

改革开放四 十年不仅带来 了 我国经

济的飞 速发展 ， 同时也伴随着
一

场城市

空 间的巨 大变革。 其 中 ， 空间重构最 为

活跃的地区 之
一

是处于城市边缘的城市

新 区 （ 沈 洁 ， 李志 刚 ，
２０ １ ５

）。 根 据 新

区 建设的主 导项 目 类型 ， 我国城市新区

的发展可大 致分 为三 个阶段 ； 分 别是 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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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引 资、 产业集聚 为主导的工业开发

区建设 ，
以地产开发 为主导的新城建设 ，

以及 ２００５ 年以上海浦东新区综含配套改

革试验区的设立而拉开的新
一

轮国家级

城市新区建设 （
杨东峰 ， 刘正莹

，
２０ １ ７ ）。

尽管城市新 区的建设呈现 出从单
一

产业

功能区或居住新城 向综合性新城区转型

的 漓变 历程 （ 朱 孟珏 ， 周 春 山 ， ２０ １ ２ ） ，

但土地城镇化
一 直在新 区发展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作用 （ 田莉 ， ２０ １ ３ ）。 通过城市

建设用地的出让和抵押 ， 地方城市政府

获得了 大置资 本用于城市新 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 与投资环境的营造 （ Ｌ ｉ ｎ ，２０ １ ４ ）。

然而这种
“

以地谋发展
”

的檳式是建立

在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基础之上的

（ 刘守英
，

２０１ ２）

；

特别是土地增值收益

在城 乡 间 的不平等分 配加剧 了城 乡发展

差距 ， 引 发了
一

系列的社会 、 经济 与环

境问题 （ 刘守 英 ，
２０ １ ４

１。 在此 背景 下 ，

中央 自 本世纪 初以来提 出 了城 乡
一体化 、

新型城镇化等创新发展理念 ， 特别是在

十八届三中 全会上决定对城 乡土地制度

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
以消除城镇化进程

中对农村土地利用及其价值的
＂

歧视性
”

制度 设计 （
黄贤金 ， １ ９９６

；
左学金 ， 王

红露 ，
２０ １ ６

； 董祚继 ， ２０１ ７ ）０

目 前
，
针对城 乡土地制度改革的研

究多集中于土地政策与农村发展领域 （ 文 Ｉ

Ｊ

锐 ，
２０ １ ６

） ， 而 较 少关注 新制度 安排所

可能对城 乡发展产生的综含效应 （ 王玉

波 ， ２０ １６ １。 在城市新区研究方面 ， 现有

研究多考察 的是新 区的扩张机制及其引

发的社会生态 、 产 城融合 、 政府偾务等

问题 （ 江 贤英 ， 杨正 ， ２０１ ６ ；

常居 ， 陆

铭 ，
２ ０１ ７ ）

，
特别是对近期国家级新区的

地方实践偏差进行了 反思 （ 菏 文广 ， 殷

广卫 ，
２０ １ ７）

； 但对近期城乡 土地制度改

革的动向则关注较 少 （ 田莉 ， ２０ １ ５ ）。 事

实上 ， 我国城市新 区的建设发展 与背后

的土地制度 安排 紧 密相 联 （ 张 晓玲 ， 等 ，

２０ １ １ ）。 因此 ， 本文试图 以城 乡土地制度

的变迁为线索 ， 回顾我国城市新区的发

展历程 以 及产生的问题 与 矛盾
；

就当 前

方兴未艾的 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可能

对城市新 区 与城乡 发展产生的影响展开

思辨 。 本文呼吁现有城市研究应更多关

注土地制 度的演 进 与创新 ， 及其对城市

与固边区域发展的影响 。

１ 城乡土地制度变迁下的城市新区发展历

程回頋

土地有偿使用 制度建立 以来 ，
我国

城乡土地制度主要经历了三 个 变迁阶段

（ 刘守英 ， ２０ １ ７ ）。 特 別是随着城市用地

与土地转用 制度的安排 与变迁 ， 我国城

市新区的发展也呈现出 三个阶段性特征

（ 表 １＞。

首先 ， 改革之初到 １ 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

法修 订之前 ， 在较为 宽松的土地征用管

理环境 下 ，
农地转为 集体建设用地的通

道一直敞开 ， 大置农地转 为建设用地用

以建设 乡镇企业或开发区 。 开发区 的优

惠财税政策 、 廉价的土地、 完善的基建

恰 与 国际资本、 产业转移机遇战略耦含 ，

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空间载体 （ 刘

炜 ， 等 ， ２０ １０ ） ， 开 启 了 第
一轮 城市 新

区建设 。 尽管开发区在推进经济发展上

取得突出成就 ， 但随着开 发区 数量的增

加 、 竞争的加剧和区外土地的全面有偿

使用
，
全国各地涌现出开发区

“

圈地运动
＂

的浪潮 ， 导致绝大多数省市建设用地和

耕地 占用指标 大大突破预期 ， 造成严重

的 土地 闲 置 、 低效利用等 问题 （
王兴平 ，

顾惠 ，
２０ １ ５ ）。

以 １ ９９８ 年修 订土地管理法 为 转 折

点
， 国家开始釆取严格的土地用 途管制

制度 。 随著土地资源 与耕地保护意 识的

加 强 ， 国 家 开 始严 格控 制土 地
“

农 转

非
”

幷 釆 取建 设用地年 度 指标 管制 制

度
， 试图 实 行最严格的土地制度 ， 垄断

幷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绾 ， 以 抑

制土地非农化进程 （ 李新安 ，
２００５）

。 但

事实上 ， 征地转 用制 度非但没有控 制住

城市建设对耕地的 占用 ，
甚至还加剧 了

城 乡发展之 间的矛 盾 与社 会冲突 （
Ｕ ｎ

，

２０ １ ４
）
。 伴随 土地市场 机制 的完善 以 及

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 与发 育 ， 土地 资本

表 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新区的发展演化

阶段 １ ９ ７８
－

１９９８年 １ ９９９
－

２ ００ ５年前后 ２ ００ ５年前后至今

宏观政策背景 经济改革 ； 对外开放 住房改革
；

？顿开发区 新型城镇化 ； 全面深化改革 ；

经济新常态

城 乡土地制度 宽松的土地征用制度 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城 乡理设用地增滅挂钩试点 ； 探索城 乡土地统
一市场机制

空间类型 工业开发区 新城 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下的国家级新Ｅ建设

开发 （ 利益相关 ） 主体

及其相互关系
各级地方政府 ： 各 自 为政

各级地方政府
： 地级市政府主导力逐渐加

强 ； 县域及 以下屉级政府单元权力滅弱

各级地方政府 ： 地级市政府主导力逐渐较强 ；

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对决策的彩响作用依然菏弱

矛盾 与问题 耕地数量迅速减少 ； 开发区 圈地运动
” 失地农民 ： 地方政府债务

：

房价高速上

涨 ：

？？

空城
”

或
？

鬼城
Ｍ

＂

以地谋发展
＂

的镆式未能得到根本性转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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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其金融创新 为政府建 设新城提供了

条件 （
田 莉 ， ２０１ ３ ）

；

特别是 １ ９ ９８ 年开

始的住房改革 以及 ２００３ 以来开发区政策

环境的变化 ， 为 以房地产 开发为 主导的

新城建设起 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 赵燕箐 ，

２００２）
。 土地资本化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驱

动着各级地方政府掀起 了 以新城建设 为

主导的第二轮城市新区发展 （ 吉玫成 ， 等 ，

２０ １ ５
）。 在大事件和大项 目的带动下 ，

奧

体新城、 会展新城、 高铁新城 、 空港新城 、

海港新 城、 大学城、 行政新城、 生态新

城 、 低碳新城等建设项 目 层出不穷 （ 殷洁 ，

罗小龙 ，
２０ １ ５

）。 新城建设虽在
一定程度

上疏解 了城市 中 心功能 ， 但也带来 了地

方偾务 、 空城、 产城融含等
一

系列新的

问题 （
江 贤英 ， 杨正 ，

２０ １ ６
； 常晨 ， 陆铭 ，

２０ １ ７
）。 其中 ，

矛 盾最为 突出的是征地过

程中产生的 失地农民及其 可持续 生计问

题 （ 刘守英 ，
２０ １ ４

）。

针 对城 乡发展 与城 乡 建设用 地供需

矛 盾 问 题 ， 中 央 政府 自 ２０ ０４ 年 以 来 陆

续出 台 了有 关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

策 ， 并于 ２０ ０６ 年开始在山 东 、 天津 、 江

苏 、 湖北 、 四川 五省市试点 （
王婧 ， 等 ，

２０ １ １ ）。 尽管政策设计初衷是进
一

步严格

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 ， 强化土地 集约节约

利用 ， 解决 城 乡建设用地的
＂

双 增
＂

现

象 ， 但 出 人 意料的是
＂

挂钩
＂

政 策及其

背后 固转指标的
＂

市场化
＂

交易逐渐演

变成为 我国促进城 乡 统筹发展 、 践行新

型 城镇化的核心政 策工具 ， 开启 了 我国

建设用地制度综含配套改 革的实践探索

（ 贺雪峰 ， ２０ １ ３ ）。 与此 同时 ， 以承担国

家重 大发展和改 革开放战略任务 的
＂

国

家级新区
＂

的批准设立也为 城 乡土地制

度改革的进
一

步探 索提 供了 政策试点空

间 。 截至 目 前 ， 国家已 批复的 １ ９ 个 国家

级新 区 中 ， 至 少有 １ ０ 个新区在其改革方

案 中提到 了
＂

城 乡 统筹
＂

、

＂

城 乡
一

体的

新型城镇化
＂

的发展模式创新
ａ ＞

。 在国家

级 新区体制改 革 与制度创新的示范作用

下 ， 特 别是伴随十八届三 中 全会对土地

制度改革总体部 署的决定 ， 极有可能拉

开我国城市新区建设与发展的新模式 。

２ 未来我国城市新区的发展动向与问题辨析

城 乡 土地 制度 的 改革 将 深 刻 影 响

未来城市新区 建设的土地供应模式。 随

着国家对 新增建 设用 地增量的进
一步控

制 与 紧缩 ， 城乡建 设用地置换将成为城

市新 区 建设过程 中 的主 要 土地 供 给形

式。 与初期
＂

挂钩
＂

政策 实行过程 中 出

现的
＂

农民被上楼
”

现象不同 （ Ｈｕａ ｎ ｇ ，等 ，

２０ １ ４ ）
，
当 前改革方向强调按

＂

市场
”

价

格交易结余周转指标 ， 并通过土地流转 、

现代农 业等配套措施切实增加征地 农民

的后续收入水平、 解决农 民的可持续生

计问 题。 虽然城 乡 土地制度改革对 农村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但也可能带来 新的

发展矛盾 与危机 。

２ ． １ 城市新区与区域治理

城市新 区的治理 问题
一直受到学 界

的广泛关注 （ 顾朝林 ，
２０ １ ７）

。 这是因为

城市新区的发展实际涉及 到不 同层级 与

类型的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 ， 本质是

一

个 区域治理 问题 （
Ｈ ｕ ａ ｎ

ｇ ，
等

，
２０ １ ６

）。

换言之 ， 行政分割 、 多头管理只是城市新

区 治理碎化的表象
；

本质原因是所 涉及

的多元利益主体在很 多时候处 于利益冲

突的状态 ，
而冲突的根源是对城市 边缘

发展空 间的 占 有冲动 。 因此 ， 城市 新区

的治理困境折射的是 不同利益主体 在空

间 发展上的不 同利 益诉求 与 矛 盾 。 针对

这
一

问题 ， 过去城市新区 建设的传 统经

验是地方政府通 过行政区划调整 、
经 济

功能 区 与行 政区领导 互相兼任 、 政 区含

一

等行政管 理手 段来改善行政分割 、 各

自 为政的发展 （ 朱孟珏 ， 周春山 ，
２０ １ ３ ；

肖菲 ， 等 ，
２ ０１ ７

）。 然而 ， 上述治理模式

实际上是加 强 了 城市型政府主体 ， 特 别

是地级市政府在市域范 围 内的主 导 统筹

能 力 ， 但同时也部分牺牲 了 农村型政府

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 （
Ｈ ｓ ｉ ｎ

ｇ ，
２ ０１ ０）。

这种特定的治理权力结构在
一

定程度上

也就造成 了 过去城市新区 发展过程 中的

征地 拆迁纠 纷 ， 激化 了政府 与社会的冲

突 （ Ｌ ｉ
ｎ

，２００９）。

新的城 乡 土地制度通过征地制度 改

革 、 农村土地产权交 易试点 等手段的确

起到 了保障 农民利益的效果 ， 但从根本

上来说 并没有改变过去城市
＂

以地谋发

展
＂

的逻辑 以及不同 利益主体间的权力

关系
（ 贺雪峰 ，

２０ １ ３
）。 在此背景下 ， 各

种 顶着
＂

新型城镇化先行 示范区
＂

帽子

的 国 家级 新 区 被 指 用 地扩 张 势 头 不减、

仍然依赖传统土地财政 、 投资拉动的发

展 路 径 也 就 不足 为 奋 （ 刘 继 华 ， 荀 春

兵 ，
２０ １ ７

）。 如何在当 前以城市经 济为主

导的 区域发 展环境 中 正视 城 乡的功能关

系是全世界 都市区 域发展所面临的共性

问题 ， 但可 以肯定的是传统 以城市为 本

位的治理研究思路已 不再可行 （ Ｈ ａ ｒｒ
ｉ
ｓｏ ｎ

，

Ｈ ｅ ｌ ｅ
ｙ ，２０ １ ５

）。 未来治理的创 新或许在

于反思传统的科层 制行政管理体系 以及

在 此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

含作
＂

关系 ；

进而 在真正 承认现 实 存在的
＂

责任
＿利

益
＂

关系 上重新建构
＂

城市一区域
＂

治

理框架 （ Ｗｕ ，
２ ０１ ７ ）。

２ ．２ 城市新区与乡村发展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 ， 城市新 区

建设 源源不 断的土地供 绾来 自于 农 业用

地转 变 为城市建设用 地 以及 农村 集体土

地转为 国有土地 （ 刘守英 ， ２ ０ １ ２ ）。 因此 ，

与 大规模的新城运动相伴随的是 撤县设

区 、 村改居 、 农村居民点整理等城郊乡村

地域空间组 织的巨 变 。 如前所述 ，
这些

行政 区划 调整重塑了
“

城市一区域
＂

的

地域治理结 构与权 力 关系 ； 同 时 也加速

了资源向城区 的集聚 ， 导致了
＂

城进村衰
＂

等问题 （ Ｌ ｉ ｎ ， ２００９ ；Ｈｓ ｉ ｎ
ｇ ，

２０ １ ０ ： 吴 九

兴 ， 等 ， ２０ １ ７
）
。

新的 城 乡 土 地 制 度 改革 的 出 发点

是改 变城 乡 不平等的 发展关 系。 但现实

４



改革开放四十车的城市新区发展及转型展望
——基于城乡土地制度演进的视角 Ｉ 吴义士 李赭

中城 乡均等化发展 目 标的 实现 ， 依靠的

是有土地资源渴求的地方政府来购买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结余的用地指标 （ 贺雪

峰 ，
２０ １ ３

）。 这个交易
‘ ＇

市场
Ｈ

形成的前

提条件是国家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严

控 以及地方对土地指标的＊求
；

而制度

执行的结果是使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手

伸向 了 处于
＂

城市
一区域

＂

更边缘 的农

村地区。 换句话说 ， 传统
＂

以地谋发展
＂

的模式并设有改变 ， 反而增添 了新的隐

忧 。 增 减挂 钩指标的
＂

市场
＂

交易价值

本 身是建立在旺盛的土地需求 基础之上

的 ， 即农 民的收益与 农村 的发展也被进

—

步捆绑人土地 资本化与金融化的逻辑

中 。 这 也意味着如果
一旦经济发展放缓 ，

土地需求下降 ， 那 么土地估值的降低与

后续的经济蝴蝶效应 将波及到 更广泛的

人 群 ，
不仅 包括城市还有 农村居 民 。 所

谓的
＂

美 丽 乡村
＂

也可能沦为 置换指标

的工具 ， 乡村建设难以真正回归 乡村 （ 张

京祥 ， 申明锐 ，
２０ １ ６

）。

２ ． ３ 城市新区与社会融合

过去城市新区的居住群体呈现 出 高

度的混杂性 ， 包括居住在正规社区 （ 如

高档别墅 、 □ 禁社区 ） 的審裕中产 阶层

家庭、 住在 非正 规空 间 （ 如 小 产叔房 、

城中村 ） 的外来 务工人 员 、 以 及在 传统

村落或复建住 区 （ 如新农村示范点 、 美

丽 乡村 ） 的本地农村居民 （ 吴缚龙 ， 沈洁 ，

２０ １ ５
）。 城市新区的社会融含 问题也因此

受到 昝遍关注 （
沈洁

，
罗 翔 ，

２０ １ ５
）。

然而 ， 新的城 乡土地制度改革将很

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城市新区 社会空间结

构 。 随着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倾斜 ， 征地补

偿标准的提高 ， 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的升

值 ，使得农 民对待土地征收正从过去的
“

抵

制强拆
Ｍ

演变成为
＂

等待被拆
”

。 农村产

权制度的改革试点 以及现代农业 、 农家乐

等产业的发展 ， 也极大增加了 农民的普通

收入 与财产性收入 （
黄 贤金 ，

２０ １ ７）〇 相

比之下 ， 居住在新区的承租人 ， 特别是外

来务工人员 ， 其社会经济地位实际在迅速

下降 （ 王卫城 ， 赖亚妮 ， ２０ １ ７ ）。 特别是

受
“

国家级新区
”

等国家战略的影响 ， 城

市新区发展定位不断高端化 ， 新区的空间

组织也越来越强 调精英化 、 国际社 区化 。

在响应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 ， 又

有
一

批
Ｈ

城中村改造
”

、

“

棚户区改造
＂

工

程陆续上马。 城市新区空间的 日益正规化 ，

虽然消除了
一

些治理上的隐患
，
但同时也

削减了外来务工人 员的居住空间 。 而更值

得袒忧的是 ， 相较 于
＂

乡村振兴
＂

运动

的如火如荼 ， 关于外来务工人 员的社会融

合与市民化问题 ， 似乎正在被遗忘或掩盖 。

这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市民化问题对地方

政府的无利可图 ， 甚至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３ 结语

近年来 ， 城 乡 土地制 度改 革 成 为

国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 尽

管土地制度对城市建设与 发展影 响深远 ，

但现有城市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仍略显

薄弱 。 在此背景 下
，
本文 以城 乡土地制

度 的变迁为线索 ，
回顾 了我国城市新 区

的发展历程
；

并根据新兴土地制度改革

的方向 ， 对未来城市新区的 发展转型进

行了 展望 ， 就可能产生的问题作 了一些

粗浅思考 ，
以拋砖 引玉 ， 引起学界的更

多讨论 与重视。 城市化过程是 ２ １ 世纪中

国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 宋

长靑 ， 冷疏彩 ，
２００ ５

） ， 迫切 需要研究

者从单
一

要棄的静 态过程研究 ， 转向综

合地认知 与刻Ｓ 多要素互动的系统格局
，

进而才可能解译城市化复杂 、 多尺度的

动态机制过程 （ 宋长靑 ，
２０ １ ６ ）。 海外学

者在这
一

方面已作 出 了积极的尝试 。 邢

幼田提出了
＂

地方政府的城市化
＂

与
＂

市

民领域化
”

两 条理论线索 ， 来考察 中国

城市空间 变革的动态机制 与社会关系的

再生产过程 （
Ｈｓｉｎｇ ， ２０ １ ０ ）

；
何深靜与林

初昇则提出 了
＂

政府
一

市场
一

社会
＂

的

多维辩证理论框架
，

以探究 真实的城市

空 间生产 与消费过程 ， 及其产生的问题

与矛盾 （
Ｈ ｅ，Ｌｉｎ

，２０１ ５ ）。 城市新区因其

位于城市边缘的特殊区位 ， 是透析 城 乡

发展 与
＂

城市
一

区域
Ｈ

转型重构的重要

研究场所 （
沈洁 ， 李志剛 ，

２０ １ ５ ） ， 更是

涧察 与建构中 国城市化理论的绝佳研究

对象 （ Ｗ ｕ ，２ ０１ ６ ）
。 为此 ， 当前城市新区

研究亟需跳出 城市空间本身 ， 深 入探究

土地 、 政府 、 社 会、 市场等机制 与 城市

化进程的动态关系 ， 从而 为全球城市研

究贡献中国本土的理论 与经验。

注释 ：

①这 １ ０ 个新区 包括 两江 新医 （
２０ １ ０ ） 、 南沙

新 区 （ ２０１ ２ ） 、 因咸 新区 （
２０１ ４

） 、 金普新区

（ ２０１ ４ １、 天府新区 （ ２０ １ ４ ）
、 湘江新区 （ ２０ １ ５ ） 、

江北 新区 （ ２０ １ ５
）
、 滇 中新区 （ ２０１ ５ ） 、 輅江

新区 （ ２０１ ６ １ 和雄安新区 （
２０１ ７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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