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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of China has

maintained a high growth trend, since China has carried out its policies regarding reforming and open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gotten a

great achiev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policy, Chinese people's working with stamina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is like a stirring development epic. Due to a huge population,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and some othe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 urbanization is too quick and out of order

in some places, which br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the social economy. Notable achievements

received by innovative city are harmed by "urban disease". Especially development of the megalopolis that

has population of 1 million above is disharmony, such as the city spread excessively; eco-environment is

destroyed to some extent. How to apply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propose approaches for

solving social and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dur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of urbaniz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is reason, in a matter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mega-cities in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aking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needs into account on the base of protecting

environment and concordant to the capacity of na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its developing background,

challenge, necessity and researches on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constructs innovation model. It has definite

academic meaning and essential practical value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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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 工业化与城镇化成为我国

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城 市 现

代化与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城乡 一 体 化 发

展， 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城市发展面临的主客观因素复杂，
发展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 大城市尤其是百 万 人 口 以

上的特大城市， 城市盲目蔓延， 生态环境污 染 与 破 坏

严重， 发展严重不协调。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发 展 协 调

性问题， 对其发展背景、 挑战、 研究的必要 性 和 创 新

模式构建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以 全 面

促进我国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特大城市； 协调性 发 展；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城市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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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协调发展的创新模式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工业化发展过程的 100 多年历史长河中，城镇

发展和后来导致世界各地城市化历程，可以说对我国社会经

济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以及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城市化几乎

是被看作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1,2]。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增长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综

合国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现代化取得了世界公认的

辉煌成就，中国人发奋图强的精神与毅力，在我国政府建设

方针与政策指引下，犹如一部荡气回肠的发展史诗。我国城

市化水平由 1980 年的 18.6%上升为 2010 年的 49.6%，成就

斐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认为中国的城市

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对中国产生最重要的经济

利益。由此可见，城市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创

新模式的进程与构建对于世界经济和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都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外最早从创新型城市内涵和功能完善的

角度出发，对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Maryann （1999）

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给城市带

来了基于知识的新竞争，这就要求必须变革传统的城市发展

模式，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为城市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3]。
Charles Landry （2000）提出了构成创新城市动力机制的七大

要素：富有创意的人、意志与领导力、人的多样性与智慧获

取、开放的组织文化、对本地身份的强烈正面的认同感、城

市空间与设施和上网机会 （信息发达程度等），强调创新城

市是一个有机整体，建设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需要及时“诊

断”、“对症下药”的解决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价、
比较[4]。James Simmie （2001） 则认为创新型城市的成功主

要依靠两种核心的“城市资本”，一是高质量的知识劳动力，

二是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通信与信息[5]，创新型城市的

建设应该是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体。
由于工业化和现代第三产业 （服务性行业）的巨大进步

与产业转型，每个地区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由内向外的

扩展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心城市的向外蔓

延、扩散 （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等）波及到城市区域范

围，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成倍增长，尤其是我国的沿海城市

（表 1）。近郊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内部的功能、人口迁

移、市内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及其走廊式发展，迫切要求大

城市、特大城市的协调性发展，减少基本建设投资，提高城

市建设经济效益，以致空间组织的完善及其等级提升，运用

协同系统，构建协调发展的创新模式[6,7]。
总之，我国沿海特大城市建成区每年都在扩大，人口规

模也不断增大，显然每年城市的创新模式也在变化，产生巨

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城市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但特大城市的

协调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城市的社会

问题、交通问题以及种种生态安全与环境问题也产生了极大

的难题，不少地方的城镇化进程过快，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

则，超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其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率虚高，

水土资源消耗过度，城乡发展不均衡[8]。创新城市的显著成

果也不断被各种“城市病”所损耗[9]。这些问题给城市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是当前现代城市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表 1 1990—2009 年我国沿海地区特大城市建成区扩展动态

Tab.1 Dynamic Growth of Built-up Areas of Coastal Mega-cities

in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05，2010)；2009

年全国设市城市及其人口统计资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司，

2010）。

2 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区域特征与问题

1990 年以来，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发展优势过程的

相互作用下，特大城市生长发展有了一个深层次广域的地理

基础。城市不再是简单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地区协作的群

体，全国已形成了六大城市群，成为全国经济发达、产业集

中、城镇集聚的现代化区域 （图 1）。也就成为特大城市生

长发育过程的网络性、协调性的空间载体。

图 1 中国城市群与城镇密集区分布示意图

（姚士谋等， 2008）

Fig.1 Distribu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ntensive Areas

in China (YAO Shimou et al, 2008)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国家的经济

实力与国际地位大幅提升。2005 年时，我国 GDP 总量仅有

16 万亿人民币，到 2008 年增加到 30 万亿，2010 年提升至

38 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上我们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

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实体 [10]。人均 GDP

也接近 3600 美元，在世界上金砖五国中排在首位。有了强

大的经济实力后，我国各类城市发展壮大起来，其中 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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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增长很快 （表 2）。
表 2 中，2009 年我国特大城市的数量达到 60 个，大约

有 28 个特大城市 （市区） 人口超过 250 万人，其中北京、
上海、天津、深圳等市人口超过 1000 万 （包括暂住人口），

成为世界上各类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最多的国家。城镇总人

口数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根据“六普”的人口资料，2010 年我国总人口达到

13.4 亿人，其中城镇人口 6.6 亿，城镇化水平高达 49.6%，

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

格里茨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我国的城镇化也将

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我国将来列

入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11]。

表 2 2009 年全国城市按非农人口规模统计表

Tab.2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Main Cities

of China in 2009

资料来源：2009 年全国设市城市及其人口统计资料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规划司，2010）。

我国的特大城市都是各地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科技

中心，具有人口集中、产业集聚、交通发达、信息现代化的

主要特点。我国的特大城市 （100 万以上）按非农业人口计

算，2009 年有 60 个，总共有 1.57 亿人，其中 200 万口以上

的超大城市有 24 个，全国城市人口排名最多的城市有上海

（1210 万人）、北京 （944.9 万人）、武汉 （833.8 万人）、重

庆 （661.58 万人）、广州 （654.68 万人）、天津 （564.8 万

人）、香港特区未计入 （城市人口 710 万）。我国的特大城市

其功能特征、生长机制及其发展动态，主要有三大特点：

（1）城市功能集中表现在综合职能，大多数都是省会城

市，工业基地与交通枢纽，城市创新能力强，产业集群高度

集聚，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分析，全国 60 个百万人口以

上的特大城市中，其中 26 个是省会城市和 4 个中央直辖市。
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如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

庆、广州、南京、长春、包头、哈尔滨、吉林、太原、唐山

等） 有 38 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如北京、上海、武汉、
广州、天津、沈阳、哈尔滨、南京、郑州、徐州、西安、兰

州、石家庄、济南、昆明、成都等）有 16 个，其中兼有港

口城市性质的有 10 个左右，以上这些城市也是我国科技文

化教育产业的中心，特别是文化产业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
（2）特大城市不仅是我国的城市化的核心基地，也是我

国农民工流迁与暂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 （表 3），为我国的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科技人才，全

国两院院士的人数有 72%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
武汉和天津，是我国创新型模式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和智库。

表 3 特大城市的暂住人口

Tab.3 Transient Population of Metropolis in China

资料来源：2009 年全国设市城市及其人口统计资料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2010）。

（3）经济高度集中，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建成区发展迅

速，特别是沿海那些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的海港城市和工业

基地，交通运输发达，境外投资比较集中，新的开发区与高

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势头甚好。因此，这些特大城市郊区城市

化，城市蔓延扩展很快。
然而，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具体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

因此，各地的特大城市的区域发展条件也有明显的不协调

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的内陆地区，特大

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在我

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体制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城

镇居民收入差距由 1978 年的 2.56∶1，扩大到 2009 年的

3.33∶1，到 2011 年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省区比较，收入差

距扩大到 4.21∶1）。城市郊区、农村地区的“三农”问题日

益凸显，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城乡差别问题成了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12]。
我国特大城市功能集中，产业经济紧凑发展，人口规模

越来越大，解决好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成了我国城镇化健

康发展的核心问题。
城市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日趋现代化，人类

为了生活得更美好，集聚在现在城市中，开展各种物质交流

与社会活动，创新科学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当代大都市的

光彩璀璨夺目，市场繁荣。新材料、新结构和新设备的应

用，创造了 20 世纪特有的建筑形式，大部分也集中在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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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吴良镛院士：“21 世纪将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
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城市化发展速度空前，有些学者

认为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冒进式”的态势[13]，甚至是城市化

的大跃进[14]，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别在有些大城市周围缩

小趋势不明显，甚至还在扩大。
在新世纪里，全球化与多样化的矛盾更加尖锐。一方

面，产业转型、产品升级、金融集中、信息和交通网络化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化意识成为共同的取向；另一方面，

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城市不协调发展仍很突出。因此，吴良

镛院士认为，工业革命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取得

了骄人的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口爆炸、农田被吞

噬，空气、水和土地资源日渐退化，环境祸患正威胁人类[15]。
我国特大城市功能复杂、个性发展不够、产业开发重

复、创新能力不足，为此，特别需要加强城市的协调发发

展，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的创新功能，在城市成长过程中，明

显表现出如下一些负面影响：①城市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

性、系统性与地域性，往往在一个城市地区内职能过多，功

能集聚与个性发展过程中带来不协调性，影响到城市有机体

的正常发育和舒展；②城市区域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管理机

制不严格也影响到城市各部门、各团体、各企业之间的协调

发展，造成用地不集约、交通运输不畅，以及“城市病”日

益增加；③城市功能作用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性，这样又影

响到城市空间网络之间的功能结构有较大的差异性，使之城

市发展缺乏协调机制，造成城市成长过程中问题不断滋生，

影响到人与社会的和谐。

3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若干创新模式

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理性扩展都涉及一个区域范围，

有它的空间尺度，也有它的城乡发展问题。具有综合观点的

著作等身的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多次强

调过，“区域是一个整体，而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城市及

其依赖的区域是城乡规划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所以，真

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区域规划的第一不同要

素需要包括城市、村庄及永久农业地区，作为区域综合体的

组成部分[16]。只有建立一个经济文化多样化的区域框架才能

综合协调城乡发展。因此，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必须

从大的地区范围视角去思考，才能真正解决特大城市发展的

一些关键性问题。
3.1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要求工业城市走“去工业化”发展

路径

当前，我国许多特大城市都是综合发展的省会城市与工

业基础较好的经济枢纽城市，能耗高、耗水量大、空气与水

质污染较重，市区的洁净度及其生态环境质量较低。因此，

特大城市要实现协调发展，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实行产业

转型，走“去工业化”发展之路，实现低碳城市的转变，特

别要求重工业的转型。根据国内先进城市的经验方法，主要

采取三种路径：

3.1.1 盘活存量，促进原有产业的整合与升级

许多工业基础好的特大城市，都已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

群，如南京市解放后的 60 多年来已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四大

产业基地 （石油化工、机械电子、钢铁与建材工业），不仅

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而且根植性好，经济效益高。这是

多年积累下来的优势，这个“根”不能丢，否则生产性服务

经济、高新产业的成长都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我国

特大城市中，大部分原有工业基础强，效益好，但能耗、地

耗、水耗都比较高。因此，这些城市的产业升级，走低碳经

济之路，首先立足于各大城市产业集群式的整合和升级，建

立在“盘活”存量的基础上，让原有的产业也同时走上升级

的道路，逐步走轻型工业化道路。如我国的上海、大连与天

津的做法，具有先进性、推广性，对于逐渐形成的几大主导

产业集群，通过资本与制度政策的安排，吸引高端技术和高

端人才 （包括国外高管人才的引进），完成产业集群的升级。
3.1.2 引进资本与技术，推进特大城市工业园区高端化进程

全国有 56 个国家级的高技术工业园区，80%集中在我

国 60 个特大城市，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省级工业园区，吸

引外资最多，高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近几年

来，我们通过特大城市工业演进路径的研究表明：产业革命

是推动工业园区高端化的动力所在，能够把握新时代的产业

发展潮流而建立或调整的产业园区往往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

命下成为产业高地和增长引擎。例如：上海张江高技术园

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大连、青岛等城市，它们集中

紧凑布局工业项目，促进工厂园林化，集约用地，节约能

耗，使得特大城市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改善，促进特大城市理

性成长与协调发展。
3.1.3 特大城市的扩大与质量提高协调推进

由于特大城市的引力场强势，社会与经济效益高，城市

生活水平高、层次多、花样多、城市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大，

所以，特大城市每年都在扩展、蔓延，造成了一定的“城市

病”，与现代化城市发展水平有较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

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切忌相互攀比，盲目的做大做强。依据

我国的国情国力，适度建设特大城市，提升特大城市的生活

质量、建设质量、居住质量和环境质量，这才是真正符合我

国城市发展的健康之路。
3.2 城市功能适当“减负”与空间组织结构合理化的范式

由于我国特大城市区位优越，原有的经济基础设施、城

市设施齐备，大多数省会城市功能齐全，综合发展，既是大

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工业基地和交通运输的

枢纽城市。因此，我国的特大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人口规

模越来越大，建成区不断扩展，空间组织紊乱，造成无序蔓

延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特大城市的城市职能不适当的减负，综合功

能越来越多，势必造成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难以治愈，生

态环境问题难于解决，根本谈不上城市如何协调发展，如何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例如京津地区近几

年来，平均地下水严重超采，每年达 6 亿立方， （据地质矿

产部地质调查所资料），将会对本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近 10 多年来，我国一些城市政府对城市功能

采取了适当减负的措施，疏散中心城区的工厂、企业，疏散

中心城区的过密的人口。合理组织城市空间，功能分区明

显，对城市协调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例如北京，在 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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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的四大功能，国务院审批北京城市性质时，不提“北

京市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一重要职能，将市区西南的石化企

业、钢铁企业迁到河北省黄华沿海地区建新厂，北京市就减

少了 30 多万职工与家属，同时也对城市内延减负起重要作

用。现在的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位是：首都、国际性城市。城

市功能减负对于北京的协调发展，建设创新型国际城市产生

重要作用[17]。上海老城区，自浦东开发之后，最近 10 多年

来，也从浦西地区迁移 120 多万人，分布在浦东、闵行、加

定一带，使之上海的发展在交通、市容、市场、环境方面有

了很大的改善，有了新的起色，朝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了一

大步！

3.3 特大城市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创新模式

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

特别是原来自然地理条件与城市形态发展比较优越的一些城

市 （南京、武汉、重庆、西安、杭州、苏州、福州、大连、
青岛、深圳、济南、南宁、长沙等），城市发展空间有山有

水，湖光山色与河海相依，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会展现多

姿多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这些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核心区地处于网络化大都市的地

域空间之间，这是一种应当给予重视和总结的有限空间组织

的创新模式。在空间组织上，网络化、地域化、城乡一体化

的特大城市发展不仅继承了传统核心城市的合理发展模式

（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城区或称之为“CBD”的核心

区），提升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使之城市品味逐步升华；

而且在发展战略上，为了避免城市人口与产业过度集聚，改

善城市环境质量，积极围绕核心城区规划建设其他子母型组

团式的多层次副城，合理布局人口规模，强调构建面向城乡

区域、开放型、多次中心城区的城镇空间格局，有利于我国

特大城市的合理舒展，理性发展，健康的持续发展。
具体的思路，做法和掌握的尺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3.3.1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一：集中与分散

这是一种中尺度的具有近远期结合的协调性发展策略，

特大城市的建成区地块超过 250 平方公里或 300 平方公里以

上的超大城市，应根据城区的自然地势，山水布局与交通走

廊的条件，不仅建成区内功能分区适当做好地理分工， （商

业区、文教区、公园休闲区和一些轻型工业生产区、高新技

术集中区与公共事业集中区等），而且从长远的视角分析，

要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远发展目标，适当集中，有疏有散，

包括建设副城、新区、重点镇，建立统一的市政设施网络，

普及交通设施公交化、服务设施系统化以及城乡协作关系的

和谐化等等。有限空间组织优化关键在于建立每一个大都市

圈便捷的路网与主干道空间可达性，使之交通设施现代化、
公交化、市民化，当然，这种通达性应与区域、中心城市等

级体系相符合[18]。这里提出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协调好主城

与副城的关系，组织新型产业，新的科学创新园区，建设美

好的人居环境等，应综合考量城市空间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

及体制与制度的转型变革，要有利于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和现

代化的城市建设，也要有利于大城市所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

展和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3.3.2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二：整合与完善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还要从城市形态的演化过程中加以整

合与完善，从过去的粗放式发展转入集约化的有机模式，从

过去单要素、单中心转入复合式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模

式 （例城市交通多元化———地面上公共交通、私人汽车、地

下轨道交通与跨江隧道工程以及地面高架快速干线等，已进

入了多维空间的创新发展）；从过去盲目扩散的“摊大饼”
模式转入到集聚型的“蒸馒头”的聚合模式。这些新的创新

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精明增长”，通过整合与完善，

逐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发展之路。
南京建成区 598km2 的广大空间，过去比较分散、杂乱，

重工业区、化工区不断扩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经过最近

10 多年的整合完善，城市生长有很大的起色。一方面加强

主城区 （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市区与河西新区）的建设，另一

方面加大对三个新市区 （副城）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强主

城与副城的交通联系 （新建两个长江大桥、两个江底隧道和

高架公路） （图 2）。使之南京城区与江北新区、东山副城

与仙林新城的联系越来越方便了，是指新区、副城的市政设

施、公共汽车路网与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适度安排各大片

区的人口与产业，打造城乡结合的优美环境与区域板块，展

现在人们的面前是一部朝气勃勃的新城景象[19]。

图 2 南京大都市 “一城多镇” 的发展模式

Fig.2 Development Mode of "a City with a Few Towns"

of Nanjing

总之，我国特大城市空间整合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思

路，好的经验方法，特别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网络，其空间

整合战略的政策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于互补型城市网络，重

点是促进城市中心与副城区的专业分工，建设时序与重点。
城市功能、设施以及生活或商业环境并非在单一中心形成高

度集聚，而应适当分散在特大城市各个新区、边缘区，形成

规模、造就城市魅力。这样的整合就有利于全市域的交通组

织、市场组织、旅游景点的组织，构建整合城乡合理发展的

新型社会与创新模式。
3.3.3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三：管治与措施

城市空间管治的战略模式是从制度架构的角度建立地方

主体分工与合作的制度平台，加强每个城市之间、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合作平台，有利于每个大城市的有机结合，合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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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创新局面。同时，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也可以适

度扩大城市腹地范围，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 （例如安徽省

撤销巢湖市、扩大合肥、芜湖、滁州的市域范围，是一种有

效的行政措施，有利于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网

络化模式、网络化大城市的管治，应有一个比较完善又能执

行的严格措施，这样就有利于市民公共道德社会化的建立，

也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制度的合法化、普及化。由于

城市的发展涉及到城市腹地的大小，适当扩大腹地对城市协

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广大的空间。一般来说，城市腹地是一种

松散型的腹地，是研究区域空间均质性的适度协调的重要措

施[20]。
在现代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以生产、交通、商业、

文化教育、医疗、市场和休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中心、宜居

中心、信息交换与科技创新中心，所以复杂的城市有机体必

须要有一个严格公共合理化管制措施与执法部门，这样才能

保证现代化城市的各个要素相互配合，完善地运转与趋向公

众化。

4 结论与讨论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工业化

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

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功能集中，建成区发展迅速，人口规模

越来越大，产业经济紧凑发展，是城市化的核心基地。但各

地特大城市职能过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作用与地域之

间缺乏完整性，盲目扩展、相互攀比，水土资源流失与大量

占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

响。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的探究，对克服快速城市化过

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节省我国有限的水、土资源、
能源及其用地空间，保障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

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实现区域空间理性发展，具有十分重

大的战略和实践意义。
我国政府曾经明确提出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

展、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多次提出

大城市地区应走城乡一体化与和谐社会发展思路，其主要的

内容都涉及城市区域空间发展策略，基础设施整体发展策

略，城市用地空间集约发展的策略，基础设施整体发展策略

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策略。这些本质问题比较复杂，因素

多变，系统庞大，本文仅就我国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背景、
创新模式与关键要素开展初步探究，从区域发展策略角度，

提出整合的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的创新模式，从工业城市

“去工业化”、城市功能“减负”及有限城市空间组织优化提

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为特大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些关键性问

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本文研究的我国特大城市协调发展背

景、问题特征与创新模式，尚属于初步探索，如创新模式建

立的机制与策略措施及其城市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等等，还

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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