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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遭遇“城市病” 

  出处:中新网 记者 周群 林艳华    

 

  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去十年中国

城市以年均百分之十的速度扩张。一九七八年到二零零四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百分之十七点九提

高到百分之四十一点八，城市人口由一点七亿增加到五点四亿。到本世纪中叶，为了支撑中国实现

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中国将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发

达国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市化过程。  

 

  在此间举行的“二00五’城市可持续发展南宁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成为热门话题。  

 

  在充分肯定中国城市化成果的同时，专家们也坦陈：非自然集聚、未经充分竞争的中国城市

化，凸显出众多人为因素，遭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西方后工业时代“城市病”

有很大差异。  

 

  中国总共有六百六十一个大、中、小城市，其中有一百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

城市；国家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于是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变成了“跑部要城市人

口规模指标”；一些城市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盲目对文脉之本、风貌特色的老城区进行成

片改造；大广场、宽马路、豪华办公楼、欧化建筑席卷全国。地方政府把城市“做大作强”的冲动

与中央实施的控制冲突凸显。  

 

  与此同时，翻开中国各城市以往的规划文件与实际发展状况相对照，不难发现，突破“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用地指标现象十分普遍和突出。“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在不少城市不足为奇，

于是出现了规划赶不上变化的尴尬。有专家惊呼：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将是

难以弥补的！  

 

  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把中国城市化过程遭遇的种种失衡、无序现象归结为几个方面：搞劳

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

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  

 

  城市化发展不当，势必导致三方面的损失：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商务成本上

升进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  

 

  有专家算了一笔帐：一九九六年至二00三年中国耕地减少一亿亩，其中建设占地二千二百四十

万亩。到二0三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根据中国的粮食需求和目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强度计

算，到二0三0年建设占用耕地的极限是一点五亿亩，而城市化需要占地四亿亩！当前的城市化方式

将在中国无法持续。  

 

  有专家担心，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建设，要把现代的账单甩给后代去付。  

 

  如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不能回避的严峻挑战。中国建设部副

部长刘志峰表示，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亦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单纯走西方道路，城市分散、汽车化、郊区化、摩天大楼等城市化模式

不仅自身矛盾重重，中国也学不起。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一·五”期间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做出了选择，明确提出了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  

 

  有专家指出，中国必须学会让市场的力量来调节城市规模，长期以来形成的在城市化方面严重

排斥和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如规划城市规模、左右人口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向等，必须改

变。同时，必须建立起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

全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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