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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城市化之路：城市化率不必太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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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时期。５０年来，全国城市人口的

比例已从１０％提高到４１．８％（２００４年统计），然而城市化的道路还未走过一半。对于今后城

市发展的估计有种种研究、预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历史、文

化等情况，走自己的城市化之路。 

    

      一是城市化率不必太高，也不能太高，达到６０％多一点，大体就可以了。 

    

    据全国城市化率统计，近十几年一般年增长都在ｌ％左右。由于受就业情况限制，许多城市目前不

能放开户口管制。农民进城打工对城乡都有利，是中国城市化的一大创举，但全搬进城，过快、过多地

提高城市化率，将带来就业困难、各种设施跟不上等问题。 

    

    现在看来，全国城市化率保持年增长ｌ％就可以了，至２０２０年达６０％多一点。同时在控制总

人口１６亿人时，保留一部分(５—６亿)农民，从事基本农田和林牧业以及就地加工农、林、牧产品，

无论从生产和生活来看还是适宜的。 

    

      二是对中国的城市化要有全民的观点，农业和农村的提高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城市化不应只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当包括农业和农村生活水平应和城市

相当，这才是广义的城市化。 

    

    现在，欧洲、北美、日本都已经实现了农村生活并不比城市差，农业人口已不愿意进城，城乡均衡

发展，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而中国情况不同，工业化尚处于中期阶段，农业劳动力有余，需要转入生产、生活效率都比较高的

城市中来，农民进城的城市化尚处于初始阶段。城市带动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差

距扩大，所以必须城乡兼顾、协调发展，共创健康、文明、全民意义上的城市化，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化

的重要特色。 

    

      三是城市化要面向未来，也要尊重自己的历史。 

    

    城市和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积累的过程。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罗马就能看到它的

不同阶段的建设成果。作为历史的城市，总是要规划未来，使城市生活不断适应未来的需要，必然既要

有新陈代谢，又要留下历史的“记忆”。 

    

    中国城市的历史悠久，积累了前人留下的大量的物质财富和聪明智慧。中国从夏商时代就有城市的

发展，《礼记》等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城市建设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如管子的规划原理，和“天人合

一”、“象天法地”、“辨方正位”等基本理念，以及体现这些理论的历史上的长安、北京、苏州、南

京等众多的实例，形成了中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少城市已经重视城市遗产的保护，甚至积极重修一些历史建



筑，但还是要防止急功近利、忽视历史文化保护的倾向。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盲目追求西化、割断历

史，恐怕就谈不上有文化的、宜人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作者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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