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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背景篇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4年7月发布

的《世界城镇化展望》（2014年更新版）中

描述：当今世界一半多的人口，相当于39亿

人居住在城镇地区，到2050年，城镇人口将

再增加25亿，而且绝大部分增加的人口将集

中在亚洲与非洲。尽管这一些地区的城镇化

率较低，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这里仍然是

世界城镇人口最多的地区，超过一半的世界

城市人口将居住在亚洲。这些地区的国家城

镇人口在住房、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就

业、教育和医疗需求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化率2013年

达到了53.73%，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

期，未来数十年仍是中国城乡剧烈变动的时

期。城镇发展所面临的诸如人口膨胀、资源

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迫切需要不断探寻

健康、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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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并指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

化融合的道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走集约、智能、

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型城镇

化的目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差距缩小两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

口在城镇落户。同时也指出了城镇化目标在于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

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等几个方面的要求。

我国城镇化自身也存在着各地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城镇结构不均

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城

镇化与公共服务不协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城镇化带来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城市

面临的风险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也指出核心的

几个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

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

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体制机

我国城镇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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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当前，新兴的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层出不

穷。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解决城镇化发展的技术难题，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基础

设施建设、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促进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对城市运行和管理的数

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1.1  城镇发展的成就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

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选择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对全人类最具影响

的两件大事，一个是美国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党的十六

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

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底，城镇人口比

重达到51.27%，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越农村人口。据2013年《投资蓝皮书》预

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届时居

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将减少

1/3以上，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中国的城镇化，将在全球经济发

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1.1  城镇化快速推进

我国现代城镇化进程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后，进入21世纪后，步入快速发展阶

段。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世界城镇化历史200多年走

过的道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具体如图1-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