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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市功鶬定傧与其人Ｐ執棋

饷拄聆琪轮芴实轶里考
■ 胡晓 陆杰华

ｇ

2 0世纪 9 0年代中期以来 , 我国开 别是城市规划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议题 ,的人口规模调控问题 , 不能仅仅局限于

曰 始经历快速 的城镇化过程
,
至 认为城市功能定位是在对城市自身优劣 人口问题本身 , 需要对更深层次的与城

2 0 1 1 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 5 0％ , 实现了势 、 区位条件、 外部环境等深入分析的 市功能定位相关的大城市发展模式 、 城

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这
一

历史 基础上 , 通过确定城市在区域当 中的区乡
一体化制度创新进行思考。

性跨越
,
标志着我 国开始进人以城市 位

,
使城市在区域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 中

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
最新统计数据 置 ,

获得更大城市竞争力的过程 。 城市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千重大 问题的决

显示 ,
2 0 1 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空间定位 , 从城市地理学特别是城市规 定 》 明确提出 ,

要坚持走 中 国特色新

5 4 ． 7 7％
。 不过 , 不容忽视的是 , 伴随快 划学的角度上来看 , 是希望在对城市自 型城镇化道路 ,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速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
许多大城市普遍 身优劣势 、

区位条件 、 外部环境等深入 化 ,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面临
一个不容囬避的现实瓶颈 ：

“

城市 分析的基础上
,
通过确定城市在区域当 展 、 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 促进城镇化

病
”

。

“

城市病
”

的产生与人 口规模的 中的区位 ,
使城市在区域中占据一个独 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 优化城市空间

过快聚集密切相关 , 而城市发展的功能 特的位置 ,
获得更大城市竞争力的过 结构和管理格局 ,

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

定位及城市规划不合理却是造成大城市 程
。 因此 ,

城市功能定位是作为城市与 力 ,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 。 这既表

严峻人口 问题的
一

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区域规划的出发点与落足点 , 并从城市 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将快速推进 , 同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经营与管理的视角下现代城市主体提供 时也为进
一

步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策参考 。
此外 ,

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机制的相关问题指明了方向 。 缓解城市

Ｂ月确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
下来看 ,

城市空间定位更多地是对于城 病
,
并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问题

,
长远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而大城 市空间结构的研究 , 探讨社会空间分异 和基本的出路还在于解决人口的空间结

市的发展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 的模式与社会过程。 鉴于如此
,
在把握 构 、 资源分布问题

,
积极推动产业发展

响
, 近年来主要由人口规模膨胀所导致的 城市空间定位的内涵上 ,

我们需要将城
“

以业控人
”

, 实现并完善城市功能定
“

城市病
”

问题制约着我国诸多大城市的 市地理学的空间形态规划与城市＿会学 位 ； 同时努力推动城 乡
一

体化发展 , 充

健康持续发展 。 2 0 1辟 7月底
,
国务院印 的空间社会意义结合起来 ,

建立理解与 分发挥中小城市 、 郊区城镇的舒解容纳

发 《关于进
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实践的交互界面。作用 , 并进一步带动中小城市、 郊区城

见》
, 调整户 口迁移政策 , 创新人 口管城市人口规模既是城市功能定位的 镇的繁荣 , 这不仅是缓解城市问题实现

理 , 统
一

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 促进有能力 主导因素之
一

, 同时又关系着城市功能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 , 更是解决三农

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 定位的实现。

一

些学者提出从通过改变 问题的路径。

现市民化 ,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爿ｇ务常 城市空间结构来为大城市减载 ’ 而不只 、

口全覆盖 , 其中 ,
ｍｍ 就特别强 是简单地调控大城市人口纖 ,

为我国

＂

Ｆ
—

调了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 改 大城市的城市空间定位及其人口规模调通过上述对于城市功能定位及其人

进城区人口 5 0 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 ,
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4 此外 , 通过对于城口规模调控的讨论 ’ 合理的城市功能定

策
,
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因此 , 如何 市人口规模调控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规 位及其实现对于缓解城市病 、 解决大城

进行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 , 成为了政府 模调控的以往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 大城 市人口膨胀问题密切相关。 城市功能定

和学术界讨论的
一

大热门话题。市人口规模的膨胀旣是我国工业化 、 城 位不仅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 、 居住分布

镇化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 同的城市规划 , 同时影响着城市的资源配

城市 能定位ｆｌ依！论 鉴 时也与我国长期以来纖乡二元结构 、 置
。
减少麵化大肺的某些肺功能

户籍制度壁垒这些更大框架内的经济 、 是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约束条件。

城市功能定位是城市地理学 , 特 政治制度息息相关 。 因此 , 讨论大城市 长期以来 , 我国的优质资源不断向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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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特别是向特大城市配给 ,

这些大城 景 、 资源裏赋 ． 产业基础 ． 国家政策导 功能 , 使小城镇发展？ｆｅ出单纯 ］
Ｓ向聚集

市往往集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等 多种 向等 , 准确判断 自身软硬环境的优劣势 当地农民 、 聚集农村产业的思■路
,
使之

功能于
一身 , 这种聚集经济保证了这些 大小

,
着力发展 自 己具备优势和特色的 成为全域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 , 与中心

大城市的发展优势 ,
但这种依据等级配 城市功能 , 科学确定城市功能定位 , 规 城地区的高端产业联为

一

体 , 缓解中心

置的城市资源也造成了 中小城市 、 郊区 划先行并严格执行。城地区的压力 。

城镇的滞后发展与较低的区域竞争力 ,二是合理布 局公共服务设施 , 缓解四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样拉力与推力共同导致了大量人 口涌 大城市 中心城区人 口压力 。 根据大城市 建设 ,
弱化大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

入大城市的高度 自 发性与难以抗拒性 。
特定的城市空间结构 , 积极 引导 中心城 吸引作用 ,

推进 中小城市的健康发展 。

此外 , 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又使得人 口密 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疏散 , 发挥公共投 努力促使大城市郊区与中小城市更多地

集效应被放大 ,

一

个突 出的例子是北京资导 向性作用 , 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拥有与 中 心城地区 同等优质的义 务 教

的单中心格局 , 修建环路使中心城区承 整 。 大力推动教育 、
医院 、

商业
、 物流 育 、 公共卫生 、 科技推广和社区工作等

载了过多的城市功能
,
与此同时城市郊 和公交场站等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郊区 基本公共服务 。

区中不断 出现的超大规模的
“

住宅城
＂ 转移和延伸 ,

促进城市功能 、 产业和人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实现以产

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 。口向外疏散 , 在更大范 围引导人 口合理 业调控人 口规模 。 通过经济政策调控经

因 此 , 从合理的城市功能定位 出分布 , 缓解中心城区人 口压力 。 同时加 济发展结构和规模 , 而经济发展结构和

发 , 下
一

步大城市人 口规模调控及其城 强城市群建设 , 疏散中心城区功能 , 改 规模直接决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 进

市化发展的政策思路应该从两方面入变集区域多种中心为
一

体的模式 , 缓解 而决定就业岗位与就业人口
。 在促进产

手 ,

一

方面要以城市功能定位的理念指 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人口拥挤状况。业结构升级发展的同时 , 也要处理好人

导城市规划 , 调节城市的空间结构、 城三是改变大城市地区遍地开花的产口与社会 、 经济的协调发展。

市功能与人口分布
,
从实现优化的可持 业发展方式 , 实行分区发展 , 推动郊区六是坚持城乡

一

体化制度创新 , 促

续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为大城市减载 ；
城镇与新城的发展 。 在空间结构和景观 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 不仅

另
一

方面就是要调整城市的资源配置 ,形态上 , 更加明确地划定城市增长的边 要注意城乡户籍、 就业 、 保障和服务等

加快推进我国 中小城市 、 城市郊区城镇界 , 进
一

步区分城乡分工 , 实行
“

严 各项制度的单向突破 , 同时也要侧重于

化与产业化的发展 , 不断缩小我 国 区格控制中心建设、 努力保护 乡村景观 、解决各项制度之间的配套与衔接问题 ,

域、 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 为此 , 我 重点发展郊区城镇
”

的空间战略 。 控制 探索现行户籍制度下让户籍农业人口全

们从操作性的角度给出 以下几点思路 ：中心城地区建设规模 , 发挥 乡村和农业 面进入城市社会服务体系的制度突破 。

—

是规划 先行 , 明确城市功 能 定 作为限制中心城和新城向外蔓延的界定 同时努力推动农村产业的充分发展与 乡

位
, 并严格加 以执行 。 每个城市在发展 作用 , 为城市提供宜居 、 休闲 、 文化和 村生活质量的提高 , 缩小城乡在产业发

过程中应该有其基本的城市功能定位 ,安全等各类载体作用 ,
把新城和小城镇 展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

？

并且城市功能定位会随着城市资源禀 作为发展产业 、 增加就业 、 疏解居住和 (作者工作单位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赋 、 区位条件 、 历史文化和产业发展而 提供服务的主要空间 , 同时调整小城镇【责任编辑 ：王勇 】

不断调整 ’ 这些在每个城市的总体规划

中均有体现 。 但在实际操作 中 , 由于历－

．

：

：

史願 、 市场机制以及政府考核机制等衡顯疆艰誠醫
因素使得城市在行政功能的基础上过＊｜ ．ｗ

—

＾｜

追求经济规模 , 各级政府的城市发展思／
Ｉ？ ＂

－ｔｆ
想普遍存在

“

求 大
”

、

“

做大
”

的倾｜ｍ

向 , 导致城市功能定位无法有效地发挥ｍ

ｇ
ｗｆ 添 1

ＴｓＭｌ

调控城市人口纖的細 , 城市产业实

际发展与城市功能定位不匹配 , 导致城

市产业发展方向綱 , 缺乏城市特色 ,

使得本可以通过城市功能定位来调控人
．

識為
口规模的机理在现实中失效 。 Ｈ此 , 政安徽省 阜 阳市 频州 区以

“

弘扬婚育新 风 , 关爱弱 势群体
”

府需要在宏观层面把握城市发展方向
,为 主体 ,

积极开展 形式 多 样的世界人口 日 宣传服务活 动 。

根据城市的历史基础 、
区位 、 宏观背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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