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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理念对指导新常态下中国及广西城

镇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坚持走中国及广西特色城镇化

道路，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信息化

互为支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化

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经济结构的

调整与转型，城镇化是重点之一，也是重要途径，要把

生态文明观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

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本书在对中国城镇化及其政策演变回顾以及国内发

达地区城镇化经验教训总结基础上，分析了广西３０年

来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现状及演变趋

势———即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演变在一定程度

上符合了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特征且就目前总体态势

而言正处于ＥＫＣ趋向明显改善的位置，并进一步归纳

总结出广西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资源环境生态问

题。本书研究采用了ＧＩＳ方法、灯光指数ＣＮＬＩ方法、

层次分析法、历史对比分析方法、相关性分析、情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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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等主要技术方法，完成了相关资料与数据的收集，走访了广西重点城市、

县、乡镇、城镇和农村社区，召开座谈会，对政府官员及专家、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等展开问卷调查与访谈。本书还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经验与教训，

设置情景分析广西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资源环境生态问题，

提出城镇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防范与应对重大环境与生态风

险、减少不利环境影响、保障有利于环境的对策建议及基于生态文明的导向

与约束，优化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为全国实现城镇化多元发展

提供经验和示范。

本书共分９章，由曾广庆、何佳、叶凡、步秀芹等编著。各章作者如下，

第１章　绪论，曾广庆、包存宽；第２章　中国城镇化及其政策演变分析，

何佳、周芳、冯庆；第３章　广西城镇化进程回顾与特征分析，步秀芹、何

佳、何超超；第４章　广西城镇化战略分析，于嵘、叶凡、欧阳丽、郭诗琪、

廖洁；第５章　广西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庞少静、于嵘、步秀芹、

张浩；第６章　广西城镇化中公众所关注的环境问题———基于问卷调查和环

境污染事件统计分析，韩彪、魏艳红、郑广林、黄世友；第７章　广西城镇

化发展情景构建与环境影响分析，叶凡、周芳、张浩、何超超、李世勇；第

８章　生态文明引导和约束下的广西城镇化发展，何佳、包存宽、毛惠萍、

廖洁；第９章　生态文明引导下广西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环保对策建议，何佳、

曾广庆、叶凡、步秀芹、包存宽。

广西城镇化进程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城镇化道路也还有许多

研究工作要做，作者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了解广西城镇化面临的

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为学者、管理者及社会各界了解广西城镇化现状和开展

城镇化相关研究、管理、实践探索提供参考，为政府部门进行城镇化相关政

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书主要数据以２０１２年为基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错

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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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作为拥有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与发展方面的挑战。高速的经

济发展与城镇化在带来累累硕果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恶化、生态

破坏和资源匮乏。许多大中城市和乡镇都面临着空气、水、垃圾、噪声等

污染，以及土地质量下降、自然资源退化、食品安全等问题，这些将严重

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当前，“要把生态文明观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

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这是基于我国环境资源禀赋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在城镇化领

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

国城镇化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及早介入新型城镇化进

程，才能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未来的环境压力和挑战，从而促进我国城镇

化由速度、规模优先向质量、效益全面转型，探索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发

展导向的城镇化新道路。

城镇化在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隐患和问

题，唯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论主导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

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不计成本地盲目追

求大城市扩张带来的 “城市病”积重难返。以拉美为例，一方面，在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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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中，城镇的贡献率大约是５０％；另一方面，“过度城镇化”不

可避免地导致该地区出现诸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两极分化、贫困发生率

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紧张与贫民窟问题突出、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足等

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带

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世界罕见。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化，大致分别经历了１００年、６０年和６５年，实现了从２０％到５０％的跨

越，而中国则仅花了３０年；德国从３６％左右水平提高到５０％用了２９年，

而中国则仅仅用了１１年。中国快速城镇化带来突出的资源、环境与生态

问题：我国城镇化每增１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能源合４９４０万吨标准煤；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平均需多消耗钢材６４５万

吨，水泥２１９０万吨。从１９９９年起，我国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就超过了

工业废水，生活源的ＣＯＤ、氨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成为水体

的主要污染源。城镇化加速阶段一般与工业化中期相对应。这一阶段的显

著特征是国内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住房和汽车需求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建

设速度加快，一般都会对资源环境造成较大冲击，也会给环境管理带来较

大困难。当前，我国多个城市群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大部分城市

水资源短缺，流经城市的河流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围城现象日趋严

重，均与城镇化的迅猛发展有关。

回顾广西城镇化历程，１９５３—２０１２年历年广西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

水平１０个左右百分点，且明显呈现土地城镇化的现象。特别是北海市、

防城港市、钦州市，城市人口分别为３４．３０、１５．５８、２２．７４万人，用地规

模分别为５７．８０、３０．０４、６４．２９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１平方公

里／万人的指标要求。广西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具有地

区特性。

（１）资源方面：土地资源，俗称 “八山一水一分田”，城镇建设用地

效率低下；水资源，总体上丰富，但区域与季节性分布不均，且位于珠江

流域上游，并涉及区域间水资源配置等问题；化石能源资源匮乏，水能资

源丰富但分布不均；生物资源丰富，但保护压力大；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

丰富，但存在过度开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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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环境问题：由历年环境质量报告中数据表明，整体情况较好，但

局部、个别环境问题突出，如酸雨、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土壤，一些城

市的环境空气如柳州、河池、南宁，环境污染事件呈频繁趋势。

（３）生态方面：生态敏感度高，如喀斯特地貌、石漠化、水土流失、

植被退化、近岸海域生态压力。

为了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工作，广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与文

件，如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西壮族

自治区城镇化发展 “十二五”规划》、区委区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

镇化跨越发展的决定》 （桂发 〔２０１０〕３３号）及２０个配套文件等，如何

在生态文明指导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无论是全国还是广西都有很长的

路要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了解广西城镇

化建设现状，识别其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和相互作用机制，为广

西新型城镇化发展献策献言是本书的研究由来。

１．２　全书内容与研究框架

本书在对中国城镇化及其政策演变回顾基础上，分析了广西３０年

来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现状及演变趋势。研究采用了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灯光指数ＣＮＬＩ（综合灯光指数）方法、层次分

析法、历史对比分析方法、相关性分析、情景分析法等主要技术方法，

完成了相关资料与数据的收集，走访了重点城市、县、乡镇、村，召开

座谈会，对政府官员及专家、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展开问卷调查与访

谈。借鉴国内外对应城镇化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经验与教训，设置情景分

析广西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提出城镇化

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防范与应对重大资源环境风险、减少

不利环境影响、保障有利于环境的对策建议及基于生态文明的导向与约

束，优化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为全国实现城镇化多元发展

提供经验和示范。

研究框架见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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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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