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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针对传统城镇化所造成的管理水平滞后、二元结构明

显、城乡矛盾尖锐、环境条件恶化等弊端，顺应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要求，依照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指引，党的十六届

五中全会首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新型城镇化作为 “新四

化”的主要内容提出。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新型城镇化的

内涵体系、指导思想与建设路径予以明确。党的十八大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和总体部署，明确提出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要求。

相较于注重空间体系的传统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

更为关注人的城镇化，以农民的市民化为本质要求，强调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

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力求通过促进城乡基础设

施一体化配置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 “新四化”建设，实现人与环境的协调互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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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共荣，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辅相成、共同

进步。

总体来说，新型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遵循城

乡统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地

因时制宜的原则 （“一个统领，五个重点”的原则）。在此

基础上，新型城镇化力求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四化”协调互动，促进人口、经济、资源、

环境共存共荣，打造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

新城镇格局，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城乡公共服

务协调发展，进而推动 “经济现代化”与 “人的全面发

展”建设目标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秉承科学、合理、全面、协调

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观，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程

中引入适宜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体系作为其发展依托的

文化支撑。文化的本意指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

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等。本书所讲的文化支撑体

系，是指与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发展理念与

发展观，并在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观的指导下所形成的精

神指引体系、制度规范体系与物质标识体系。这三个方面

共同搭建起新型城镇化赖以存在、发展的系统协调与联动

支撑体系。通过从精神指引、制度规范与物质标识三个方

面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价值标准与道德内核，促进新型城镇

化从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获得切实提升，实现本质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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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文化支撑体系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德

标准与理念基石，对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至关重要。新

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观作为

其精神指引、制度规范与物质标识，为新型城镇化的具体

建设提供导引与依据；而发展理念与发展观的丰富与发展

同样也完善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义，为新型城镇化的继

续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

在全国全面开启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新型城

镇化之际，成都市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同时，进一步探索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道路。通过近几年

的努力，成都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上，逐步克

服和调整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结合地区实际，

形成以 “三个集中”、农村 “四大基础工程”和城乡 “六

个一体化”等为核心的具体做法，打造具有成都特色的新

型城镇化。近年来，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

就。来自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成

都市３４个重点镇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７６亿元，同比增

长５．１２％；城镇常住人口９８．２６万人，同比增长２．２１％；

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６７．３２％，比上年提高２．１个百分

点 （资料来源：《成都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率的显著提高，要求我们在注重新

型城镇化显性测度指标的基础上，更要关注新型城镇化的

内在发展质量，这也成为制约成都市新型城镇化持续深入

发展的瓶颈。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需要以新的发

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文化支撑体系建设研究

展思想与价值理念为指引，构建起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

推进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文化支撑体系。一方

面，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需要文化支撑为其提供先进

的思想指导、良好的规范保证与清晰的标识基础；另一方

面，文化支撑也从精神指引、制度规范与物质标识三个方

面为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生产力、创造

力、凝聚力与沟通力。因此，要通过构建成都市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进一步明晰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理念与指导思想，为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

入推进提供文化支撑与价值指引，促进成都市新型城镇化

的稳步推进与持续发展。

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就要发挥文化支撑体

系的指引、规范与标识作用，这需要通过具体领域的建设

实践来加以落实。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

的 “新提法”，针对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

本课题组分别从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建设三个

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提出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文化支撑体系建设落实到具体领域的对策建议。

因而，本课题组在明确新型城镇化对文化支撑的迫切

需求以及文化支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的基础

上，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推进领域与成都市的具体建

设实践出发，分别从城镇化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新型

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结构、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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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支撑体系建设框架、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

体系建设的历史文化基础、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

支撑体系建设实践与经验总结和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文化支撑体系建设对策建议六个方面完成了本研究。

首先，在分析国内外及成都市城镇化历史演进与经验

积累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传统城镇化阶段与新型城镇化阶

段文化基础的差异，明晰文化支撑对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

义，并通过进一步分析传统城镇化文化支撑体系的局限，

得出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其次，在对新型城镇化的文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内涵，并依据文化

的经典分类，从精神指引、制度规范与物质标识三个方面

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维度与结构，进而明确新

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构建目标与原则。

第三，结合成都市实际，提出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对成都市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内容、维度与路径进行分

析，结合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目

标，进一步推导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

设的思路与重点。

第四，从成都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及

城镇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推导成都市地域文明的演进及历

史文化的构成与特征，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与生

态环境方面总结成都城乡文化的建设环境，从而得出成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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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的历史文化基础。

第五，结合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落实

到具体的建设领域，从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建

设三个方面切实总结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

系建设实践与相关经验。

最后，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针

对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宏观环境与发展目标，从经济

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切实提出成都市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本书力求在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历史演进的基础上，

总结城镇化发展的现实规律，提炼城镇化发展所依赖的文

化支撑，进而通过比较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差异，

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要求与内涵要义，结合成都地

区的具体实际，构建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

系，并据此提出建设领域的具体对策建议，为成都市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与全面进步建言献策。本书的总体

思路框架如图１所示。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主编与副主编分工负责，通力

协作。其中，第一章由吴耀宏教授与彭峰博士负责，第二

章由彭峰博士负责，第三章由吴耀宏教授与彭峰博士负

责，第四、五章由罗明研究员、胡越英副研究员、孙艳副

研究员负责，第六章由吴耀宏教授与彭峰博士负责。主编

吴耀宏教授与罗明研究员总纂定稿，彭峰博士负责编排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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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书思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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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成都市社

会科学院的许多老师与研究生的帮助，他们在课题研究和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劳动：卓文婷、王

杉、殷佳忆参与了 “城镇化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吴九思、王杉、李蕙君、李杨露参与了 “新型城镇化的文

化支撑体系结构”的研究，吴九思、董少军、李蕙君、保

佩汝、李杨露参与了 “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

体系建设框架”的研究，吴九思、董少军、保佩汝参与了

“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实践与经验

总结”和 “成都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对

策建议”的研究；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斌副教授在课

题研究和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对课题整体研究思路和本书

的框架设计提供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和具有创新性的观

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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郳鄐郥郰郳郬帻嗄鄁郿第一章第一章

　城镇化与文化的
互动关系研究

第一节　国内外城镇化的历史演进

城镇化在发达国家称为城市化，它是各个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每个国家的共同现象。世界城市化

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其推进的方式合理与否，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

展有着重大影响。

一、国外城市化的历史演进

要梳理城市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首先要了解城市化的

定义。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人口学、人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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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

科，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来定义，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

代表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某个方面。总的来说，城市化有三

个转移过程：①从空间上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的过程；②从行为上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的

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向城市转变的过程；③从结构上来

说，城市化就是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世界

上最早开始城市化的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典型的城市化国家

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英国的城市化始于１１至１２世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的情

况。① 这段时期迁移的主要人群是农村中较穷的一批农

民，他们在农村中生存困难，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开始长距

离迁移。１５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开始。虽然圈地运动使

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但是圈地运动并没有使英国

的城市化得到迅速发展。丧失了土地意味着丧失了收入来

源，农民不得不从农村走出来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他

们并没能定居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解放出来

的农民成为新的自由流动人口，作为农业工人受雇于资本

家、农场主，成为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

１６至１７世纪，英国出现了第二次农民向城市快速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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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① 这一时期迁移的主体是商人、工匠和年轻的妇

女。这一时期，城市中的第二、三产业得到发展，这些人

失去土地后需要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和获得更丰富的生活

资料，于是开始向城市转移。这次转移相对于第一次转移

来说距离更短。１８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了第一次工业

革命，是第一个进行真正意义上城市化的国家，可以说工

业革命正式启动了英国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使英国经

济迅速发展，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由

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从

１５２０年的８０％下降到１８０１年的５０％，城市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比例从２０％跃升为５１％，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到

１９世纪中叶，英国基本形成了铁路运输网，为郊区城市

化提供了交通条件。汽车、汽船、火车等把英国的内陆城

市和沿海城市连成一片，大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人口

的流动。１９世纪末，英国出现了郊区城市化趋势，表现

为大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地区外移。伦敦外围市郊人数由

１８６１年的４１．４万人增长至１９０１年的２０４．５万人。

英国１５世纪的城市化主要是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辟

所带来的世界贸易的发展而发展的。英国正处于新航路大

西洋航线的中心位置，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羊毛出

口。毛纺织业十分繁荣，养殖业成为收益十分丰厚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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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此，新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

强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把这些土地圈占起来成为私

有的大牧场、大农场。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发展潮流推引

下，英国的城市化得到了发展。但是，英国城市化真正的

起飞阶段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１７、１８世纪，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随

着市场扩大，工业革命开始出现，这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

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城市化成为一种

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体

现，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适应。

美国的城市化始于１９世纪，完成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到１９２０年，美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５１．２％，标志

着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如今，美国城市人口比例

超过８０％。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与工业革命的进程紧

密联系的，主要受世界上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

响。美国的城市化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东部向西部移

民、城市向乡村移民、城市郊区化和阳光地带城市化。第

一阶段城市化受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东北

部海岸城市很快实现了区域城市化。由于火车等交通工具

的发明，农民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脚步更快了；并且由于农

业技术的机械化程度提高，空闲出了更多的人。这些剩余

的劳动力去西部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其中一部分留在了

城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一股力量。第二阶段城市化是

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到２０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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