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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乡建设用地历来是土地利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城乡建设用地的发展与变化既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反映，也是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各种体制、文化、生活水平变化的综合体现。要客观地看待城乡
建设用地扩张的各种利弊关系及扩张过程中对区域土地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的影响，必须从宏观的区
域空间政策、区域土地资源的特点及承载力、城乡全覆盖土地的利用分类与空间分区等三个层次加强
城乡建设用地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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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言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回顾一、浙江省省情概述二、浙江城市化进程的
历史回顾三、城市人口构成演变四、城镇布局结构演变五、城市建设用地变化2. 城乡建设用地现状水
平评价及存在问题一、浙江省城镇体系现状与特点二、浙江省城镇建设用地现状及结构三、浙江省农
村建设用地现状四、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状况及比较3． 浙江省人口发展与空间分布趋势一、浙江省
人口发展变化及现状分析二、浙江省外来流动人口的构成与生活方式三、影响浙江省人口发展的因素
四、浙江省各类人口规模预测五、浙江省人口再分布指引4．城市发展与城市布局战略一、经济社会
与城市发展二、城市发展战略三、城市化水平及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四、城市空间布局五、城市
建设标准与用地发展目标5．城市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分析一、城市用地需求分析二、可供城市用地分
析三、供需矛盾与对策四、城市新增用地功能构成6. 开发区发展与城市用地布局一、全省开发区建设
现状二、全省开发区用地与城市用地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三、开发区发展与城市布局四、全省开发区
与工业园区的演变类型与发展方向五、开发区用地对策7．浙江省城市建设用地增量配置规划一、城
市建设用地分级引导二、分区建设用地建设水平引导与控制三、建设用地增量利用结构调整8．城市
与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分类分层调控规划一、省域中心城市建设用地规模⋯⋯9. 优化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与布局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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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社会各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
会；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
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社会。　　浙江省的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
、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
追求人文GDP、环保GDP，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则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由于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
剧，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发展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
。2004年浙江省人均GDP为2899美元（2005年达到3400美元），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
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重构社会结构，完
善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化解各类矛
盾和问题，应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社会形成合力，努力实现浙江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城市发展战略《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浙江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要求
是：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划
先行，有序推进，强化杭、甬、温等中心城市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中心镇，完善城镇
体系，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全面提高城市整体素质，增强城市要素集聚和经济辐射
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
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此，必须保持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
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根据这两个总体要求，确定有浙江特色的城镇发展战
略。　　一是强化中心城市主导的区域结构，引导培育都市区的形成。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实现
人口和产业向比较优越的区位，即向杭州湾两岸“V”字形区域、浙中盆地、温台沿海及一些块状经
济的中心区域集中。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加强相关产业集结和经济聚集，继续增强中心城市的区域中
心功能，明确其在区域城镇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二是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构筑网络型的经济新
通道。继续加强与上海的联系，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通过网络型的区域性交通通道构筑省域
新的经济通道。　　三是强化生态功能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保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区域生态格局是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迫切需要保护区域生态格局，控制工业“遍地开花”的局面，协调区域
内各地区之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集中力量，做强中心城市，对生态敏感区的山地城镇，必须严格控
制其发展规模。　　四是协调跨区域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整合提升区域优势资源。对于区域内优势资
源，必须打破行政界线等条条框框的束缚，整合起来，使其在整个区域内发挥最大功效，尤其是港口
资源、水资源及土地资源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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