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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未来
中国城市及郊区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首先，《中国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研究》在界定中国城市
郊区、提出城市郊区化概念的基础上，对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中国城市郊区
化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其次，《中国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研究》借助于竞标租金模型的机理，动态
地说明了城市郊区化的形成机理。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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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分析框架　　第二节　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征及阶段　　在研究城市
郊区化问题时，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显著差异，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的
城市郊区化”概念。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郊区边界的不确定性、诱导因素、动力机制、发展阶段与
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区别。下面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　　中外城市郊区化
都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出现改善居住条件、离心迁移的要求，而城市交通
改善、政府政策导向又拉动了这一过程。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中国城市郊区化具有自己的特
色，主要表现为：被动性，基础差，双向性，步伐快。　　（一）被动性　　郊区化在西方是一个自
发的过程，而在我国主要是在政府的强制推动下，有组织的、被动的过程和行为。　　首先，发展空
间的设定。我国郊区化的发展空问、路径都由政府设定，如城市中心的区居民往哪里迁，企业往哪里
迁，迁移的规模和时问都有严格的限定。在空问迁移的过程中，迁移主体本身很难作出自由的选择。
　　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抽样调查显示，1995-2000年上海市迁居人口的迁移原因主要包括拆
迁搬家、随迁家属、学习培训、务工经商、婚姻迁入等，各种迁居原因的迁居人口所占比例如图2.1所
示。在各种迁移原因中，拆迁搬家是上海市在此期间最主要的迁移原因，并且由于拆迁所带来的随迁
家属也占有相当部分的比重。而拆迁地段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城区，拆迁出去的居民很大一部分迁
往城市边缘区及近郊区，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市内人口迁移已经逐渐活跃起来，并且郊迁在市内人
口迁移中占有重要地位，造成上海市人口大规模郊迁的一大原因是拆迁搬家。这主要是由于上海市旧
区改造促使居民的被动式郊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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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初中读物。废话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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