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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在京举行

比较中拉城镇化经验 实现社会公平发展

记者 林跃勤 实习记者 白 乐

2013-10-14 18:13: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4日 

   

  10月11—12日，第二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城镇化：公平正义与社会政策——来自中国拉美国际经验的比较”在京举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以及来自中国、巴西、阿

根廷、智利等多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者从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

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高翔在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和拉美地区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有着相似的历史和发展经历。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变革，不

但推动和促进了本地区的繁荣和进步，而且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

力。作为现代化重要内容的城镇化，是中拉地区、国家和人民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

展，需要从世界城市整体发展史视野出发，多学科多视角考察中国拉美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在当今国际社会经济环境深刻

变化的背景下，中拉的合作从未如此紧密。对同属第三世界的中拉国家和地区而言，城镇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城镇化过程

中，应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均衡化。 

  中国未来10年城镇化仍将快速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守英表示，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如土

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发展过于依赖土地征用和土地出让，“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等。未来10—20年，

中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期，城镇化是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也将处于能否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表示，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规模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比例失

调。一方面，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一些超大型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减少，中西

部一些小城市（镇）甚至出现相对衰退迹象，城镇体系中缺乏中小城市的有力支撑。这使中国城镇人口规模结构可能有从正常的

“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转变的危险。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图罗·维杰瓦尼介绍了拉美国家城镇化的状况，并对当前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一些

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基本实现了城镇化。目前，这些国家主要问题不是如何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而是如何

提高市民就业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以及减少贫民窟等‘城市内部’问题。” 

  解决矛盾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城镇化不仅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一大课题，更是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现实问题。深入研讨中拉城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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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对于促进相关学术交流及为各国提供合理的城镇化政策建议意义重大。 

  郑秉文提出，丰富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是今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趋向。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公平正义

及社会政策的配合协调问题，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所以，城镇化进程中，贯穿始终的，就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的选择

和贯彻。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马科斯以巴西为例，分析了拉美目前城镇化中存在的社会不公问题。他说，巴西早在20世

纪8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进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然而，高城镇化率的背后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贫民

窟”和边缘化城市群集聚、城市交通过度拥堵、地方性暴力等隐性问题。马科斯认为，反思这些问题所折射出的现实矛盾，对于

促进社会不同阶层平等、有效地享有社会公共服务，意义重大。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历史系助教古斯塔沃·桑迪兰认为，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不平等及不同地

区间的收入差别等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表示，城镇化不是终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目标。 

  城镇化政策应重视市民身份认同 

  城市社会的高流动性，不仅体现在成员的迁移和空间流动上，还包含成员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及个人归属感等因素。 

  智利前驻华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认为，由于80%的拉美人民都在城市拥有财产，因此，拉美国家城镇化目前的首要

目标是争取更高质量的生活，增强市民的存在感与认同感。2010年，在参展上海世博会之后，一些拉美国家更加注重城市的文化

内涵与市民的身份认同。如建立城市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城市归属感及合作性；加强城市文化独特性建设，拯救市民认同危

机；塑造洁净的城市自然和人文环境；实现大中小城市和谐共存等。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阐述了城镇化、社会政策与地域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他表示，由于城乡二

元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影响，加之地方政府主导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我国社会公民身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色彩，

“城—乡”、“本地—外地”的双重二元分割是当今我国社会公民身份分割的基本特征。岳经纶认为，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形成统

一的社会公民身份，又阻碍了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夯实基础 推进中拉学术合作  

  当今，拉美已经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但城镇化困境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其中的一些困境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

题。因此，中拉城镇化的研讨与合作，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政治诉求，具有较强的学术合作潜力。正如巴西驻华公使衔参赞罗

西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相信中拉在城镇化领域的合作是深远的。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及国际地位等，这些都

为未来的中拉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尤其是，我们应当将中拉合作置于一个广泛的人类学视野及历史学视野中，从宏观角

度把握中拉合作的方向、政策。”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及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智利安德烈斯·贝略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据悉，第一届中拉学术高层论

坛于2012年11月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举办，2014年第三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将在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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