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城市艺术专业委员会   首 页 登 录 注 册  

城市发展 城市品牌 城市形象 城市推荐 城市排行 城市海报 市长参考  

搜索

中国城市发展网 >> 城市发展 >> 城市建设 >> 内容阅读 

谨防城市“新区”建设变盲目造城 

作者：杨玉华  罗博 来源：经济参考报 添加日期：09年10月15日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如今不少地方都兴起了“新城区”建设热。然而记者采访发现，这些

正在建设或已经建成的“新区”，在满足当地城市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存在着盲目扩张、占用耕

地、规划失当等隐忧。对于这种借“新区”之名盲目造城的倾向应引起重视。  

    不可否认，随着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原有的城市承载力达到极限，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寻求新的城市生长点理所当然。事实上，如今不少城市通过在城市周边建设新区，开展招商引

资，不仅带动了当地工业发展和财税增长，而且缓解了原有城市发展中遇到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可以说“新区”建设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  

    但并非城市发展一定要建设新城区。一些城市在“新区”建设中缺乏科学规划，大肆占地扩张，

使“新区”建设变味成大规模房产开发和造城运动。安徽巢湖日前就被曝出从农民手中大规模征地

并改变征地用途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在巢湖岸边大兴土木建造“滨湖城”，不仅增加了巢湖生态

治理压力，而且造成数千失地农民生活困难。这一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城市“新区”建设的误

区。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建设的发展，类似巢湖这样在城市周边实施大规模造城并不鲜

见，一些地方打着建设新城区的旗号，违规大搞圈地运动或房产开发，侵占耕地资源，损害百姓利

益。甚至出现由于土地审批不规划、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引发群众不满和社会矛盾，导

致群体性事件。  

    还有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拍着脑袋搞规划，过于追求扩张，热衷大造新城。结果地虽然圈下

来，但招来的商家寥寥无几，新城区终成荒草地。有的即便靠房地产项目带动建起了一栋栋漂亮高

楼，但空置率高，所谓的新区也不过是空架子。更有甚者，在新区建设中招不来商，引不到资，最

后政府部门亲自上阵，通过财政投入建设办公楼，提升人气。如此种种，新城区建设最终变成了不

切实际的盲目造城运动。  

  

    “新区”建设变味盲目造城，与一些地方官员错误的城市建设理念不无关系。在他们脑中，造新

城就是造政绩。在城市周边圈上一块地，建上一些楼房广场，城市的品味就提升了，城市就显得很

现代了，他们的政绩就得以体现了。  

    “新区”建设变味盲目造城，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一些地方“土地财政”思维作怪。一些城市把土

地当成“摇钱树”，为了提高地价，获得更多的财政收益，城市管理者热衷于大规模造城，以此拉

动地价升值，提升城市价值，谋求更多收益。  

    一个城市发展水平不光体现在城市有多大，建设有多美，更重要的是看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满意程

度。在处处提倡科学发展的今天，地方政府在事关百姓生活发展的城市建设中，更应本着科学发展

的思路，端正城市规划理念，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谨防把城市新区建设变味成劳民伤财的盲目

造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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