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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规律。总结了国内外城市郊区化发展情况, 通过对比分析寻求适合我国国情
的郊区化道路 , 提出郊区化发展的相关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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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suburbanizationis aninevitable result and objective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and economy .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 urban suburban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ummarized .The suburbanization wayis seeked to adapt the situationof our country by contrast and analy-
sis , in which the relevant measures were provided for development of sub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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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市的发展始终受到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推动 , 这两

种力量的对比与转换导致了城市发展出现的阶段性。“郊区

化”就是城市在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

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的阶段, 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

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 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

下降。也可以说郊区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

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 促使城市中心

区人口、产业外迁, 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离心化现象[ 1] 。

其实质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 逐步向

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杂的过渡地域变化的过程。

1  国外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历程

1 .1  国外郊区化的发展动因  20 世纪20 ～30 年代, 一些西

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现象。50 年代以来, 西方许

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郊区化浪潮, 这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新现象, 也是城市化高

度发展的产物。总结国外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 可

以发现其郊区化发展是城市工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市民

环境意识增强等综合因素的结果。一般而言, 国外大城市郊

区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 ①人口居住郊区化———

“卧城”发展阶段; ②工商业郊区化———半独立卫星城阶段 ;

③服务业和办公场所郊区化———边缘城市阶段。

引起郊区化的内因主要是城市发展客观规律所导致的

城市内部凝聚力的逐渐丧失。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核

心, 在形成初期具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 进而产生集聚- 规

模效应, 但这种集聚是有限度的 , 当达到某一限度时 , 许多城

市问题相继产生 , 如交通拥挤、地价上涨、住房紧张、基础设

施老化、教育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环境恶化等, 称之为“规

模不经济”现象。这时, 城市增长开始由原来以集聚力为主

导的极化阶段转向以扩散力为主导的扩散阶段。二战后, 西

方国家快速的城市化导致社会变迁失控和城市问题层出不

穷, 使城市固有的向心力逐渐丧失, 严重抑制着中心城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成为促使富人阶层、工厂及各种机构纷纷

向郊区迁移的内部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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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郊区化的外因主要是生产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条

件的改善和政府的引导等。以美国为例,20 世纪初, 技术进

步使得工厂普遍采用流水线生产 , 企业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

增加, 而中心城区昂贵的地价迫使企业将目光投向了郊区。

小汽车的普及 , 使得人们开始选择迁向远离城市的郊区居

住, 从而带动城市居住和发展空间向远郊区延伸; 同时汽车

的普及也带动了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 引发了工商业、服务

业等城市经济功能向郊区转移。通讯条件的改善缩短了居

民之间、城郊之间的联系距离, 推动城市居民进一步分散化

居住。在上述原因中, 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起了关键性作

用。首先, 由于城区地价昂贵, 联邦政府将大部分资金投向

郊区和军工企业, 带动了其他相关工业的发展 , 使劳动、原料

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郊区流动和配置。政府的房屋抵押政

策使居民很容易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从而能够在郊区建房

或买房 , 促进了居住郊区化的发展。其次, 联邦政府推行大

规模、高速交通运输系统的公路建设政策, 大大改善了城郊

之间的交通状况。再次, 政府推行倾向郊区的税收政策 , 郊

区的税收比市区低50 % 左右, 造成市区的制造业和富人阶层

向郊区迁移, 使大量的资金积极投入到郊区改造和发展公共

事业上 , 改善居住条件和投资环境, 增强了郊区的吸引力。

1 .2 国外郊区化的特征和趋势  国外郊区化的主要特征和

趋势是在中心向外扩散中伴随有相对集聚。其郊区化基本

上是沿着居住郊区化、工商业郊区化与服务业郊区化的过程

发展, 在居住郊区化的同时, 工商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

化娱乐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产业同时跟进, 形成集居住、购物、

就业、娱乐为一体的新型郊区卫星城镇 , 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

功能也由最初的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 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居

住中心, 而成为集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中心为一体的边缘城

市, 有力地分散并承担了城市中心区的部分功能, 使整个城

市的空间结构由原来的单核心向多核心、网络化结构转变 ,

有助于形成都市圈、城市连绵带等高级空间组织形式, 从而

有效减轻了中心城区的负荷并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2  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概况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郊区化现象, 如城市中心区企业外

迁, 郊区大型商业设施及住宅区与别墅区的建设等。目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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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郊区化主要是城市人口与工业及部分商业的郊区

化, 服务业、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仍在向城市中心区集中。

2 .1 影响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因素

2 .1 .1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后, 中

心区较高的地价使土地产出率较低的工厂与住宅建设退出

中心区, 而土地产出率较高、能支付较高地价的商贸、金融保

险等行业向中心区集中, 从而加速了中心区土地利用的重新

调整与工厂、住宅的郊区化, 推动了工业与人口郊区化。

2 .1 .2 旧城改造及新区建设。我国大城市中心区旧城改造

与新区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 推动了工厂、居住、部分城市功

能的郊区化。同时 , 在新区建设中 , 政府往往采取各种优惠

政策, 鼓励工厂、居民迁往郊外。

2 .1 .3 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城市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改

善, 缩短了城郊联系时间, 城市部分功能和产业空间向外延

伸, 促进了中心区企业和居民向郊区迁移。

2 .1 .4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中心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大

大推进了城市郊区化的进程。目前, 我国很多城市都处在发

展的转型期 , 对产业结构逐步进行调整, 大力提倡发展第三

产业, 逐步减少第二产业的比例, 实行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

策略, 可以认为 , 产业布局的调整是我国城市工业与人口郊

区化的主要原因。

2 .1 .5 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近年来,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有了大幅提高, 居民文化观念包括居住观念发生较大转变。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 开

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人们希望摆脱城市拥挤喧闹的环境 ,

转向环境较好、安静闲适的郊区居住。

2 .2 我国城市郊区化存在问题  ①我国城市郊区的小城镇

普遍存在规模小、功能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环境条

件差、独立性差等问题, 难以对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形成较

强的吸引力。加之那些即便随企业外迁的居民宁可往返奔

波于城郊之间, 给城市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国目前的

郊区化难以真正解决城市中心区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②在我国郊区化发展中 , 由于受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所限 ,

中心城区存在向四周无序蔓延的趋势, 造成了城郊土地利用

功能混乱、环境质量下降、设施建设重复无序、交通压力加大

等问题。③在郊区化过程中 , 缺乏有效的政府引导, 造成了

一些无视规划胡乱开发的现象和行为不断出现。

3  国内外城市郊区化的异同点比较

3 .1  共同点  国内外城市郊区化所起的作用都比较明显且

基本相似。①缓解了城市中心区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

交通拥挤等状况, 改善了城市面貌, 促进了人口与城市空间

环境的和谐发展。②促进了中心区和郊区社会经济的协调

发展, 对资源在区域空间进行重新配置和布局 , 有利于充分

发挥城市整体优势和效率。③总体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

量, 工业郊区化减少了市区的噪声和环境污染 , 改善了工作

和生活条件, 提高了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质量。

3 .2  不同点  ①出发点不同。国外城市郊区化是为了躲避

各种城市问题, 住在中心区的富人、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郊

区, 以寻求良好的居住环境。我国的城市郊区化则主要由于

旧城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而产生的。②发展阶段和

过程不同。国外城市郊区化出现在后工业化时期 , 而我国城

市郊区化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出现的。另外 , 郊区

化过程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如美国的郊区化是从城市核心

向外自然扩展, 其推动力是商业性利益和消费偏好; 欧洲是

通过整个社区或郊区新城自上而下设计形成的自城市中心

向外的有规划的扩展。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

企业和工厂的布局受行政指令的影响, 被迫性布局在郊区 ,

为其服务的第三产业和居住区较少 , 是一种小范围的、不显

著的郊区化阶段;1980 年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

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目前许多城市虽然仍处在人口集中的城

市化阶段, 但随着高速公路和出城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

善, 许多大城市也出现了私人住宅向郊区迁移 , 一些企业、大

型购物中心和高档别墅向高速公路等节点地区扩张的趋势 ,

加之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和大学竞相向郊区布局, 郊区

化已初具规模[ 2] 。③发展水平不同。国外郊区化各方面条

件相对成熟, 而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是建立在交

通条件没有明显改善, 商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与市区

差距很大, 公共配套设施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的。

4  我国城市郊区化发展展望和措施建议

4 .1 完善郊区交通网络, 加快中心城镇建设  尽快形成多

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以促进郊区化过

程中城区与郊区的联系, 形成良好的城郊空间结构。沿交通

主干线 , 尽快形成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城市郊区化的城镇体

系, 在城市周围有计划、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数个中心

城镇。在人口、产业郊区化的同时 , 高标准建设配套的公共

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 , 促使郊区由现有的单一功能向兼具居

住、商贸、文化、科教、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功能转化, 使“边

缘城市”成为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新型区域中心, 以

减轻城郊之间的通勤流量和交通压力。

4 .2 调整功能, 实现城郊共同繁荣  积极调整中心城区的

产业结构, 实现中心城区用地“退二进三”的调整 , 继续发挥

中心城区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提高其现代化功能。按

照城市郊区化的客观要求, 推进郊区三大产业之间、各产业

内部及产业布局空间3 个方面结构的调整。以产业为依托 ,

加快人口和产业的集聚, 承接中心城区的功能转移, 在空间、

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方面加速实行城乡一体化, 实现城

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 3] , 避免走国外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中心

城区“空心化”和经济衰退的弯路。

4 .3 加强政府引导, 推动郊区化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

在转型期, 城乡差异较大、市场机制还不成熟 , 政府在城市郊

区化过程中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在郊区化过程中 , 要坚持有

序扩散、因势利导的原则 , 在积极鼓励和引导的同时 , 严格控

制开发时序和强度, 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 充分发挥市场

经济机制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各项制度 , 引导城市郊

区化向健康方向发展。

4 .4 加快设施建设, 构建和谐社区  重视郊区社会的发展 ,

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 改善居住和

工作条件, 按照城市型社区的发展目标来规划郊区发展, 使

郊区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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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进农民就业政策, 通过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

专业技能培训、支持发展中小企业等, 鼓励和帮助失地农民

实现非农化转移; 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跟进完善救济、就业、医

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在土地政策方面 , 逐步建立由政

府主导针对失地少地农民的土地保障制度 , 通过加强管理 ,

将土地整理开发形成的新增土地、未发包的可利用土地、预

留的机动地、交回和收回的承包地等优先安排给新增人口和

失地少地的农民, 保证以农为生的人口都能拥有基本份额的

承包地; 同时, 应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供应政策, 积极为失地

农民提供非农就业安置渠道 , 为农民进城居住提供住房

保障。

3  成功利用飞地经济模式的前提条件

3 .1  地理相近  地理相近, 一方面有利于飞出企业继续维

持原有的业务关系, 不会因为企业的搬迁而丢失区域市场 ;

另一方面, 地理的相近也意味着文化的相通, 可以减少两地

企业、政府间的沟通障碍。

3 .2 优势互补  要实现双赢, 必定要通过互通有无解决双

方的困境。无论是交通上的优势互补 , 还是资源上的再分

配, 只有双方都能为对方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 , 才能实现飞

地经济模式的重要特性———“双赢”。

3 .3  发展时机相随 两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时机相随是此模

式成功实施的另一主要条件。现阶段, 东部沿海经济的日趋

成熟为中部崛起提供了良好契机。东部地区的持续高速发

展已使区域吸引资金的综合优势突显, 但高速发展也使得商

务成本显著提高。很多迹象表明, 东部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

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 , 且这种转移有规律可

循, 符合邓小平同志“先富带动后富”的渐进发展思路的。

4  飞地经济模式的案例

4 .1  大连长海县与普兰店皮口镇资源优势互补携手共赢  

大连市长海县以海洋捕捞业、海水增养殖业和苗种业为主

体。渔业既是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 也是支柱产业。但由于

长海县地理位置特殊, 淡水资源匮乏, 交通瓶颈制约 , 以及对

外不开放等因素, 致使海岛丰富的资源优势始终不能有效地

转化为产业优势。而与之一海相隔的普兰店市南接大连, 北

通沈阳, 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 但其经济落后 , 海岸线一带基

本处于荒废状态。

2005 年5 月, 长海县在普兰店市皮口镇规划出8 km2 皮

口临港工业区 , 并采用一次买断土地使用权和管理权的形

式, 在其中购买了4 km2 土地, 成立了大连长海( 皮口) 渔业加

工区, 计划总投资6 .2 亿元。该项目预计可入驻企业100 家 ,

引进投资20 亿元, 实现土地收益7 亿元, 可安排当地近9 000

位农民就业。所有入驻企业达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40 亿元, 利税5 亿元。该加工区也将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

最大的渔业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4 .2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产业转移到粤北始兴县 东莞市

石龙镇是“国家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基地”。全镇有外资企业

182 家, 已引进日本京瓷照相机、京瓷美达复印机、美能达复

印机和打印机、台湾EMC 显示器、北大方正电脑等国内外知

名产品技术合作, 以建立自主技术和品牌优势为发展目标 ,

将石龙镇建成电子信息装备开发制造基地。2004 年完成工

业总产值120 .80 亿元。然而 , 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不足和

电力资源紧张,10 .38 km2 的“弹丸之地”, 拥有上千家企业。

目前, 石龙镇工业用地基本上所剩无几。大量小规模、高能

耗、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投资项目已无法在东莞安家落户。

而韶关市始兴县连接国道106 线, 国道323 线、省道S244 线

贯穿全境; 矿产资源丰富, 以钨矿储量最多, 县内电力充足 ,

劳动力资源富足。

2004 年6 月,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提出“异地建设产业转

移园”发展设想。同年12 月10 日, 石龙镇与始兴县在广东省

第三届“山洽会”上 , 正式签订《东莞石龙( 始兴) 产业转移园

合作开发协议书》。目前, 投资总额达3 .8 亿元, 总共用地

66 .67 hm2 , 占工业园区总面积的1/ 6 以上。首个进入产业园

区的项目由广州某锂能新材料科技公司开发, 已通过国家专

利申请 , 是国家“863”工程的预备项目。该项目占地6 .67

hm2 , 首期开发2 .67 hm2 , 总投资8 000 万元 , 首期投资2 000 万

元; 另一家科技公司的业务涵盖精细化工、玩具、鞋业、制衣

及其他深加工项目, 还包括取得世界专利的手机屏蔽产品。

投资总额3 亿元 , 预计该项目实现产值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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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享受同等水平。要注重郊区城镇的生态保护和环境

建设,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 努力创造和谐、

舒适、文明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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