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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27日，上海论坛2012之“未来十年亚洲的城市化和城市转型”分论

坛举行，会议主席为任远教授。此场讨论以“亚洲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为主题，

本专题试图通过探讨和揭示全球和亚洲城市化发展背后的异同和经验教训，实现

我国乃至亚洲更好的城市化发展和转型。 

第1单元“城市化和城市转型的不同阶段”由陈向明教授主持，Anthony M.Orum、

Myers Garth Andrew、Dieter Läpple，陈小红、Won Bae Kim以及陈向明等教授

先后以“未来十年亚洲城市面临四大挑战”、“非洲城市地区的跨地域城市化和

重新定位”、“制造业是否适用于后工业化城市”、“政府与市场：长三角地区

的产业集群及空间重构的实地观察”、“首尔的去工业化和社会两极分化”，以

及“从实力向什么过渡” 为主题做了发言。Anthony M.Orum在发言中指出，未

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主要将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社会排它性以及

信息数字化等带来的挑战。Myers Garth Andrew以坦桑尼亚的桑吉巴为例，阐述

了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非洲城市化，他认为非洲需要推进新一轮的城市

化进程。Dieter Läpple提到，对后工业化城市发展而言，服务业的发展依旧离

不开城市的制造业发展，后工业化的城市应该是让服务业更好的服务于制造业，

而不是“去制造业”。陈小红教授在发言中着重谈了“泛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

布和国外投资情况，她指出台湾企业需要在与大陆企业的合作中进一步加强纵向

整合。Won Bae Kim以首尔城市发展为例，警示城市的“去工业化”只会加速城

市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碎片化。陈向明教授在发言中告诫，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城市

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如西方明显，国内各城市需要依托城市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发

展服务产业，目前很多城市盲目发展CBD的做法并不是理性行为。陈振光教授、

叶嘉安教授和任远教授对上述嘉宾的发言做了评述，任远教授进一步强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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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中国、印度此类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面临的

贫困、不平等和数字化等挑战却是综合并存的。 

第2单元“多样性的亚洲城市化发展”由沈建法教授主持，孙常敏教授、邓

永成教授、朱介鸣教授以及丁金宏教授分别以“人口与城市发展：从多元到一体

化”、“亚洲的城市化：从通变视角的回顾与展望”、“亚洲城市化的退化风险”

和“从上海人口增长的成分结构看亚洲大城市化的发展危机” 为主题做了发言。

孙常敏教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他还进一步阐述了

自己对中国背离了世界城市化道路的独特城市化管理思维的一些看法。邓永成教

授认为理解模式对城市化研究非常重要，据此，他提出要以通变视角研究亚洲国

家的城市化。朱介鸣教授通过定量分析后发现，人口高密度集聚而土地生产率相

对要低的城市化发展，不可能成为包容流动人口的可持续城市化，他认为高密度

的城市发展需要走向中心化。丁金宏教授对比研究了上海和世界其他超大规模城

市的人口增长历程，并提出上海人口仍会继续膨胀，而随之引发的交通、犯罪、

婚姻替代等问题会成为本市的主要挑战。Misha Petrovic对此单元的发言做了评

议，他还特别强调了城市化研究中多样性思维的重要性。 

第 3单元“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转型”由王桂新教授主持，郑梓桢教授、沈

建法教授、周伟林教授、原新教授、朱宇教授、陈振光教授分别以“从广东人口

城市化变迁看未来十年亚洲的城市化与城市转型”、“改革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的问题、过程和政策响应”、“中国城市化：内在机制与深层挑战”、“大国转

型：中国超过半数人口城市化的思考”、“中国县域的就地城镇化及其启示：以

福建省为例”、“区域城市合作和创业精神：以长三角地区江阴——靖江工业园

区为例”为主题做了发言。郑梓桢教授介绍了广东省流动人口的特点、存在的矛

盾以及当前广东省针对流动人口的应对之策。从广东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看，逐

步实现城市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是必然趋势。沈建法教授将我国城市人

口区分成正式和非正式移民，并考察了他们在就业、居住和生活等方面的区别。

他认为在城市化改革中推出的政策既要缩减这种差距，也要避免因政策因素带给

城市过度的人口涌入。周伟林教授主要谈了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主要矛

盾和悖论，如城市发展的行政化问题、城市发展规模存在的问题、区位要素分布

不均衡等。原新教授在发言中提到，由于人口统计口径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城镇 

 



 

 

 

化率究竟处于什么水平仍不清晰，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流动人口的归属以及今后

呈现的发展趋势。朱宇教授以福建省为例，探讨了就地城市化在我国城市化发展

中的作用，考虑到乡村就地城市化中的准城市人口，福建省的城市化率从 36%上

升到 61%，这也解释了部分沿海城市的官方城市化率持续偏低的现象。陈振光教

授以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为例，探讨了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城市间合作是能双赢

的，且政府的介入能进一步促进城市间的合作效果。陈友华教授在概述本单元学

者发言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城市化研究中一些仍需思索的方向。与会专家对上

述发言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宁越敏教授还详细讲述了我国城市人口的界定

和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调整，任远教授则与大家分享了最新六普数据中的一些有趣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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