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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模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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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认为城市化所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 ,关键不在于城市化本身 ,而在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否与资源环境相适

应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所产生的资源环境效应是不同的 ,它受到发展理念、环境政策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粗放型的城市

化模式在经济发展中加大了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和数量 ,而集约型的城市化模式则降低了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和数量 ,有利

于在经济发展中处理资源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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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传统的城市化理论 ,资源环境问题并不作

为城市化的限制因素 ,资源环境条件只是当作城市

化的投入要素 ,强调更多的是自然资源对城市发展

的经济价值 ,没有考虑到其环境价值 ,以及资源环境

容量对城市化的约束和反作用问题。随着资源环境

问题的日趋严重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

受到社会的关注 ,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 [ 1 ]。一些学者还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探讨

了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演化的关系 ,如杨文举等

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 [ 2 ]
;张新、肖金成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

资源的消耗大致呈现“S”型曲线 ,曲线的弯曲程度

受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速度、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决定着曲线的平缓或陡

峭 [ 3 - 4 ]。还有学者从城市化模式的角度 ,分析了中

国粗放型城市化道路的原因 ,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的

经验教训 ,走资源节约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 5 - 8 ]。

因此 ,在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需要

深刻认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全面审视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以及由此对城市化

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

题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而且与城市化的发展

模式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资源环境约

束下的城市化进行研究 ,从发展模式上寻求解决资

源环境问题的途径 ,以实现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之间

的协调发展。

　　一　城市化的资源环境效应

　　城市化离不开资源环境的支撑和保障 ,而城市

化的发展又必然对资源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

于城市化的资源环境效应 ,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

面来分析。

1. 城市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

城市化的发展 ,无论是人口增长、空间扩张 ,还

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意味着城市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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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需求的增长 ,需要开发利用更多的土地、水、能源、

矿产等自然资源 ,扩大资源利用规模 ,从而导致对自

然资源的占有和损耗。同时 ,也意味着向环境中排

放的各种废物增多 ,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 ,

自然环境所能够提供生态服务的减少。我们可以把

这一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污染物的排放所造成

的资源环境容量和承载力的下降统称为资源环境消

耗 (图 1)。

图 1　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的消耗

城市化对资源要素的占有和损耗具有不可再生

性 ,对环境要素的损害具有累积性。一般情况下 ,城

市化水平越高 ,对资源环境的索取就越多 ,对资源环

境的压力也就越大。在资源环境容量的约束下 ,资

源环境的消耗 ,生态环境的恶化 ,降低了资源环境要

素的支撑能力 ,降低了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投资环

境的竞争力 ,从而反过来会抑制城市化进程。这就

是为什么城市化水平不会无限制提高 ,在城市化后

期还会出现“逆城市化 ”的原因所在。

2. 城市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正面效应

这主要体现在资源集约利用和污染集中治理等

方面。城市化本身是一种集约化的发展方式 ,城市

之所以形成和发展 ,在于它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和规

模效应。而规模经济的取得 ,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 ,

降低了发展的成本。城市化的推进 ,有利于提高资

源的利用效率和污染的治理效果。城市化不可避免

地会占有和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 ,但如果放在区域

发展的背景中考虑 ,城市化这种集约的发展方式 ,与

分散的发展方式相比 ,意味着同样的经济规模消耗

的资源更少。在城市化过程中 ,通过集聚效应和规

模效应 ,可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 ,使资源利用

效率显著提高 ,从而有助于缓解资源的稀缺状况 ;可

以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 ,实现资源的循

环利用和污染的集中治理 ,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 ,提

高人为净化的能力 ,从而有助于缓解经济发展对生

态环境的压力。

城市化的这种正面效应 ,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关系的协调提供了可能。在城市化过程中 ,可以

通过政策干预、环保投入和清洁技术的推广使用 ,控

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 ,提高资源环境的生态

服务功能。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所需的大量投入和

先进技术 ,只有通过经济技术的发展才能够解决。

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 ,城市具备较强的环保综

合能力 ,形成一定规模的环保投资 ,就能够获得污染

集中治理的环保效益 ,实现城市化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与资源环境效益的统一。

资源环境对人口与经济发展规模的承载能力与

容量 ,是决定城市发展规模的主导因素 ,也是影响城

市化质量的重要因素。城市化在一定的资源环境下

进行 ,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空间的扩张 ,城市经济的发

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必然会导致资源环境状况的

变化。而城市化引起的资源环境问题 ,反过来又会

对城市化产生约束效应 ,影响城市化质量的提高。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 ,人们对资源环境的

需求越来越大 ,资源利用与污染排放的规模和强度

不断扩大 ,资源环境的供给能力不断下降 ,需求与供

给的矛盾将逐步显现并越来越尖锐。当城市化对资

源环境的需求超过了资源环境的供给能力时 ,城市

化发展就会面临资源环境阈值的限制。如果忽视了

一定地域内资源环境的供给能力 ,人口增长、地域扩

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将导致城市化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不协调。在城市化人口增长、空间扩张、经济发

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政

策干预 ,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

环境治理能力 ,使单位经济产出的资源环境成本下

降 ,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水平 ,提高资源

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 ,才能实现城市化与资源

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

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污染 ,是发

展中的问题 ,只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城市化所产

生的资源环境问题 ,关键不在于城市化本身 ,而在于

城市化的发展方式是否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这样

的分析框架下 ,我们所考虑的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

境的利用问题 ,是使资源环境最大化服务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问题 ,即如何在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 ,

减少资源环境的损失 ,实现帕雷托改进。因此 ,在城

市化进程中 ,需要通过政策干预、经济和技术手段达

到最优的资源开发价值、最优的污染控制水平 ,使城

市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 ,资源与环境效益也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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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规律
性分析

　　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 ,城市人口的规模和

比重不断提高 ,城市所需的资源环境要素必然不断

增加。城市人口的增长、地域的扩张、经济的发展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消耗无论

是人均还是总量都会有所增加。在技术水平一定的

情况下 ,城市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资源环境

消耗的水平 ,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决定了资源环境

消耗的强度和数量。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与经济发展联

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市化与资源环

境之间相互作用、互相关联的特点十分明显 ,而且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城市化的各个阶段 ,各种

资源环境要素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同 ,资源环境

的变化特征和主要问题也随之不同。城市化与资源

环境关系的演化 ,可以透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揭示

出来。可以发现 ,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的消耗呈

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规律。

1.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消耗规模

通过对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研究 ,可以发现城市

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 ,大体沿拉平的 S型曲线

推进。城市化初期 ,城市化水平较低 ,发展速度较

慢 ;城市化中期 ,产业和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 ,城市

化发展速度加快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进入高度城

市化阶段后 ,城市化速度又趋于缓慢甚至停滞。在

此过程中 ,人口、经济、地域和消费的规模及结构都

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城市人口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 ,

地域的扩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资源环境需

求的增加。因此可以认为 ,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

境消耗规模大致也呈“S”型曲线变化 (图 2)。随着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在总

量上是不断增加的 ,同时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 ,城市

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是有差异的 :先是缓慢增长

的阶段 ,再经历加速增长阶段 ,最后又到缓慢增长甚

至略有降低的阶段。

在城市化初期 ,城市化水平低 ,发展速度比较缓

慢 ,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空间扩张和居民消费

需求 ,对资源环境的消耗相对比较少 ,速度也不快。

在城市化中期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

阶段 ,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口加速

图 2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数量变化曲线

向城市集聚 ,城市规模快速扩大 ,城市化发展对资源

环境的消耗也进入快速增长期 ,资源环境消耗的规

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化后期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稳

定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城市化不再是数量的扩张 ,而

是内涵的提高 ,主要表现为城市内部结构的调整、基

础设施的完善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此时 ,城市

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资源环境消耗少的第三产

业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 ,对资源环境消耗的速

度因此逐渐放缓 ,消耗的数量趋于稳定。到城市化

成熟阶段 ,城市化对资源需求的增长 ,主要来自居民

消费需求的增长。尽管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 ,资源

利用效率和污染控制水平会不断提高 ,但由于居民

消费水平仍将缓慢提高 ,一般很难有大的下降 ,因此

对资源环境的消耗总量即使有所下降 ,也会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 ,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消耗的

时间过程曲线表述的只是一种大尺度、长时期的一

般规律。如果具体到特定区域 ,曲线的形式不可能

如图 2中所示的那样平滑 ,甚至还可能出现逆转。

发达地区可以通过资源的输入、产业的升级、生产和

污染的转移 ,来实现资源环境消耗规模的减少。同

时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的曲线形式受环境政策

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当资源环境保护不受重视、资

源环境消耗不被限制时 ,曲线就会上扬 ;反之 ,曲线

就会下抑。

2.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消耗强度

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的消耗强度大致呈倒 U

形变化 ,符合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演化一般规

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EKC) (其理论的核心是经

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或环境质量的关系 )。EKC

比较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演化

路径 ,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环境质量先是恶

化 ,而后得到改善。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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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经济增长 ,环境破坏的强度不断增加 ,经济增长加

速了环境质量的恶化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环境破

坏的强度下降 ,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改善。

根据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

展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 EKC也能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强度的变

化。这是因为 :一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主要集中

在城市 ,城市人口、空间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与资源消

耗、环境污染有很大的相关性 ;二是在城市化过程

中 ,农业、工业、服务业渐次增长 ,城市产业结构的变

化与环境污染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

的较低阶段 ,城市化发展缓慢 ,城市人口、产业以及

空间规模较小 ,资源消耗较少 ,环境污染水平也较

低。在经济起飞阶段 ,城市化开始加速 ,随着城市人

口、产业以及空间规模的不断扩大 ,资源消耗不断增

加 ,环境资源耗费超过其再生能力而使环境恶化。

同时 ,由于这时资源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 ,工业技

术的落后、环境意识的淡薄以及资源的无序开发 ,环

境污染随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 ,城市化水平缓慢提高乃至保持稳定 ,经济结

构发生改变 ,资源环境消耗少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

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 ,污染产业停止生产或被转移。

同时 ,人们控制环境污染的意识、能力和资金投入逐

渐增强 ,环境污染越过高峰值后开始下降 ,环境状况

随之逐渐改善。这一过程从不同国家城市环境状况

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得到印证。发达国家城市污

染水平在 20世纪 30 - 60年代相继达到峰值后开始

下降 ,城市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污染水平仍处于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的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 ,典型的 EKC是在假定没有环境

政策干预情况下的一般状况。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

破坏强度呈倒 U形曲线的形状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是不一样的。首先 ,曲线的弯曲程度可能不一致 ;其

次 ,发生转折的拐点时期可能不一致。美国是在人

均 GDP为 1万美元左右 ,还有一些国家是在人均

GDP为 6000美元左右开始发生转折变化的 ,而国

内有学者比较乐观地预测 ,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在人

均 GDP 为 3000 美元时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拐

点 [ 9 ]。这主要受发展理念、发展速度、技术水平、产

业结构、环境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可能改

变 EKC的形状。特别是 ,如果一国或地区实施有效

的环境保护政策 ,那么 ,环境曲线就可能被降低 ,出

现拐点的时期就可能被左移。

3. 不同城市化模式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 ,城市化进程中资

源环境的状况及其演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城市化

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将经历由最初的低水平协调

阶段 ,到对立与抑制阶段 ,再到高水平协调阶段。在

城市化过程中 ,存在着资源环境消耗数量呈 S形曲

线、消耗强度呈倒 U 形曲线的变化特征 (图 2、3)。

这两个曲线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是同一过程的两种

不同表达。其含义是 ,一般而言 ,城市化的速度和规

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和数

量 ,这是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关系的一般规律。

图 3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变化曲线

虽然我们不可能改变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的

一般过程 ,超越资源环境消耗快速增长的阶段 ,但不

同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模式 ,所产生的资源环境效

应是不同的。也就是说 ,资源环境消耗的变化曲线

是有差异的 ,这主要受发展理念、环境政策和技术水

平等因素的影响。粗放型的城市化模式在经济发展

中加大了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和数量 ,而集约型的

城市化模式则降低了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和数量 ,

有利于在经济发展中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如图 2、3

所示 ,如果采取集约型的城市化模式 ,资源环境消耗

的增长曲线就会下移 ,曲线就会相对平缓 ;而如果采

取粗放型的城市化模式 ,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曲线

就会上移 ,就会比较陡峭。

事实上 ,由于发展模式的差异 ,不同国家或地区

资源环境消耗的轨迹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

政策干预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利用方式的

转变 ,在实现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同时 ,降低资源环境

消耗的强度和规模。为此 ,在城市化过程中 ,需要遵

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城市规划上推行“精明增

长 ”、“紧凑城市 ”、“生态城市 ”的规划建设方式 ,在

经济方面推行“循环经济 ”的运行方式 ,在建设领域

提倡节水、节能、节地、节材。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仍然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资源环境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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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和规模比许多国家都大 ,所面临资源环境的压

力更强烈 ,迫切需要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

　　三　城市化模式的转变

　　1. 对粗放型城市化模式的反思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资源环

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进入 21世纪后 ,资源环境约束

正替代资本约束上升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不断加大的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 ,

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这其

中既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和生态环

境先天脆弱有关 ,也与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资

源的高需求有关 ,更与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有很

大关系。

近些年来 ,中国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 ,城镇建

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以往城市化的推进方式来

看 ,在长期实行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 ,中国城市化

过多地依赖于数量、规模的外延式扩张 ,重数量轻质

量 ,重规模轻内涵 ,城镇建设、发展总体上没有摆脱

粗放型的模式。由于城镇发展模式粗放 ,资源利用

效率并没有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明显提高 ,城镇

资源、能源消耗量大 ,利用效率却很低 ;相应地 ,废弃

物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也大 ,致使工业化、城市化

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据统计 , 2005

年中国消耗了全球 26%的粗钢、47%的水泥、40%

左右的原煤、37%的棉花 ,而创造出的 GDP仅为全

球的 4% - 5%
[ 10 ]。中国每增加 1个单位 GDP的废

水排放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要高出 4倍 ,单位工业产

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 10倍以上 [ 11 ]。目前 ,

中国城市化主要还是依靠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

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来推动的 ,城镇发展过程中的高

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问题十分突出。

粗放型的城镇发展模式 ,使城镇资源利用效率

低 ,浪费严重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资源短缺、环境恶

化的严重程度 ,严重阻碍了城镇综合质量的提高和

功能的正常发挥 ,降低了城镇的承载能力 ,制约和影

响了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

因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

很大关系

通常 ,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初期 ,为满足人民的

物质需求和生活空间需要 ,必须不断扩大生产和建

设规模 ,注重追求数量和规模 ,而这时由于资金和技

术的匮乏 ,不得不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的大量投入

以及环境保护、治理的低投入。因此 ,这一阶段的城

镇发展模式一般是粗放式的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较差。然而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在 20世纪 90年代

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 ,工业化、城市化持续快速发

展 ,而资源利用方式和城镇发展模式并没有随之转

变。特别是近几年 ,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

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正

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 ,如果还继续延续原有的

发展模式 ,中国的资源环境状况根本无法支撑工业

化、城市化的持续发展。

(2)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 ,不重视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

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在对城市化、城镇发展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上存在一

定的片面性 ,仍然没有改变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规

模和忽视城市化质量、效益的倾向。各地城镇在发

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重经济增长、轻资源环境保护 ,

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 ,重局部发展、轻区域协调

发展的问题 ,资源、环境的代价高 ,而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差。表现在城镇建设上 ,一是贪大求洋 ,不顾

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状况 ,盲目照搬能源高

消耗的美国式城市化模式 ;二是倾向于追求城镇规

模和形象工程等看得见的“政绩 ”,不顾经济社会的

发展实际 ,不计资源和环境成本 ,不考虑资源和环境

的承载能力。

(3)资源配置以行政手段为主 ,市场的基础性

作用未充分发挥

从理论上讲 ,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生产要素

集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过程。但在目前的城镇

发展体制下 ,政府单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 ,

超越了市场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城

市化对资源的需求不是以市场价格来确定 ,资源无

法正常向高效益的经济领域流动。由于价格等促进

资源节约和保护的经济手段缺失 ,节约、集约利用资

源的利益约束机制没有建立 ,资源开发利用主体没

有节约、保护资源的内在动力。这样也就无法遏制

城镇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无序和过度占用 ,

极大地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资源利用效率必然

较差。表面上看 ,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资源配

置方式 ,降低了城市化的资金投入 ,有利于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但实质上 ,由于这种城市化模式必然是

粗放型的 ,城市化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很大 ,而且

如果考虑到为解决由此所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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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长期资金投入 ,城镇发展所支付的经济成本

实际是很高的。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城镇发展所

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土地、水、能源等

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

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如果继续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镇发展

模式 ,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将更加

严重。

2. 推进集约型城市化

本世纪头 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 ,也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同时也是资

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时期。按照国际一般

经验 ,城市化水平在 30% - 70%之间 ,经济社会处

在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在工业化的持续

推动下 ,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 ,保持较快发展的势

头。这给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而要解决城市

化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就必须树立科学发展

观 ,针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和矛盾的

根源 ,从城市化及城镇发展模式上寻求解决问题的

对策 ,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镇发展模

式 ,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集约

型城市化道路。

(1)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 ,是从根本上缓解资

源环境压力 ,实现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的重要

举措

中国资源禀赋较差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目前 ,

中国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 2670立方米 ,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25% ,人均耕地只有 1. 43亩 ,不到世界

平均水平的 40% ,森林人均占有面积 1. 9亩 ,只有

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 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不到

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化石燃料资源仅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56% ,石油的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8% [ 11 ]。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 ,要实现经济社会的

长远发展 ,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处理好经济建

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 ,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的道路 ,把经

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轨道。城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 ,必须

首先转变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 ,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方式 ,充分发挥城镇资源利用效率高、人口承载力

大的内在优势 ,提高城镇的资源环境容量 ,以缓解资

源约束 ,减轻环境压力 ,实现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

发展。

(2)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

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

针对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 ,国家

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发展循环经济 ,保护

生态环境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城市的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相对集中 ,资源短缺和

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大 ,是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焦点和关键。因此 ,必

须切实转变城镇粗放型发展模式 ,在城镇发展领域

具体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

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 ”的方

针 ,尽快建立集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大力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最大限

度地减少废弃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从而减少城镇发

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3)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 ,是促进城市化健康

发展的必然选择

资源环境问题是目前影响和制约城市化健康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快发展的

重要时期 ,必须妥善处理城镇建设发展与资源环境

的关系 ,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提高资源环境的

承载能力 ,有效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集约发展是

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促进城市化健康

发展 ,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 ,汲取国外城市化的经

验教训 ,做到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

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

价 ,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化健康

发展 ,要使城镇建设由注重外延扩展向注重内涵、集

约发展转变 ,引导城镇从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 ,不好

大喜功、互相攀比、追求大规模大气派 ,建设节水、节

能、节地、节材的集约型城镇。可见 ,要实现城市化

的健康发展 ,就必须切实转变粗放型城镇发展模式 ,

推动城镇集约型发展。

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 ,就是要在城市化进程中 ,

坚持科学发展观 ,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要求 ,把城镇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

保护有机协调起来 ,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

础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 ,节约和集

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 ,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强化对资源环境的保

护 ,促进城镇发展从注重数量、规模向注重质量、内

涵转变 ,以缓解城市化中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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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为此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 ,应实施以下行动策略 :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建设紧凑型城镇。强

化规划的调控作用 ,合理控制用地规模 ,鼓励土地利

用的紧凑模式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 ,运用

经济杠杆 ,减少土地低效利用 ;积极推进城镇土地整

理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不

断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途径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资源。

———节约、保护水资源 ,建设节水型城镇。改革

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 ,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 ;加强水

污染防治 ,保护水资源环境 ;大力推广节水措施 ,促

进全社会节约和合理用水 ;开发利用非传统水源 ,提

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建设节能型城镇。调

整优化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生产节

能 ;大力推广节能措施 ,促进建筑、交通和生活节能 ;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综合

运用各种管理手段 ,促进节能和新能源开发。

———保护城镇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型城镇。强

化环境管理 ,建立环境保护约束机制 ;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加快城镇环保设施建

设 ,加强城镇污染综合防治 ;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保

护 ,增强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

【Abstract】　The p roblem s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used by urbanization do not rest with urbanization itself, but

with the fact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suits to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 ifferent urbanization pat2
terns generate a variety of effects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development concep t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technical merits. In the econom ic de2
velopment, extensive urbanization pattern increases the intensity

and quantity of the consump 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hile intensive one reduces them, which will help in dealing

with the p roblem 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xisting in the e2
conom 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attern; resources and envi2
ronment; extensive pattern; intensive pattern

参考文献

[ 1 ]　刘耀彬等. 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与评价. 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 2005 (3) : 55 - 60

[ 2 ]　杨文举 ,孙海宁. 浅析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经

济 , 2002 (3) : 31 - 34

[ 3 ]　张新 ,安刘丽. 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 ( 2003 -

2004) . 中国大地出版社 , 2005: 95

[ 4 ]　肖金成等.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管理与使用. 宏观经

济研究 , 2006 (4) : 7 - 13

[ 5 ]　任太增 ,李敏. 中国粗放型城市化道路原因探析. 现代城市研

究 , 2006 (3) : 34 - 38

[ 6 ]　仇保兴. 借鉴国外经验走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住

宅科技 , 2005 (3) : 5 - 7

[ 7 ]　孙晓东. 美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我国要走资源节约型城镇

化道路.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05 (4) : 30 - 31

[ 8 ]　蒋国平. 资源节约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探析. 改革与战略 , 2006

(8) : 39 - 41

[ 9 ]　李克国. 环境经济学 (第二版 )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2007:

49

[ 10 ]　王玉庆. 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与对策. 中国环境报 , 2006

- 11 - 20

[ 11 ]　彭力 ,吴霞.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要高度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 南方农村 , 2005 (2)

(责任编辑 :赵 　勇 )

·71·

《城市问题 》2009年第 1期 城市化模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