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状况报告

2014/2015

中
国
城
市
状
况
报
告 2014/2015

定价：90.00 元 



中国城市状况报告

2014/2015

主 办

承 办

协 办

国际欧亚科学院
International Eura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联合国人居署

中国市长协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Mayors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
China Scienc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Eura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主    编

汪光焘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秘书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席

名誉主编

陶斯亮  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

执行主编

毛其智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邵益生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秘书长

编 写 组

毛其智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邵益生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石  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教授

沈建国  联合国人类住区计划署区域事务顾问，博士

于涛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

张志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李  林  《城市规划》杂志社副编审

陈小卉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研究员级高级规划师

曲长虹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刘  剑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

张国彪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助理城市规划师

协 调 人

彭公炳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秘书长

何昌垂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副秘书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秘书长

崔衡德  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

王长远  中国市长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艾里昂·班狄安奈  联合国人类住区计划署项目司司长

版    权

本书版权由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与

联合国人居署共享。

致    谢

感谢中国城市出版社、报告的翻译机构及责任编辑等的努力工作。感谢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以及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相关部门对报告编写的支持。



3

2011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在数千年的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标志着中

国的城镇化已经处于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前，中国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我国政府已经明确“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人口素质和

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

为首要任务”。我国的决策者、管理者、建设者、研究者和社会公民一道，正在积

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份报告希望能够记

录这一段跋涉的历程，并忠实地呈现给世界各国的朋友。

自 2010 年起，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就携手中国市长协会和联合国人

居署编写了两期《中国城市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在“世界城市论坛”

上首发，通过联合国系统广泛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国际欧亚科

学院院士团体和总部秘书处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提升报告的国际影响，提高报告

的编写质量，自今年开始，报告由国际欧亚科学院主办，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

中心承办，并吸纳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与中国市长协会、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协办。本

次报告的主题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今年“世界城市论坛”的主题“在

发展中实现城市公平：生活型城市”相呼应，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人文关怀和生活质

量的共同关注。希望《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4/2015）》的出版发行，能有助于

国际社会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2014 年 2 月

汪光焘

国际欧亚科学院秘书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席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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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

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跨越 50% 的历史性门槛，正步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2013 年 12 月，中央首次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

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破解诸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城

镇化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

传承文化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创造条件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多种城镇化路径，

解决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实现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

二、要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保持城镇化发展速度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为总体目标，强化

产业支撑，保持城镇人口和产业集聚同步，防止就业不足导致“贫民窟”及盲目建

设导致“空城化”现象。

三、要坚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尊重城乡发展的不

同规律和合理差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弹性、互动的城乡关系。激发

县域发展活力，提高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强化规划引导，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统筹城乡各类用地，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四、要坚持生态文明，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根据资源环境约束条

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加强空间开发管制，采取低冲击

开发模式，建设低碳生态城市，促进城镇集约、紧凑、绿色发展。

五、要坚持传承文化，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村

庄原始风貌，体现地域文化与特色。

由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联合国

人居署共同编纂的《中国城市状况报告 2014/2015》即将出版发行。《报告》融入

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有许多新的理念、新的思

路、新的举措以及各地创新案例，相信对国内外所有关心和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朋

友们来说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2014 年 3 月

姜伟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中国市长协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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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城市发展总能带来真正的机遇，人们可借此释放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消除

社会不平等现象，为所有人创造可持续的生计来源。

在发展议程中，城市平等建立在一系列关键要素的基石之上，其中包括参与度、透明度、

权力问责、消除歧视、民众赋权、法治和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包容。

把城市平等纳入发展的核心，意味着人人皆有进城生活的权利，取得平等的机会，享受城

市所提供的就业、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这也意味着需要规划、建设和管理更紧凑、

联系更为密切的一体化城市中心，更新现有的街区，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它还意味着，人类应

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适当平衡当代人和后代人在经济、社会和

环境方面的需求，确保更高的生活质量。

在本世纪这样一个城市的时代，城市以人为本是一个理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城市

发展的根本目标。它也是一个观念，即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共同迎接最艰苦的挑战。“以人为本”

本身包含了所有城市的繁荣和所有人民的富有。通过重点关注那些机会遭到剥夺、生活贫穷、

无法改变自己人生，寻求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人们，城市以人为本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城

市平等。 

从空间角度看，城市以人为本可视作城市肌理，能够构建和丰富居民的生活，使城市中

的每一个居民享受到生活的乐趣。从更务实的角度看，城市以人为本将每个人与其周围的环

境密切相连，创建多元的内外交流，并推动城市满足人们的各类需求、希冀和愿望。

联合国人居署与其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发掘城市发展的各种机遇，解决与发展相关的各

类挑战，并构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让每个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安全

的城市，并有机会过上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体面生活。

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日新月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实现了 4 亿 5 千多万农村人口的市民化。

在最近的一项举措中，中国政府将城镇化作为中国特色新型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之一，并采取一系列政策解决城市中的不平等现象：向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和

公共服务；在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极，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通过提高土

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使城镇化得以可持续发展；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和税收分

权，从而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并通过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方针政策将推动中国的城镇化朝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减少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

不平等现象，改善中国城乡十三亿人的生活水平。我相信，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更为健康和更

为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将有助于建造我们梦寐以求的更好的城市，并且在我们梦寐以求的

城市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014 年 2 月

霍安·克洛斯

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人类住区计划署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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