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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發佈《城市藍皮書》

2020年中國將邁中級城市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

道）廣珠城軌珠海段的竣工直接影響廣
珠城軌的全線貫通，因此備受關注。近
日，珠海有網友發帖稱看見有火車沿廣
珠城軌開進珠海市區，引起網友熱議。
廣鐵集團相關負責人證實，網友所看

到的火車確實是蒸汽機車，是廣珠城軌
鋪軌的工作車輛，珠海段從8月開始鋪
軌，預計在10月份可完成各項施工並開
始調試，計劃在年底正式通車，意味㠥
目前只開通至珠海北站的廣珠城軌將在
年底全線貫通，將給往來澳門的旅客提
供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

廣州可能參考上海大部制模式，將規
劃局和國土房管局合併成立新機構，
而三舊改造和住房保障這兩塊職能劃
歸至建委名下。知情人士指，調整方
案由穗規劃局牽頭制定，已經有幾批
人前往上海進行考察學習，目前已有
初步的方案出來，但未有最後定稿，
也沒有實施的時間表。
目前，上海市政府下設立了上海市

規劃和國土資源局以及上海市城鄉建
設和交通委員會。相關人士指，上海
的這一架構設置，相當於囊括了目前
的建委、交委、規劃局和國土局。廣
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表示，讓職能
部門執行效率提速，是此次調整方案
出台的催化劑。
有專家稱，如果調整合併之後，管

理權力過於集中，而監管不到位的
話，就很容易產生腐敗。

穗規劃局國土局合併

廣珠城軌料年底全線貫通

城鎮化面臨資源環境挑戰
《城市藍皮書》顯示，中國高速的城鎮化，也帶來不

可持續的困局，面臨資源、環境、經濟動力、城市管
理、交通等十大方面挑戰。

■一：資源消耗 全國有42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
座嚴重缺水，缺水總量達105億m3。

■二：環境生態 按照新標準，中國有2/3的城市空氣質量
不達標；全國城市水質為較差級和極差級的監測點佔
57.2%；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圍之中。

■三：經濟動力 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創新驅動力
嚴重不足，發展成果共享機制不完善，非包容性突出。

■四：規劃建設 規劃建設不切實際，貪大求全，全國有
18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城市文化
特色缺失，「千城一面」。

■五：城市管理 「重建設、輕管理」現象嚴重，城市擴
張和改造中拆遷問題極為突出，全國因徵地而形成的

失地農民高達4,000多萬人。

■六：公共服務 城市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住房、教
育、醫療已成為壓在城市居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七：交通擁堵 中國城市上班族平均通勤時間全球領
先，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1.7%，比加拿大和美國高出
近乎1倍。全國約2/3的城市在高峰時段出現擁堵。

■八：居民健康 衛生部（2011）調查結果顯示，十城市
上班族亞健康狀態的員工佔比高達48%，北京達到
75.3%；。

■九：社會分化 城市貧困問題日益突出，2010年全國城
鎮居民家庭年總收入低於2萬元的貧困人口近3,500萬
人，低於2.5萬元的低收入人口達6,500多萬人。

■十：城市安全 城市內部分佈了大量從事危險、有毒的
生產性行業，生產安全事故頻發；城市災害應急能力
弱，防災減災體系不完善，市民自救意識不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

院昨日發佈的《城市藍皮書（2012）》指出，去年中

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表明中國開始進入

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的城市時代。藍皮書認

為，若未來中國的城鎮化以每年0.8至1.0個百分點的

速度快速推進，到2020年前後城鎮化率將超過

60%，屆時中國將整體邁入中級城市型社會。

中國城鎮人口在2011年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了
51.27%，城鎮常住人口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這表明

中國已經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開始進入到以
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的城市時代。

轉型具明顯地區差異
然而，中國城市社會轉型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特徵。目

前，大多數城鎮化率超過50%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和東北
地區，2011年，在15個城鎮化率超過50%的省份中，北京、上
海、天津3個直轄市已進入高級城市型社會，廣東、遼寧已進
入中級城市型社會，而其他10個省份剛剛邁入初級城市型社
會，中西部地區仍處於鄉村型社會。
藍皮書指出，如果未來中國的城鎮化以每年0.8至1.0個百分

點的速度快速推進，到2020年前後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
60%，屆時中國將整體邁入中級城市型社會。

農轉非成最關鍵問題
研究者同時認為，單純從人口城鎮化率看，目前中國已

開始進入初級城市型社會。而從生活方式標準看，大量進
城務工的農民工、郊區就地轉化的農轉非居民以及縣改區
中存在的大量農民，雖然已被統計為城鎮居民，但這類群
體並沒有真正融入城市。今後20年內，全國將有4億至5億
農民需要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生活和消費方式等方
面全面實現市民化，這將是中國實現向城市型社會轉型面
臨的關鍵問題。
據初步測算，僅解決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農民市民化成

本至少人均10萬元。在未來20年內，要將4億至5億進城農民
完全市民化，至少需要支付40萬億至50萬億元的成本。為
此，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農民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玨北京報道）《城市藍皮書
（2012）》發佈的2011年度
城市科學發展指數排行榜
顯示，排名前10位的城市
依次為：深圳、上海、北
京、廣州、寧波、佛山、
廈門、青島、鄂爾多斯、
杭州，其中珠三角城市佔3
席，長三角城市佔3席，環
渤海城市佔2席，另外2席
被海西城市群的廈門和西
部城市鄂爾多斯所得。
在城市科學發展指數綜

合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
位於東部地區的城市有26
座，佔總數的52%；位於
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
的城市分別有10座、10座
和4座，合計佔總數的
48%。

■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但農轉非仍將是中國實現向城市型社會轉

型面臨的關鍵問題。圖為高樓林立的重慶市渝中半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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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