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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现象对我国“城市病”防治的价值研究
张虎林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现代“城市病”�严重威胁着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逆城市化”现象�旨在探索我国
“城市病”防治对策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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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城市化”现象①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城市化副产品
－－－现代“城市病”②的防治�由专家、学者总结概括城市化
经验教训�提出并逐步兴起的城市康复保健活动。其基本
思想内涵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崛起的大中城市因人口膨胀
引发的高犯罪、低就业、生态环境污染、传染病肆虐、交通拥
挤、住房紧张、发展空间受阻等问题�不是采取否认回避的
态度�而是采取积极探讨防治的办法�通过建设具有聚集、
中心、系统属性功能的“都市化小城镇”③�缓和了诸多“城
市病”对城市化进程的威胁�使大中城市在新的空间获得了
可持续发展�使农村落后地区也获得发展�使过去粗放式建
设管理城市向科学经营城市转变�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协调
发展。

一、我国现代“城市病”成因及其危害
城市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只要有城市存在�就会有

形式、内容、程度不一的“城市病”。所以�“城市病”是城市
化进展的必然产物�不是那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它是当今
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伴随各国日益加
快的城市化步伐�“城市病”在表现形式、内容及危害程度上
呈现出日益复杂和扩张趋势�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
从发达国家防治“城市病”所采取的“逆城市化”社会效果
看�加强科学严谨的城市规划布局�强化政府在城市化进程
中依法调控和经营城市职能�通过“都市化小城镇”建设�缓
和降低“城市病”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危害、推进城市化在新
的空间可持续发展�是比较成功的经验。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进入半工业社会以来�城市化
步伐开始加快。8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在20年间发生了
质的飞跃�老城市被改造提升�新城市迅速崛起�如老城市
上海由于浦东的开发获得新生；重庆由于强力改造�提升为
中央直辖市；小渔村深圳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20年后发
展为走向世界的名城。我国城市化建设�给国家经济、政
治、科技、文化建设�人民生活改善带来巨大成果�其在国家
和区域经济、政治、科技、教育诸方面的聚集、中心、系统属
性功能大大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病”也伴随着我
国城市化进程日益严重起来�它给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给大
中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许多挑战和威胁。

（一）高犯罪率对公民、法人财产和人身安全及社会稳
定的威胁问题。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大中城市�不同年龄、职
业、性别的公民和团伙的违法犯罪在升级。这种违法犯罪�
一方面表现为犯罪数量的增多�另方面表现为犯罪手段的
高智能和公安机关破案的艰险性。高犯罪率�对城市居民
正常工作生活产生极大危害�使人心情紧张�使人与人之间
的友爱、情感、交往、信任大打折扣�损害着政府在社会公众
中的信任度。例如：以侵犯公民、法人财产为目标进而上升
为人身攻击的抢劫凶杀案；以欺骗诈骗在经济领域侵害公
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经济邪教”④势力；以败坏社会风气�
毒害人们心灵为手段的吸贩毒品、赌博、色情、拐卖人口、酗

酒；结成团伙�有组织、有预谋对抗法律和社会秩序的黑势
力。

（二）低就业率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和引发犯罪的
问题。我国大中城市低就业率人群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毕
业学生且已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待业群体；被单位开除、辞
退、优化劳动组合剔除的失业群体；工作量不饱和实行轮岗
的半失业群体；流动在城乡边际的“磨擦性”失业群体。低
就业率的成因�一是城市现有总人口中达到法定劳动年龄
的人数超出了城市就业岗位的设置；二是法定劳动年龄人
口综合素质不平衡�择业者多�就业者少；三是高科技效率
下的“机器吃人”⑤；四是劳动岗位创造率偏低。低就业�必
然影响着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促使人们进行
非正常竞争甚至违法犯罪�危害社会安定。

（三）“三废”与噪声无能处理对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和生
态环境的危害问题。“三废”指工业和居民排放的废气、废
水、废渣�噪声是指机器运转磨擦的噪音。据测定�100万
人口的城市每天能排出污水50万吨�固体污染物2000万
吨！⑥�煤和石油燃烧及汽车、火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大量
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人体接受噪声的最高限度是65
分贝。但是�一根管子通河沟�车车垃圾堆城边�看着烟囱
冒黑烟�是相当部分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公害的现状。例如�
上海市每天有375万吨废水排入黄浦江�兰州市每天排入
黄河的废水也达130多万吨�所以�夏天的黄河、黄浦江水
质发黑变臭；兰州等城市在冬天�头顶上总顶着一个叫人透
不过气的大锅盖；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心噪声白天检测80
分贝�有些街区夜间也达70分贝⑦。“三废”无能处理是指
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忽视对“三废”的统筹管理和技术处理�
重行政处罚而少科技投入。这有悖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基本
要求。

（四）城市空间、人口密度和城市负载能力的矛盾问题。
城市越发展�空间随之缩小�人口密度迅速增大�居民对城
市基础服务功能要求相对提高。这是城市发展内在规律的
基本表现。从深圳和浦东两个新城区建设经验与城市经营
的现状看�制定科学严谨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严格按照规
划布局分阶段实施建设目标�并不断强化城市基础服务功
能�是城市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则。但是�急功近利�不顾长
远�超速超标准强求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通
病�它使城市发展偏离总体规划布局�规模盲目扩大�人口
无节制增长�发展空间迅速缩小�基础设施严重超载。例
如：公路上持续上演的车挤车、车上人挤人的交通问题和打
工族子女上学等问题�表明了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功能的脆
弱有限性；山上城、坡上楼、钢筋水泥摩天楼�表明了城市发
展空间受阻的现实；流感、非典等传染病在城市无规律的爆
发蔓延�表明了城市人口密度高�病因复杂�受害人群广的
必然性。有人说�“城市病”是人对城市过度依赖的结果。
此话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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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资源单边流向对国民经济负面影响的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大中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经济、政治、
科教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作用不断加强�聚集、中心、系统属
性日益显示出来。但是�大中城市对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辐射带动功能仍然很脆弱。特别是人财物等社会
资源�长期单边流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城市。例如：货币资金
在大中城市高度集中�周转半径小�流通速度慢�利润率降
低。而工农业和小城镇建设资金紧缺始终难以解决；智能
资源在大中城市高度集中�有限职位使其浪费�而工农一线
急需高素质人才的武装；劳动力资源在大中城市高度集中�
需求的有限使劳动力资源价值失衡�如青壮年农民工进城
抓了现钱�但荒了土地�丢了庄稼。农村比较先进的生产要
素流向城镇寻求发展�城镇先进生产要素流向大中城市寻
求发展�反映了大中城市聚集、中心、系统属性的必然�但如
果这种单边流向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最需要它的地方长期
得不到满足�在需求相对有限的城市长期积累浪费�这无论
是对城市自身发展还是对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都是有害的。

二、“逆城市化”模式对我国“城市病”防治的参考价值
从“逆城市化”现象及模式在世界各国实践的效果看�

建造“都市化小城镇”�不仅有效缓和了“城市病”对大中城
市的危害�推进了城市化在新的空间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开
发了落后地区。实践证明�这是比较正确的道路和选择。
当然�发达国家与我国小城镇建设是有一定区别的。发达
国家小城镇建设是为克服“城市病”的危害�促进城市化发
展而提出的国策。目前�我国已有16126个⑧建制小城镇�
曾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农村商贸中心、乡镇企业发展中心发
挥着它的历史作用。

建设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大中城市�充分发挥大中城市
在国家和区域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等方面的聚集、中心、系
统属性和功能�是世界各国文明进步的共同要求。但是�一
味强调发展大城市�过分依赖大城市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
活的作用�忽略轻视与城乡居民基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小城镇建设�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农业人口大国国情
的。客观经济规律和国情告诉我们�我国城市化不仅要使
城市健康发展�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三农”问题的解决。因
此�借鉴发达国家“逆城市化”思维模式�适度进行我国城市
化发展重心在战略上的调整和转移�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包
围农村”⑨的道路�在城市圈之外�通过小城镇建设�分化
“城市病”对我国城市化的挑战和威胁�是有积极意义的。

投资小城镇建设可以从根本上拓展我国城市化持续发
展的广阔空间�在现阶段�我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面临发
展空间受阻的局面�由此引发的土地之争和非正常竞争日
益尖锐化。虽然城市的经营者和规划师精心设计着山上
城、坡上楼和摩天楼�但长远看�不是根本出路。例如：兰州
市已有总人口304万�其中非农人口170万�农业人口130
万�每年净增人口3．4万⑩。但山上城、坡上楼随处可见�
由此断定�城市长远发展的空间是没有出路的。在地域广
阔、空气新鲜、地价不高、绿色环绕�急需发展提升的小城镇
寻求城市化发展的新空间�应当是我国大中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出路。

投资小城镇建设是有效防治“城市病”的重要手段和途
径。从发达国家防治“城市病”的有益经验看�对待城市病
的基本方法是：首先要客观地承认它�不能视而不见或躲避
它。其次是从源头上分析认识�找出病因。再次是从长处
着眼�小处着手�研究出实际具体对策调控防治它。综合运
用行政、经济、法律与科技手段�“城市病”对居民身心健康
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危害是可以实现有效调控和防治的。至

今�我们在“城市病”的防治中还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问
题。例如：过去车上人挤人的交通问题�随着车辆增加、公
路拓展得到了缓和�可是路上车挤车的矛盾有尖锐起来�行
路难的问题根本得不到缓解。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大中
城市上世纪60年代公共汽车平均时速20公里�80年代12
公里�目前�上海等大城市繁忙高峰路段3－4公里。有专
家估计�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由于交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
年达5亿〇11人民币；我国城市90％〇12的污水未经技术处理而
直接排入江河湖海�而北京、天律、太原、西安等大城市面对
的是日益严重的“水荒”。提升小城镇在区域经济中的聚
集、中心、系统属性功能�吸引城市过剩人口回流�农村富裕
劳动力向城镇集中�是根本缓和“城市病”蔓延恶化的长远
对策和出路。

投资小城镇建设是具体落实国家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根
本对策。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几经修改。20世纪
5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明确指出�城市规模不宜过大�重点
发展中小城市。但是�种种原因�大城市规模没有控制住�
小城镇方针落实不力。为此�1980年国家制定了“严格控
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
针。可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规模还是不断扩
大�规模等级越高�人口增长越快�其中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为有效控制大城市规模�1989年国家
又制定了新的发展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但是�超大规模城市仍然不断扩大�
至90年代末�我国大城市的数量增加了1．8倍�人口总规
模增加了1．9倍〇13�“城市病”危害突起。显然�控制大城市
规模成了难以落实的空洞口号。投资小城镇建设�不但为
控制大城市规模起到了“节流”作用�也将推动着落后地区
的发展。

投资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大中城市安全有效经营的客观
要求。城市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和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
的长河中积累起来的一大笔社会财富。科学有效经营城市
这笔巨大社会财富�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共
同要求。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四个
方面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对再建和已经建成的城市�要从人
口、就业、交通、住宿、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法制生活等方面
入手�使其与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市基础服务
功能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政令畅通�与外界在经济、政治
等方面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今天的深圳之所以能在20年
间由一个小渔村上升为百万人口大城市�上海的浦东能迅
速崛起�除国家政策支持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的
管理者懂得并善于经营城市。在当前�重建设轻管理�不懂
或忽略城市经营�对“城市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政府官
员不乏其人�例如：新修的漂亮的过街大桥、公路立交桥很
快被摊贩、盲流人口占领�被垃圾包围。诸如此类的“城市
病”威胁着城市的安全与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培育
小城镇都市化属性功能�是减轻“城市病”威胁�确保城市安
全经营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各级政府是各级各类城市的
经营者�承担着培育规范和创造城市优势与内外环境的直
接责任。
注释：
①③〇11〇12黎熙元．现代社区概论 ［M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②⑤⑥⑦⑧〇13吴小渝．中国城市化与西部小城镇发展 ［M］．
重庆出版社�2002．
④综合新闻网 ［N］．兰州晨报．2004．1．14．
⑨游勇．经营城市 ［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外�2000．
⑩百姓新闻 ［N］．兰州晚报．20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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