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管理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管理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2588

10位ISBN编号：7300122582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姚永玲

页数：2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管理研究>>

前言

当“城市边缘带”这个名词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城市与乡村交叉的现象似乎才引起了学界的注
意。
事实上，自从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和乡村的交叉。
只是因为快速城市化使得这一特殊地带的问题凸显出来，边缘特征更具有了神秘色彩，因而它才成为
人们研究城市化时的一个特殊话题。
尤其是国情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更赋予了这一地带很多特殊的含义，使得对它的研究更加
注重特定地域性。
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扩张概念，它集中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
。
随着这一地带边缘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它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交会地带和敏感地区，成为
城市发展、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不能回避的一个节点。
城乡结合部是集城乡地域交叉、农居生活交叉和街乡行政交叉于一体的“三重”交叉点，所涉及的问
题远比一般的纯城区和纯乡村都要复杂。
北京市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的首都’而且这个人口大国的地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
很典型。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问题不仅涉及本行政辖区内的交叉问题，更涉及全国范围的
三重交叉问题。
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与近郊的区县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区范围向外推进和
城市人口的膨胀，还有很多地方也将变为城乡结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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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扩张概念，它集中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
。
随着这一地带边缘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它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交会地带和敏感地区，成为
城市发展、城市统筹和城乡一体化不能回避的一个节点。
　　我们研究北京市城乡结合部问题，不仅是想通过这一地带所表现出的特殊现象，深入剖析各种利
益关系纠结的实质，更是想通过北京市实际发生的典型事例，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尤其是想通过实
证研究，探索城市边缘带的演变规律，来回答城市是否有边界、城市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处理城乡差
异引起的各种利益关系等问题，为城市化及其问题的解决添砖加瓦，为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尽一份
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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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来确定城乡结合部的范围。
在土地利用性质方面，城乡结合部是农地与非农地的交叉；在土地权属性方面，城乡结合部是国有土
地与集体土地的交叉。
由于土地的这种混杂交错，随着大城市的膨胀，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不断转化为非农业用地，集体土
地不断转化为国有土地，在特定地域上形成使用性质和权属的纵横交错。
可以利用城市国有土地占全部土地（或集体）的比例来划定城乡结合部的范围。
但是，由于集体土地大部分已经不是农业用地，而成为商业设施用地，农民、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的
居住用地以及企业用地等非农业用地，因此，采用土地比例来划定界线往往会缩小城乡结合部的范围
。
（二）以人口户籍特征为界限的划分以人口户籍特征为界限的划分是指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流动
人口的比例为依据的划分。
同时，由于城乡结合部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交界过渡地带，区位独特，既不同于城市内部，又区别于农
村区域，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过渡性。
其中，流动人口集中分布更是城乡结合部的一大特点。
因此，采用居住地中有户籍的城镇居民和农民与非户籍的流动人口之间的比例作为划分标准，可以比
较真实地反映城乡结合部人口交叉分布的状况，而且是一个具有明显动态性的指标。
（三）以城市建设程度为特点的划分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出现，形成了城市建设与原
有乡村的交错地带。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建成区将不断向外延伸，呈现出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
因此，城市周边农村中的城市建设程度可以作为衡量城乡结合部的标准之一。
由于城乡结合部界线的动态性特征，使得人们对它的界定产生了模糊的概念，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往
往是由基层管理人员和当地居民的主观认知来决定某一地域是否为城乡结合部。
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在工作中习惯性地将某些地域界定为城乡结合部，那么这些地带也
就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公认的城乡结合部，而且这种认定更具有实践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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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几易其稿，将鼠标移动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感觉前一段研究中该说的话说完了。
但真正关闭电脑，又觉得要研究的内容还很多。
的确，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复杂的地带，而且是一个打着明显时代烙印的特殊地带。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产物，这里面蕴涵着中国城乡发展的轨迹，有着太多的关于中国城
市与农村关系的缩影。
随着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可以预见，这方面内容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不能回避的重要研究领
域。
因此，这本书也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工具，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
笔者在撰写本书之前，主持了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的一个相关课题。
该课题对北京市具有明显城乡结合部特征的八个区以及重点街道和典型村庄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获
取了关于各基层政府、居民、农民和流动人口等不同利益群体的相关调研数据，加之基层干部的经验
教训介绍和工作体会，以及笔者本人在迎奥运城市市容环境整治工作中的现场亲身体验，因此，本书
的素材大都来自该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实地调研数据，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实际工作部门和现实情况
真实写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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