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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财政与城市化》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变迁。
19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约为10％，1960年达到20％，1978年仅为18％。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发展，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
率为已达50％。
据世界银行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3％，意味着今后的几十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城市
化。
城市化意味着城市数量迅速增加，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市集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地域大幅拓
展并出现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继上升；
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然而，城市化也伴随着诸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例如，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工业和生活用水紧张、教育和医疗资源短缺、住房拥挤、贫民区出
现和犯罪增加等等。
因此，公共财政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有义务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和探讨，并根据中国的特点，吸取
外国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具体有效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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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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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产业政策目标的演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
论和w.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日本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为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应当选择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部门
，大力扶植其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带动经济发展。
　　日本1946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产业“粮食”是钢铁，为了全面恢复战后经济，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
煤炭与钢铁。
“倾斜生产方式”就是选准煤炭与钢铁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
1955-1970年前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以钢铁业、石油化学业、重型电机业为中心，出现设备投
资热潮，工业生产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发展集中于沿太平洋带的东京、中京、阪神、北九州等四大工业聚集地带，产业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推
进重化学工业化。
　　在20世纪70年代，鉴于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环境污染、城市集中、公害问题日益尖锐，日本政
府发表《70年代通商政策展望》，表示要向环境负担较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70年代中期以后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等加工组装型产业为主。
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缩小了大量消耗能源的产业，加强以节省能源与促进替代能源为两大支柱的
能源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加强自主的技术开发。
通产省在《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中提到“技术立国”的方针，这意味着日本实现科技发展战略
转折的决心，提出整个产业结构向节约能源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价值型的结构转变的设想。
新技术产品的特点是质量高、体积小、工艺水平高、消耗原材料少、省劳力、净产值高、成本降低、
竞争力强，不再像原来临海布局的钢铁等大型企业，以靠近巨轮和港湾为最佳选址条件，而是趋向于
在机场周围建立中小型企业。
产品和器材用飞机运输，即向“临空型”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了工业分散布局的倾向。
当然，这种分散是就全局而言，是在高精尖技术基础上的分散，分散与集中是统一的。
在新技术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高级技术产业群区，在具体地点的分布上仍有集中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九州南部（日本的南部）的熊本、鹿儿岛、宫崎二县境内相继建立了以生产集
成电路为中心的工业地区，九州成了日本的“硅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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