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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快城镇化进程研究》系统梳理了城镇化的定义、形式、衡量标准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对国外城镇化的历史沿革、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回顾和综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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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发利用太阳能，只需研发实施光电转化的劳动工具，作为劳动对象的太阳光热资源既不需要采
掘，也不会产生废弃物和影响生态平衡。
因此，太阳能无疑是最为清洁的新能源。
　　近五年来，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
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太阳能光伏产业将成为新能源开发的最大亮点。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目前我国已经量产的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具有能耗小、污染少、成本低和弱
光响应好等特征，适合在国内大规模采用。
由于薄膜太阳能电池易与建筑体融合，成功解决了太阳能电站占地多的难题，可以在城市普遍采用。
要抓住国家扶持太阳能“屋顶计划”的政策机遇，引导新住房普遍安装太阳能电池，支持旧住房加装
太阳能电池。
鼓励电力公司与住户之间实行电力余缺调剂，提高住户安装与使用太阳能电池的积极性。
　　五、低碳的居住模式　　居民是城市的主体。
鼓励居民采用低碳的居住模式，是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重要内涵。
　　（一）“大户小区”的弊端　　我国城镇居住模式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大户小区”，即片面追
求户内宽敞舒适，相对忽视社区公共面积和配套服务，由此导致诸多弊端。
　　1.建设用地短缺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住宅建设和城市绿化都要占用大量土地。
随着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扩张，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推高房价的同时，直接影响人居环
境的改善。
　　2.资源压力加大　　目前，我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每年约8亿平方米。
住宅建设用钢占全国钢材消费总量的20%左右，水泥消耗量占全国水泥总消耗量的10%左右。
作为资源密集性行业，钢铁和水泥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显著加大了资源供求压力。
　　3.环境容量限制　　我国住宅的单位面积能耗为发达国家的2～3倍，每平方米房屋释放出的二氧
化碳高达0.8吨，成为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住宅建设和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迅速增加，环境容量越来越难以承受。
　　4.人际交流减少　　居民社区相对较大的住房面积和相对较少的公共面积，形成人院即进家的生
活方式，明显减少了人际交流。
同住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单元，邻里之间却“相见不相识”。
在社会管理日益向社区集中的大背景下，这种居住模式严重影响社会建设。
　　5.居民负担加重　　片面追求住宅宽敞的消费倾向，不但与我国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产
生了明显矛盾，而且显著加大了居民的经济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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