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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依据不同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可以将我国
的城镇化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各
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同。针
对经济次发达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特定关系，本文着重从承接产业转移的角度，探讨
地区如何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阶段，顺利转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阶段，加
快实现地区新型城镇化目标。
〔关键词〕经济次发达地区;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皖江示范区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两个重要驱动轮。二者互为基础

和条件，互相带动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类历史进步。从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走向现代工业化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内

容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征。目前，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实

现新型城镇化路途还比较遥远。但是在这些地方也有一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地

区，其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仅次于沿海地区，形成我国经济次发达地区。如中部

的两湖、西部的重庆等; 甚至在一个省内也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如安徽的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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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这些次发达地区在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上，具有更

好的承上启下和示范作用。
依据不同发展阶段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变化，本文从城市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出发，探索我国尤其是经济次发达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一、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与发展路径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看，现已成熟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早期

的城镇化水平，在发展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分，其发展过程完全来自市场化过程

的自然演绎。我国目前所倡导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则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的概念，是相对过去我国的传统城镇化而言的，并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路径实施。但是无论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不能继续在政

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完成，而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作用，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使

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各种关系增强互动，协调发展。
( 一) 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对新型城镇化的定义主要集中在国内理

论界。高国力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性概括为几个协调: 一是依托城镇的资源

和环境承载力，协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 二是引导工业加快转型升

级，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三是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加强中小城市建

设，协调大、中、小城市关系。〔1〕陈怀录等认为，新型城镇化要与信息化、新型工

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是区域城乡统筹和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城镇

化，也是产业结构合理、规模化生产的城镇化，最终实现人本、市场、文明、特色、
绿色、城乡统筹、集群和智慧城镇化。〔2〕在强调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区别

上，人们主要从质与量的改变上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定义。如吴定平提出，新型城

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

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

续发展; 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3〕王如松则对新型城镇化的“新”与“型”
进行解读，认为“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

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 “型”指转型，包

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4〕

概括上述理论，所谓新型城镇化，一是实现城市规模由量到质的全面提升，

使城市由硬件建设概念转变为软件服务的概念; 二是统筹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

使各种关系能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人人能无差别地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便捷

和高水准生活。
其实，我们所要实现的新型城镇化，与西方国家高度城市化后所呈现的内容

并无太大差别。首先，在发展理念上，人是第一位的，即城镇化的每项事业都是

围绕人的需要展开，因此它的成果也是人们能切身感受到的。其次，在发展格局

上，城乡之间既没有地缘上的边界概念，也没有硬件和软件等服务设施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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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大城市除了拥有较多公共机构，更多只是作为交通枢纽集散人流和物流; 小

城镇则在服务社区上发挥更多的职能和作用。再次，在发展水平上，那些为满足

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传统工农业，已远远退居次要地位; 为满足人们物质享受的

现代服务业则获得较快发展，在三次产业指标上占有绝对比重。
( 二)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新型城镇化，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寄希望于政府采取更

好更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与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是分不开的。
而国外的研究则更多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性内容展开。美国地理学

家 Northam 通过对各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提出城市化发展的一

般规律呈现一条被拉平的倒 S 型曲线。初始阶段的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

人口超过 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但仍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状态。当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 30%时，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加快推动了农村人

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出现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郊区城市化随之兴起。当

城市人口超过 70%以后城市化进程呈现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此时经济发展以

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区域空间一体化的程度越来

越高。〔5〕而 Friedman 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则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空间经

济整体出发，认为城市或城市集聚区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本、技术等资

源聚集的核心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这种二元空间结构

的区域差异先是随资源不断从边缘区向中心区转移而扩大; 只有当工业化趋于

成熟时，资源才会向边缘区扩散，使边缘区得以发展。因此他主张通过政府干

预，逐渐使边缘区域成为新的有吸引力的工业区位，缩小区域差异，最终打破核

心和边缘的界线，形成完全一体化的空间经济。〔6〕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研究，

英国学者 L·范登堡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城市发展阶段说”，

他认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决定了城市顺

序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结构变化的三阶段依次是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

会; 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第三产业经济; 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与

此相适应，城市化进程也划分为三个阶段: 城市化阶段; 市郊化阶段; 反城市化与

内城的分散阶段。〔7〕其后，美国学者 Ginsburg 等依据工业化进程把城市化过程

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向心期、绝对向心期、相对向心期、相对离心期、绝对离心期

和序列—规则分布期。〔8〕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从传统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也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内容。第一阶段，城镇化水

平在 30% 以下，是城镇化缓慢发展阶段。1996 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

30． 48%，标志着此时的中国已经跨越这一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达

到 30% －70%，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至 2012 年末我国总人口 135404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 71182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 52． 57%。〔9〕虽然我国总体水平已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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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期，但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城

镇化水平较高，普遍达到 60% 以上，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已经由粗放模式转

向集约化发展; 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一般在 40% － 50% 之间。
在这些地区，无论工业化还是城镇化，扩大规模依然是二者水平提升的主要路

径。第三阶段，当城镇化水平超过 70% 以后，将有可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城镇化

水平也将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如美国在城镇化水平快速成长阶段，城镇化率

年平均增长 0． 52 个百分点; 而从 1970 － 1980 年的 10 年间，城市化率的年平均

增长只有 0． 01 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0〕

从上述三个阶段城镇化发展内容看，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努力主要在第二阶

段。在此阶段，经济能否成功转型，产业水平能否适时提升，将决定我国在城镇

化率达到较高水平时，是为城镇化的病痛所折磨，还是为城镇化的成果所享受。

二、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

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没有新型工业化

就没有新型城镇化。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发展还处在

工业带动阶段，只有加快工业化才能加快城镇化发展; 而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

工业基础的限制，加快工业发展需要大力承接产业转移。能否更多地承接产业

转移，以及承接什么水平的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能否真正实现

新型城镇化，及其实现的速度。
( 一)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呈相互带动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上，二者的作用和地位有所不同。
1．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水平通常在 35% － 60%。一方面，一定水平的城市规模

和基础设施为传统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也需要经济动力，而这个动力就来自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

扩张，以及财富积累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从我国 1997 － 2012 年工业化水平与

城镇化水平的走势看( 见表 1) ，1997 年，工业化水平高于城镇化水平近 20 个百

分点，其后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工业化始终保持高于城镇化百分之十几的增

长差距，表明了工业化优先发展，并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事实。
表 1 1997 － 2012 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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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优先发展使二产比重迅速上升，一产比重相应下降。美国从 1870 －
1910 年，一产由 51． 5%下降到 33． 4%，二产由 24． 7%提升为 35． 2%。大批农民

进城转身为产业工人，也带来收入水平总体上的提高。霍里斯·钱纳里用

1950 － 1970 年间 100 个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增长速度和城镇

化水平的变化关系，说明当人均收入大于 100 美元后，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但

是，第二产业的比重提高更快，因此前者与后者的比值呈不断下降的走势。〔11〕这

也说明，在一定的人均收入区间里，城市化水平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化水平

的提高。我们以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2012 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板，演算结

果( 见表 2 中 C /B 一栏) 显示，目前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阶

段。通过四省数据比对，地区之间的差别也清晰可见，说明中部和东部处在工业

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安徽乃至皖江示范区，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城

镇化，其发展的主旋律依然是粗放型的规模扩张。
表 2 2012 年江浙皖赣四省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

注:人均收入( $ ) 按照 2012 年 12 月 31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人民币6． 2855元折
算; A为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的份额; B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C为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工业化与城镇化互为带动，协调发展的阶段

通常当城镇化水平在 60% －70%时，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入互为带动阶

段。这一期间，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

发展。工业的集约型发展带动城市服务功能完善; 城市的集约型发展带动工业

的转型升级。这种协调发展的关系促使二者自身水平不断升级。
当然，即使在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比值时，如果不能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工业化或城镇化任何一方的粗放发展，都将阻碍另一方走向集约; 二者粗放发展

的结果使其互为限制，共同落入“发展陷阱”。这个结果已经在上世纪末，南美

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得到验证。
3． 城镇化带动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

通常当城市化水平超过 70%，工业化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减弱，第三产

业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Vance 认为，第三产业的特点是需要人与人之

间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不可能像工厂那样进行大规模地郊迁; 而且，第三产业的

门类众多，手工操作比例仍然很高，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所需大量的不同性质

的劳动力，因此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占的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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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工业化发展因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兴起，其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而

城镇化却因空间服务领域的扩大，其规模会继续扩大。如美国在 1950 － 1980 年

间，超过 100 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增加只有 74． 5%，而城市面 积 的 增 加 高 达

147． 7%，城市人均用地增加了 84． 4%。〔13〕

( 二) 承接产业转移对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以皖江示范区为例

承接产业转移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依据不同的发

展内容，其影响作用也不同。首先，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

移通过壮大产业规模，影响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其次，在工业化与城镇

化互动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移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化集约发展和水平提升。
Bruhart 和 Mathys 通过对 1980 － 2003 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产业聚集

对城市化经济影响通常是积极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于本地化经济的影

响，金融服务业除外，大多是负面的，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14〕再次，在城镇化

带动工业化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影响城市现代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功能完善。
1． 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经济次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

2010 年 1 月，皖江示范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此后，该地区迎来承接产业转移的高潮。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皖江

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跟进速度明显加快。
从数字比较看( 见表 3) ，2009 年，皖江示范区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全省

水平几乎持平，而比全国水平低 1． 08 个百分点; 到皖江示范区成立两年后的

2011 年，该区域非农产业比重与全省的差距拉大 3． 16 个百分点，而与全国的差

距缩小到 0． 84 个百分点。
再从工业化水平提升速度看( 见图 1) ，2009 年后，皖江地区工业化率大幅

提升，带动全省工业化水平整体走高，并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工业化水平提升

的同时，皖江示范区的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快于全省和全国。如表 4 所示，2009
年皖江示范区的城镇化率高出全省 6． 8 个百分点，到 2012 年，二者的差距拉大

为 7． 5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皖江示范区与全国的差距也从高出 0． 56% 提高为

1． 43%。
表 3 皖江示范区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与全国、全省对比

注:带“* ”号指标为不含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数据
资料来源:2012年《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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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业化率水平对比折线图

注:工业化率根据工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计算。皖江示范区数据不包含六安市的金安区、舒城县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 2013 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 4 皖江示范区城镇化率与全国、全省的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 2013 年《安徽统计年鉴》

2． 承接产业转移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功能

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经济次发达

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则能开始本地区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以皖江示范区的

家电产业为例，2010 年以前，合肥、芜湖和滁州三市依靠家电产业转移风潮，形

成“三足鼎立”的全国第三大家电生产基地。随着家电产业链不断延伸，该地区

的产业基础逐步扎实，城市服务功能也逐步完善。2010 年后，伴随着皖江示范

区成立形成的动力，新一轮家电产业转移大潮再起。但是，此番由沿海向皖江地

区的家电产业转移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中心的转移，而更多是该产业的研发中

心和实验中心的转移; 同时，与该产业升级相关的新型配套产业也紧随而来。皖

江地区的家电产业，不仅从生产基地迅速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走上新技术、新产

品不断涌现，产业水平不断升级的集约型发展; 而且这种发展，还崛起了皖江地

区一个更新更有前景的优势产业———电子产业。
电子产业在皖江地区的迅速崛起，助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一

是因其广泛应用的特点，带动了其它优势产业的水平升级，如装备制造业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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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领域、汽车产业的电子控制领域等; 二是因其产业配套容易下沉小城镇的特

点，能辐射带动小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换代; 三是因其高技术性和集约化

生产的特点，带动了城市化的集约发展和水平提高。
3． 承接产业转移提升了中小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发生的几次产业转移大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产业

转移的内容和层次也大不相同。而产业承接的内容与层次，也是与承接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目前，皖江示范区乃至整个安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

严重阻碍了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和地区产业水平升级。从图 2 安徽与中部省份的

比较中可见，皖江示范区成立后，安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不升反降。这主要是对

工业企业转移的大力承接挤占了三产发展的空间。随着产业配套基础和城市服

务功能的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发展并从生产性企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将有

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能不失时机地抓住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要

求，先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着手，打下承接服务产业转移的基础; 再利用好

上海自贸区现代服务业给皖江示范区带来的辐射优势，那么，地区就能在新一轮

承接产业转移中，迎来城市化水平更快升级的新机遇。
图 2 中部六省 GDP 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柱形图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http: / / tongji． cnki． net /kns55 / index． aspx

三、发展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系统地指明了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提出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
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将为我国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各种制度保证。沿着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进
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统筹工
农、城乡及社会与经济各种关系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 一)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产业是城镇的基础，失去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会带来“城市贫民窟”、“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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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因此，城镇化发展要防止没有产业支撑的“造城运动”，或强行“迁农进
城”。姜瑞斌认为在产业结构上，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应选择走三次产业区域“梯
次型”的发展道路。东部地区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做实产
业升级“领头雁”地位; 部分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则应补走工业化道路，接力
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工业“蓄水池”。同时，加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产业的梯
次转移，鼓励能耗低、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中、西部合理流动，实现体
内良性循环; 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则加强环保约束，限期升级治理。〔15〕

当一个地区需要更多依靠产业承接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必须适时对产
业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保证产业水平不断提升并带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为，
承接地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状况，直接影响着产业转移内容和自主
创新能力。如果承接地的产业结构形成主要靠低端资源利用时，产业承接内容
更多集中在以占有资源和利用资源为目的的产业转移。〔16〕这种低端产业基础只
能支撑低水平的城镇化。低水平城镇化的发展虽然需要并吸引农民进城，但却
不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只能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群存在。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支撑，更需要经济体制和机制的
改革，以适应产业水平升级的需要。从目前条件看，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
及其偏好影响，是阻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大掣肘。产业结构调整，更多要靠市场
引导而不是政府引导。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二) 打造成熟的制度体系，加快城市集约发展步伐
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的适度规模控制，是政府转变发展观念和行为的重

要方面。Henderson 运用 GMM 方法，选取了 80 － 100 个国家 1960 至 1995 年间
每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存在着
一个最优的城市集中度。随着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最优城市集中度会有所下
降。如威廉森的城市集中度最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逐步提高，当人均收入
为 3000 美元时达到顶峰，之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集中度在下降。〔17〕进入工
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阶段的经济次发达地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集
约化发展和稳定性管理。

所谓集约化发展，首先要防止“求大”意识下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规
模越大，管理服务水平越难跟上，“城市病”也越重。其次要防止地方政府借着
发展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大拆大建大开发。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一方面靠房地产
开发解决财政支出问题，另一方面靠投资上项目，特别是房地产项目来拉动经
济。其结果不仅没有拉动内需，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消费需求和城镇化进
程。在未来城镇化建设上，政府应通过体制改革转换自身角色，即从现在的“卖
地人”和“投资人”，转变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人和执行人，才能走上真正
集约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所谓稳定性管理，即通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城市的硬件设
施和软件管理逐步进入一种成熟状态，由此给任何一个愿意居住或进入城市的
人带来公平的享受和稳定的预期。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等领域，政策制定应具备系统性; 其次在政策的实行和操作过程上要有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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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届政府一个目标，互不贯通; 再次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加强政府的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
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 三) 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
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一体，且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城

镇化。为此，一是要解决好我国高达 2． 6 亿的农民工问题，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
市财政保障体系，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二是要通过新农村建设，提高小城镇
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从空间上和体制机制上消除城乡
差别。三是要通过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政策手段，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
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才能使其分享现代化成果，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
别。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
化深度融合，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
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
现代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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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国力:《新型城镇化要有新思路》，《经济日报》2012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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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Ｒights Promoting Development

Abstract :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are important symbols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impor-
tant paths of pursuit of full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mans． Development rights and the
human rights objective of development proposed，the two paths come into combination and promote
each other． From is respect，prote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to plan and promote develop-
ment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multi － dimension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ociet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most basic dimension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through human
rights can make society fairer，culture richer and environment more friendly．
Key words: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fair social; rich culture; friendl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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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Eucken : His Life and Economic Thought

Abstract: Walter Eucken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n the 20th century Germany． Together
w ith Bhm and Grossman － Drth，he studied economic orders of the world and founded the well
known Freiburg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His greatest contribu-
tion lies in the study and formulation in the Nazi Germany of the framework conditions of the eco-
nomic order of a free society，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jor founda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for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and the 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the post － war Germany． This order is coined by him the“Ordo”，meaning a“competition order”
which is able to keep functioning and preserve human dignity． This paper outlines and analyses
Eucken’s life，his methodology in his economic research，his thought on economic order，and its im-
pact up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ost － war Germany．
Key words: Walter Eucken; Freiburg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economic order; competition
order

Feng Xingyuan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Economic
Less － developed Ｒegions of China

Abstract : Starting from the general rule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e-
riods of urbanization level，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ages． Our country is now in the phas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t this stage，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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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region w 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urbanization level，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various areas have different interaction relations． In view of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economic less － developed regions，emphatically from
the angle of undertaking industry transfer，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how economic less － developed
regions transfer from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 driven by industrialization smoothly to the con-
fluent development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new ur-
banization rapidly．
Key words: economic less － developed region;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Wanjiang dem-
onst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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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ty of Gated Community and the Myths of Its Governance
——— The Crisis to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of China’s Communities

Abstract : Gated community，as a defensible residence pattern，is still grow ing． The prosperity of ga-
ted community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In this context，
starting w ith the interpretation to the concept of gated community and the answer to its prosperity，
the author is trying to find the way to a good solution to the community’s governance in China by
the governance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ealistic crisis to the gated
community’s governance． However，the tension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gated community and its
philosophy，which is bringing a big question to gated community，and then the author analyses thor-
oughly the crisis to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of China’s communities latent in China’s policy tools
at present and is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the governance of China’s communities．
Key words: gated community; privatization of space; homogeneous aggregation; the community’s
governance

Feng Minliang
Nanjing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Cause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Micro － blog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bstract : Micro － blog gets the favor of social members because of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ossover”，“multidimensional”and“Ｒe － centralized”in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paradox phe-
nomenon the surging in the number of users and the declining of user viscosity，we ought to further
research o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meth-
od analysis，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icro － blog communication has mutual embedded features of
the social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etwork features of“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and“situation center”social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analyzes the micro － blog’s mutual embed-
ded nature in social network effecting on our society members． The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and“situation center”are meta power to promote commu-
nity members selecting micro － blog in our social structur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bility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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