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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6_80_8E_E

6_A0_B7_E5_A4_84_E7_c57_644968.htm 在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改

造和城市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各种因子构成了一个

内在逻辑关联极为紧密的系统。因此，在城建工作中必须统

筹规划，全面考虑，不能跳跷跷板，搞单打一，顾此失彼。

根据各地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好以

下几个关系问题。 1、改善环境与发展产业的关系百考试题

－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产业是立城之本，产业是

兴市之基。在古代社会，正是由于分工的发展，交易的需要

，才出现了人口的聚集和最初的城市。现代城市早已今非昔

比，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背后，支撑其繁荣

的根基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产业。这一点不会因为时光的流

逝而改变。当然，对产业要用发展的眼光作动态的理解。从

最简单的手工业到现代高科技产业，从实物产业到虚拟产业

，从物品产业到服务产业，正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和推动，才

产生了建立城市和改善城市环境设施的内在需求，城市的规

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才得以显现。也正是这些产业的存在和发

展，才为改善城市环境和设施提供了足够的人力、物力、财

力保障。不能设想在一个产业凋零破败的地区，可以建设起

一座好的城市。采集者退散 强调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并不是

说城市环境设施建设无关紧要。优美的城市环境，发达的基

础设施，良好的制度氛围，是吸引投资和发展产业的必要条

件。问题是凡事要有个度，要量力而行，要考虑机会成本。



如果脱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财力条件，盲目扩大城建规

模和提高城建档次，整天弄花弄草修广场，只能制造虚假繁

荣，而不能带来产业和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要防止城市骨

质酥松症，在实现城市“长高了”的同时，更要使城市“长

强”。 2、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关系百考试题论坛 每个城

市都有它的重点路段、核心区域和标志性建筑设施。这些点

、线、面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对外展示价值，因此，各地

城建的着力点大都向此倾斜，每年都要确定一批“重点”项

目，由主管部门和首长亲自抓。如果这些重点项目决策科学

，确有兴建之必要，使其尽快建成投入使用，对于解除瓶颈

制约，缓解短缺状态，改善城市功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

，把有些重点项目搞过了头，突出到了不适当的位置，就很

成问题了。比如，有的广场，有的路段，几经改造，已经达

到了很高的标准，为了争“第一”，比“靓丽”，不停地进

行翻新改造，继续投入大笔资金。与此相反，大量的民用设

施、民生设施却得不到应有的改造和完善，长期处于带“病

”运转状态，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如水管爆裂，煤

气泄漏，交通不便，路灯不亮，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社区

公用设施极度短缺，等。这种“雪上加霜”的情况与“锦上

添花”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种做法就令人怀疑了。这些“

重点项目”的锦上添花，是有机会成本的，是以牺牲别的利

益为代价的。来源：考试大 在搞好重点路段、场馆等公用设

施建设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非重点“支系”建设。有很多

与广大市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小项目”、“小工程”，花钱

不多，但作用不小，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很大实用价

值。比如，改善支线道路交通条件，铺设民区方砖步道，加



强社区公共阅览、健身、游艺场所建设，绿化美化民区环境

等。总之，城市建设在搞好必要的重点工程的同时，应把有

限的资金更多一些用在“民生”项目上，更多地关注一些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把城市公用设施的观赏性和实用性、标志

性和普惠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3、地上工程与地下工程的关

系来源：考试大 在搞好地上工程建设的同时，也要搞好地下

工程建设。随着城市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地下需要不

断铺设新的管网和线路，其密集地区已呈杂乱蜘蛛网状态，

经常出现各种故障，经常需要“开肠破肚”进行修理和补充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水管、煤气管道、电缆、通信线路、

有线电视、供暖设施等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各自为战，无序

施工，造成地下管线极端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地面

工程即使搞得再完善，再漂亮，也没有安全感，随时随地都

有可能闹“地震”。人们经常看到很多地方在挖了填、填了

挖，反复折腾，不知损失了多少资财，负出了多少环境代价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地下工程欠帐太多，隐患无穷。因

此，政府应有长远考虑，下决心搞好地下管线的规划和管理

，密集区段可修地下隧道。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地下

设施的改造和完善投资不足，长期被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与城市管理者的施政目标发生偏差有关。地上工程建

一个，人们就会看到一个，管理者的“政绩”也就展现一个

。而地下工程，犹如一团乱麻，费力扯不清，把钱财和精力

花在这上面，即使取得了成绩，也不像广场、绿地、路灯那

样显眼。因此，官员在有限的任期之内，对地下工程大都采

取拖延战术，对付一天算一天，这也是合乎其任职“理性”

的一种选择。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校正“政绩”考核偏差



。如果有这样一位市长，在他任职期间，即使放缓了地上工

程改造的步伐，而有效地解决了地下问题，他也是一位功德

无量的好市长。 4、硬件设施与人文精神的关系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现代化城市建设，不能光靠

有形的硬件去支撑。钢筋混凝土能使高楼林立，但不能铸就

高品位的市民之魂。一个缺乏理性的城市，一个不善于抽象

思维的群体，是不可能朝着正确方向迈向未来的。 如果把环

境、城市建筑、经济状况比喻为城市的衣衫、筋肉和骨骼，

而市民的人文精神则是城市的大脑，徒有强壮的骨骼和筋肉

，没有灵活的大脑，也决不是一个健美之人。 我们经常看到

这样一些情况，有些粗野而不讲公德的人，坚固的石凳被搬

得东倒西歪，甚至砸为两截；花草树木，随意攀援采摘；嫩

草新萌的绿地，惨遭皮鞋铁钉的蹂躏和践踏；一顿野餐过后

，各种残留物扔得遍地都是，一片狼藉；广场上供人欣赏的

鸽子，被人捉去烹了做下酒菜；开发商违规操作，劈山毁林

建楼舍；污水横流，浓烟滚滚，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随处可

见。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城市建设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它

呼唤着理性的复归和人文精神的弘扬。 5、富裕者利益与公

众利益的关系 在城市土地配置与再配置的过程中，有一种倾

向很值得人们注意，越来越多的好地段被建成了富人区。那

些个售价昂贵的“花园”、“山庄”、“别墅”、“豪宅”

、“公寓”之类的居所，大都坐落于城市的上好之地。环境

之优雅，交通之便利，设施之齐全，无不尽收囊中。而收入

欠丰的普通百姓，则抵挡不住有钱人的进攻，一部分一部分

被迁移到地脚较差的地区。在金钱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城

市土地正在被重新分配。不同等级的居所，已经成了新的身



份象征。来源：www.100test.com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理性的组

织，那些能够买得起豪宅的人，毕竟是少数，除了他们之外

的人群，同样应当给予关爱。除了金钱规则之外，人类社会

还有公平和正义。政府规划着土地的使用方向，它应该更多

地站在社会公众利益的立场上来管理土地，不能老是让富人

和开发商牵着鼻子走。 6、政府主导与市民参与的关系 在城

市建设工作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是城市建设的

规划者、决策者、管理者和公共用品主要投资人。一个城市

的建设和管理能不能搞好，关键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效率和

威望。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

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作失误，在城建工作中除了正确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之外，要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和市民的广泛参与

，集思广议，把各种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吸纳进来。尤其是

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的独立研究和专门视角，对政府决策

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即使是唱反调的意见，也要高度重视

，择其善者而从之。 7、加速发展与稳步推进的关系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当滞

后的，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使城市建设保持较高的发展

速度，有其客观必然性。在今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各

地的城市建设将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在争取较快城市发展

速度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建设的内在规律

必须遵循，不能超越历史前提和现实条件盲目扩张，不能好

高骛远，贪大求全，企图一口吃个胖子。有的地区的领导干

部制定大而不当的城市发展规划，在财力拮据，资金不足，

产业萧条的情况下，搞大规模动迁，开工一大批基建项目，

动辄就要建什么“国际性城市”、“国际大都市”、“现代



商贸金融中心”等。还有的干部为了出“政绩”、树“丰碑

”，大干“花架子”工程。这样大兴土木的结果，有的地方

政府负债累累，陷入财务危机；地方企业和百姓不堪重负，

怨声载道；那些半截子工程、花架子工程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眼看着老百姓的辛勤汗水付之东流。在我国城市建设中出

现的这种急躁冒进做法，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了。 8、本届

政府和下届政府的关系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城市建设是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作为其主导

者的政府，必须超越政府任职周期的局限，衔接好与上届政

府和下届政府之间的关系，既要修正错误，改进工作，不断

创新，又要注意保持政策、规划、投资上的连续性。 处理本

届政府与下届政府之间的关系，至少有这样三点应该注意：

一是在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城市长远发展规划的决定等问题

上，应科学论证，为下届政府留下一个科学可行的蓝图。二

是项目实施上要有长远打算，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

怀，为下一届政府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三是在财政支出上

要量入为出，不举过头债，不要把债务负担大量留给下届政

府。 相关推荐：钱学森建筑科学五大理论（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