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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蓝皮书指出 2020 年城市化率将达 55%

我国“城市病”或集中暴发

据法制晚报消息 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 55%。 中国大型城市正步入“城

市病”集中暴发期。

2 月 9 日上午， 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

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

城市发展报告 2012》。

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是近年

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

2011 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 50%， 在统

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

虽然这是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和统计的，也就是说把在

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统计为“城镇常住人

口”，但是这些群体的城市化劳动与生活是常态性的，他们

真实地支撑着中国城市化进程。

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 55%，其间 1.5 亿

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 不过蓝皮

书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

资源压力。 从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参差不

齐，但是都在步入郊区化、大都市化的关键阶段。

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

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

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将是城市病的集中暴发期，城市病将

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

缓。 蓝皮书还指出，中国城市化除了要考虑人口、空间涵义

之外，还应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涵义。 城市化区域的农民

上楼，并不代表着转身便成为市民。

相关

城市升级 得挖本土特色

2 月 9 日上午，《国际城市发展报告 2012》 首次提出

“国际城市 2.0”概念，相比这一概念，我国城市治理仅处

1.0 版水平。 对于崛起中的城市而言，我国城市发展已基本

完成了依照国际通行标准建设城市框架和配置城市功能

的所谓“国际城市 1.0 版”。其基本标志，在功能空间上包括

设立中央商务区、大型住宅社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轨道系统等。

“国际城市 2.0 版”对于崛起中的国际城市而言，其关

键涵义就是在完成有关国际城市的基础框架建设之后，探

索如何差异化发展、特色化升级。 2.0 版的国际城市建设，

必须也只能以挖掘本土文化和发扬自身特色为基点。

“中俄国际列车劫案”

逃犯邵迅

被判刑15年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记者 公磊 涂铭）北京铁

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 9 日对“中俄国际列车劫案”逃犯邵

迅涉嫌抢劫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邵迅有期徒刑

1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88480 元。

1993 年，中国驻俄罗斯使馆陆续接到在俄罗斯经商的

受害人报案，称在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被抢。 随后，

北京铁路警方开展了一场专项打击行动。 至 1993 年 10

月，4 个犯罪团伙全部被警方查获，共抓获主要成员和骨干

分子 60 多名。 其中，31 人被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含死

刑），14 人被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抢劫团伙成员之一

的犯罪嫌疑人邵迅一直在逃。

据法院介绍，邵迅在逃期间，被北京铁路警方列为网

上追逃人员。 为逃避抓捕，邵迅曾改名并在广东、广西等地

经商。 2011 年 8 月 28 日，北京铁路警方根据线索，赶赴南

宁市将邵迅抓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 年 1 月至 5 月间， 被告人邵迅

伙同朱兴金、苗炳林等人在莫斯科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劫

取中国公民财物。 邵迅共参与抢劫 10 次，抢劫 21800 余美

元、7600 余元人民币、50 余万卢布，以及金戒指、金项链、

手表等物品。 在法院审理期间，邵迅主动退赔人民币 10 万

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邵迅多次伙同他人在莫斯科以暴

力、胁迫的方法劫取中国公民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且情节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但鉴于邵迅认罪态度较好，且

到案后能够主动退赔，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邵迅有期徒

刑 1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88480 元。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就王立军事件答问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

室 9 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 2

月 6 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滞留 1 天后离

开。 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中国机器人首次

在南极冰盖自主行走

据新华社中山站 2 月 9 日电 经过近两个月

的试验，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长航程极地漫游机器人

顺利通过在南极的“身体素质”测验，并在内陆冰盖

地区完成了 30 公里的自主行走。 这是中国机器人

首次在南极冰盖实现自主行走。

这个机器人重约半吨， 可在极地零下 40 摄氏

度的低温环境中作业。橘红色的机器人看上去就像

一辆越野吉普车，其车体采用越野车底盘悬挂技术

进行设计，4 个车轮均换成三角履带， 以提高其在

极地冰雪地面上的行走能力。它还配有一套自主驾

驶系统，可以实现极地冰雪地形地面环境识别及评

估、定位导航和自动驾驶等功能。

来自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卜春光

和陈成是此次极地机器人实地考察与应用研究项

目的现场执行人。 从去年 12 月 9 日到今年 2 月 5

日，他们先后在中山站附近和内陆出发集结地附近

的冰盖地区， 对机器人进行了移动机构性能测试、

探冰雷达搭载试验以及长距离自主行走测试，并达

到预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