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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秋季论坛·

城市化与法治化：城市化的法律治理

　　编者的话：２０１１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５０％。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设定的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６０％左右，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５％左右，努力实现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
户。可以预计，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城市化和城市治理都将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大

主题或重点领域之一。与城市化相关的土地、人口、环境、就业、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等

问题，将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呈现。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治理等

问题，将会随着城市化的深入越来越突显。考虑到城市化的未来进程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时间表会有相当长时段的重叠，这些问题的解决会越来越依赖于法律方式，越来越需要

运用法治思维。由此，从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梳理进而明确这些具体问题，探讨与具体

问题相关的法律的制定、实施、适用、评估、修改和废除，或者在宏观方面思考城市化与

法治化的关系，如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对法治的需求是否一样、立足于法治原则的城市化道

路应该如何等等，都将是法律学术的增长点。

　　 《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秋季论坛以 “城市化与法治化：城市化的法律治理”为主题，

旨在引导更多学者关注城市化进程和法治化进程的相互影响，在法治研究中纳入 “城市

化”视角，在城市化研究中纳入法治视角，深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所涉及的各类法律问

题。论坛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８—１９日举行，法学相关学科包括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
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参加了讨论。讨论涉及论题

广泛，研究方法多样。总体而言，论坛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但从具体研讨来看，法律学

者对城市化进程的整体脉络和深远影响的理解不够深入，对城市化所涉具体问题在观念、

实践方面的梳理不够清晰，其他学科的学者则表现出对城市化的法律维度比较陌生，这些

恰恰反映了今后学术研究中城市化视角与法治视角交流融合的必要性。

　　 《法学研究》本期刊发四篇提交论坛的研究成果。《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与城市治理秩

序重建》从公民品格、公民权利角度区别 “市民化”和 “公民化”，论述农业转移人口公民

化的必要性及其对法治秩序的意义。《城市规划区违建执法困境及其解释》主要从国家能力

视角出发，解释城市规划区违法建设的执法效果不彰现象。《城市空间利益的正当分配》主

要从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纠纷的处理切入，讨论城市空间利益分配规则的具体构成及

其形成过程。《城市化升级转型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法》则以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关系为着

眼点，阐述现阶段应该在民生领域实行非市场化原则，并特别重视社会保障的完善和社会

法的建设的观点。这些论文或者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或者有很好的视角，或者具有某种程

度的代表性。本刊将继续关注法治视角下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主题，期待更多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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