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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多中心都市区:一个热点议题

  大都市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全球化进程

中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世界巨型都市区的发展在

21世纪初呈现出新的趋势
[ 1]
: 即大、中、小不同规模

的城市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它

们在形态上各自独立,功能上紧密联系,并共同形成

具有巨大经济实力的 /多中心0城市簇群。在亚洲,

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日本的京阪走廊

和印尼的大雅加达地区都是典型的例子。多中心的

巨型城市区域同样出现在欧洲和北美, 如德国的莱

因鲁尔、荷兰的兰斯塔德和美国南加州的洛杉矶。

1999年 5欧洲空间发展展望 ( ESDP) 6将 /多中

心城市0作为其重要的政策目标加以推行, 以强调

不同地区的公正与平等, 促进均衡和可持续的城市

发展。如何在欧洲实现区域都市结构从 /蓝香

蕉0 [ 2 ]
、/五边形0 [ 3]

到更加多中心的 /葡萄串 0 [ 4]
的

转变引发了广泛讨论 (见图 1)。 /多中心 0概念在

欧洲空间规划领域逐渐上升为学术界、规划实践界

乃至政界的热点议题,多中心都市区域也由此成为

规划界关注的焦点。德国的大都市区由于拥有典型

的多中心结构,因此是研究欧洲多中心都市区的最

佳案例之一。

  二  多中心都市区的概念界定

  多中心这个 /美好0的概念在 ESDP中并未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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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欧洲都市结构之 /蓝香蕉0、/五边形0与 /葡萄串0示意图
资料来源: Brunet R. Les villes europ�enn es, Rapport pour la DATAR. Paris: docum entat ion F ranca ise, 1989: 80- 120; ESPON. EU. 2005: M ap5.

3; K lau sR Kunzm ann, M ichaelW egen er. The Pat tern of Urb an ization in Europe. Ek ist ics, Sp ecia l Issue: Urb an Network ing in E uropeÑ andÒ,

1992( 59 ): 352- 352。

到确切的解释。它的具体含义,它在实践中应用的

尺度, 它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等诸多问题至今混沌不

清,这使得欧洲各国的空间规划对 /多中心政策 0的

理解和运用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讨论德国大

都市区及其多中心结构之前,笔者先简单阐述对多

中心概念的一些基本认识。

概括起来, 理解 /多中心 0都市区可以从地理、

功能和行政三个层面入手。

从地理位置和空间形态来看, 多中心概念指

的是在某一具体空间地域中,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多个中心, 而不是唯一中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多中心概念具有尺度上的依赖性, 在某一尺度上

的多中心可能是另一尺度上的单中心。例如从城

市区域层面来看, 巴黎具有明显的分等级的多中

心城镇体系, 然而换到国家层面来看,巴黎则是单

中心的,因为几乎全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力量都集

中在这里。

从功能层面来看, 分布于一定地域里的多个中

心在功能上是紧密联系的, 中心与中心之间进行着

频繁的经济和信息交换。通常,较低层次的服务功

能会从等级较高的中心向等级较低的中心扩散,因

此某一个或几个中心组成的功能性城市区域将对整

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起到主导作用
[ 5]
。在部分地区,

不同中心之间可能还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分工, 例如

兰斯塔德的海牙是行政的中心,而鹿特丹则是港口

经济中心。

从行政层面来看, 与地理空间上的多中心相对

应,一些多中心地区的行政管理也是多中心的,权力

呈分散状态,例如在联邦德国, 不同的中心城市具有

各自独立的行政权力;与此相反,另一些多中心地区

则可能通过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来实现管理。这种

/集权0和 /分权 0的区别使得多中心都市区的内在

关系和外部联系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

值得一提的是, 现今多中心都市区不再仅仅是

一种空间形态或客观存在, 它已经发展成为规划师

心目中的 /战略手段 0和 /规划理想 0) ) ) 多中心空

间发展战略。在规划师看来, 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体

现了平等和社会公正,减少了距离和流动性,促进了

社区认同,避免了单中心集聚带来的贫富分化、交通

阻塞、资源破坏等弊端, 尽管这些结论并没有确切的

实证来证明。

  三  德国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结构

  德国拥有 16个联邦州, 相比其它欧洲国家, 德

国的城市体系呈明显的多中心结构 (见图 2)
[ 6]
。德

国没有一个可以和巴黎、伦敦、纽约及东京等国际化

大都市区相匹敌的 /世界城市 0,国际性城市功能被

柏林、汉堡、慕尼黑、莱茵 ) 美茵等诸多大型都市
聚集区所分担。其中, 柏林是行政、文化和高新技

术的中心,汉堡是媒体及港口城市, 慕尼黑集中了

大量科研与高技术部门, 莱茵 ) 美茵则以银行、金
融和化学工业著称。因此, 德国需要将这些大都

市区整合为一个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整体与前述

国际化大都市进行竞争。反过来看, 与将各种国

际专业功能聚集在一个或两个都市区的国家相

比,德国的都市区结构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国际

经济的风云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多中心都市结构是

与生俱来的,可以追述到上千年前,它并不是刻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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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德国的多中心城市结构
资料来源: FederalO ffice for Bu ild ing and Region al Plann ing. Spa2

tia lDevelopm en t and Spat ial P lann ing in Germ any. B onn: Federal

O ff ice for Bu ild ing and R egionalP lann ing, 2001: 8, 13。

空间规划的结果。事实上, 德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

史只有 138年
¹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割据, 君主

国家、公爵领地或其它独立封建领土的存在,德国形

成了为数众多、独立分散的城市中心。德国强大的

联邦制度、二战失败后盟军对其造成的分裂影响,也

维持和强化了这种多中心系统。并且, 国家历来重

视各联邦州的协调与公平发展,不断通过区域性的

社会经济规划来分散布置人口和就业。所有这些都

促使德国没有绝对主导地区、多核心分散的城市网

络的形成。

11国家层面的大都市区空间规划
然而,这些 /隐藏着0的多中心都市区一直没能

引起国家空间规划部门的重视,直到 1990年代情况

才有所转变。其原因在于,战后德国 (联邦德国 )的

空间规划强调 /均衡的经济发展 0, 追求全国范围内

生活环境的平等性, 而不是支持个别中心的功能聚

集。因此,州和区域层面的空间规划以克里斯塔勒

(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为依据, 通过推行社会福

利政策来给公民提供平等的生活和社会基础设施。

这使得城市的经济功能被局限在区域范围内, 针对

优势城市聚集区的规划政策被认为会加剧地区差距

和破坏空间公平。故而到 1980年代末, 由各州部长

组成的 /区域政策部长会议 (MKRO )
º 0仍没有任何

政治意愿和动机, 基于国家或者国际背景来思考那

些具备战略意义的国家大都市区的未来发展
[ 6]
。

进入 1990年代,东西德统一带来新的地区不平衡,

以及全球市场的持续整合和变化, 使得德国空间规

划的目标、方法和途径逐渐发生转变。尽管均衡发

展策略依然重要, 但都市聚集区不再被视为是需要

避免进一步聚集的城市地区, 而是具备国家及国际

经济竞争力的空间载体, 它们被定性为空间发展的

/驱动力0和 /电动机 0。

图 3 2005年 MKRO确定的 11个国家大都市区

资料来源: BMVBS, BBR. Persp ectives of Spatia l Developm en t in

Germ any. B onn /B erl in, 2006: 39。

1997年, MKRO首次通过大都市区空间发展决

议, 即 5德国的欧洲大都市区 ( European m etropo litan

areas in G ermany ) 6。决议明确了 7个具有欧洲影响

力的德国大都市区,分别为: 柏林 ) 勃兰登堡、汉堡、

慕尼黑、莱茵 ) 美茵茨、莱茵 ) 鲁尔、斯图加特和哈

利 ) 莱比锡 ) 萨克森三角区。 2005年, 由于联邦州

之间利益平衡的需要,以及新都市区发展潜力的显

现, MKRO又决定新增 4个都市区, 分别是:纽伦堡、

汉诺威 ) 布伦瑞克 ) 哥廷根、莱茵 ) 莱卡和布莱

梅 ) 欧登堡。由此,德国形成了由 11个大都市区构

成的区域都市网络 (图 3)
[ 7]
。这些都市区在全球和

欧洲范围内具有良好的交通及信息可达性, 它们是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传媒,并对周边地区产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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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 (表 1)
[ 8]
。同时, 11个都市区形成的多中

心空间网络防止了人口、就业、交通和基础设施在某

一地域内过于集中,都市功能在国家尺度上的分散

反映出了德国联邦结构的特点。

  表 1 德国 11个欧洲大都市区简况

都市区 位置
人口

(百万 )

面积

(平方公里 )

经济总增加值

(亿欧元 )
主要城市 主要职能

莱茵 ) 鲁尔
位于德国中西部, 北莱茵 ) 威

斯特法伦州
11. 5 10800 2940

科隆、多沙尔多夫、波恩、埃

森、多特蒙德等

矿产业和行

政管理

莱茵 ) 美茵
位于德国中西部, 跨黑森、巴

伐利亚、莱茵兰 ) 法耳茨 3州
5. 3 13400 1600

法兰克福、威斯巴登、奥芬巴

赫、美因兹、达姆施塔特和阿

莎芬堡等

银行、金融和

化学工业

慕尼黑 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 2. 5 5500 1050
慕尼黑、奥格斯堡、兰茨胡特

等

科学研发与

高技术部门

柏林 ) 勃兰
登堡

位于德国东北部, 跨柏林、勃

兰登堡 2州
6. 0 30300 1130

柏林、波茨坦、法兰克福奥德

等

行政、文化与

高新技术产

业

汉堡

位于德国北部, 跨下萨克森、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与
汉堡 3州

4. 2 19800 1190 汉堡等
媒体与港口

业

斯图加特
位于德国西南部, 巴登 ) 符滕

堡州
4. 7 10900 1320

斯图加特、海尔布隆、图宾根

等

汽车制造业、

电子和精密

仪器

哈利 ) 莱比
锡) 萨克森

位于德国中东部, 跨萨克森、

萨克森 ) 安哈特、图林根 3州
3. 5 12100 640

开姆尼斯、德累斯顿、哈利、莱

比锡、茨维考等

机械制造和

交通业

莱茵 ) 莱卡
位于德国西南部,跨莱茵兰)
法耳茨、巴登 ) 符腾堡和黑森

3州

2. 4 5600 620
曼海姆、路德维希港、海德尔

堡等

汽车与化学

工业

布莱梅 ) 欧
登堡

位于德国西北部, 跨布莱梅和

下萨克森 2州
2. 4 11600 550 布莱梅、欧登堡等 港口业

汉诺威 ) 布
伦瑞克 ) 哥
廷根

位于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 3. 9 18600 900 汉诺威、布伦瑞克、哥廷根等 科学和研发

纽伦堡 位于德国东南部,巴伐利亚州 3. 4 19045 940 纽伦堡、埃尔兰根和福斯等
电子和机械

工业

  注:人口数据为 2004年,经济总增加值数据为 2003年。

资料来源: BMVBS, BBR. In itiat ivk reisE uropaeischeM etropo lregion in Deu tschland. Bonn: Bundesam t f�r Bauw esen und Raum ordnung, 2007:

31- 45。

  在德国,空间规划体系主要由联邦、州、区域和

地方 (城市或镇 )四级构成, 其中联邦、州、区域层面

的规划偏重政策性和指导性,地方规划则包含城市

土地利用规划和更详尽的建造规划。大都市区发展

政策的制定并非是在现有规划体系中增加一个新层

次,而是对至关重要的国际性都市空间发展问题进

行策略补充。国家层面的大都市区规划的意义在

于,通过整合都市系统和促进区域合作,能够强化都

市聚集区原有的优势,并在欧盟或全球化的发展进

程中, 保持都市区中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依据

5德国的欧洲大都市区6,德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发展

战略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与功能整合;增强国际

性交通和通信系统的内部连接, 都市区内部和都市

区之间形成更好的合作和更加紧密的联系; 保护和

提升环境质量;在都市区的影响范围内构建区域和

城市网络;将大都市区纳入州发展计划和区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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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之中;制定区域政策及区域发展框架的整体性

概念; 建构国际化的区域市场; 区域自治和促进地方

政权之间的协作。显然,为实现这些目标,促进三个

层次上的城市与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分别是大都市

区与大都市区之间 (同时充分利用与邻国都市区之

间的国际联系 )
»
; 都市区内部的不同地方政权之

间;都市区的核心地区与广阔外围地域之间。然而

在地方政府掌握实权、多中心分散的联邦行政体制

下,促进合作并非易事,这也是大都市规划政策被批

评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5德国的欧洲大都市区 6之外, 联邦空间发展

概念也对都市区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依据5联邦区
域规划法6,交通、建筑与城市事务部门¼

有义务颁布

/联邦地域的空间发展概念0来指导 16个州的建设。

2006年, MKRO颁布了 5德国空间发展概念及途径6。

新发展概念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它揭示了德国空间

发展面临的挑战,也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 1)成长与创新

即促使各个地区都能释放出它们的发展潜力,

为经济增长、就业及创新作出贡献。尽管大都市区

集中了 /门户 0、/决策与管制 0、/创新与竞争 0三大

核心功能, 但空间规划要避免使 /大都市区等同于

增长, 乡村地区等同于萧条 0, 都市区需扮演好 /引
擎 0角色,积极分担落后及边缘地区的发展责任。

( 2)提供公众服务与公共设施

即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

上,进一步科学地为公众提供平等的居住条件和充

足的社会服务。在合理配置基础设施的同时, 努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负

增长、劳动力市场不足等问题。

( 3)自然资源利用与文化地景塑造

即保护有限的土地、河湖、森林及其它自然资

源,促进可持续的空间发展;积极主动地发掘地方文

化景观,塑造多样化的城市和区域特性。

21城市区域层面的大都市区空间规划: 莱茵鲁
尔与柏林 ) 勃兰登堡

德国大都市区具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 在各

个都市区内,大部分地区的空间结构也是多中心而

非单中心的,即区域内部不存在绝对主导城市。城

市区域的多中心有利于发展分散的居住点、开敞空

间、绿化带和平衡分布的交通流,以减少人口和环境

压力。

位于德国西部边境的莱茵鲁尔都市区便是这样

一个经典案例,它是空间上平衡,并具有一定程度劳

动力分工的城市地区。这个地区包括近 90个大小

不等的城市和小镇,约 1200万人分别居住在诸如科

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埃森、多特蒙德等不同城

镇中。莱茵鲁尔没有明显的 /核心城市 0, 只有 11

个高级中心, 每个中心约有 50万至 100万的人口

(图 4)
[ 8 ]
。在这个略呈 /丁 0字形结构的都市区里,

北部沿埃姆歇河的鲁尔地区曾经是煤炭和钢铁的制

造基地,目前正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大问题

所困扰;而南部莱茵河谷沿岸的科隆、波恩、杜塞尔

多夫等城市则表现出相对繁荣的经济活力, 以旅游、

行政、金融业等见长。尽管莱因鲁尔被称作是世界

上最大的多中心都市区
[ 9]
,世界建筑展 ( IBA )、鲁尔

煤炭区开发协会等区域合作经验也在世界各地被广

为借鉴,但从整个大地域来看, /区域中的城市从来

没有意愿结合在一起。它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几个

世纪各自为战的基础上, 大胆创造一个大都市区政

府和组织一定的劳动力进行空间功能性分工。各选

区内的市民都支持各城市的市长, 没有任何需要合

作的理由;州政府 ) ) )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由于

担心会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 对合作也并不感

兴趣 0 [ 9]
。因此,如何处理不同类别的空间挑战, 例

如分散的功能片区、巨大的结构和经济转型、次城市

化和 /新的城乡景观 0等, 是困扰这个地区的原因。
目前这个区域对区域管治甚至管理的需求比以往更

加强烈,合作 (特别是北部与南部地区之间的合作 )

始终是政治议程中一个永久性的痛苦话题。

与莱茵鲁尔相比, 柏林 ) 勃兰登堡在区域层面
则表现出较强的单中心特征。柏林的总人口超过了

整个勃兰登堡州
½
, 面积却几乎只有勃兰登堡的三

十分之一。核心城市的优势使这个区域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要素基本聚集在柏林及其近郊,这也是为

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在讨论将柏林及勃兰登堡州合

并的过程中,当地居民最终还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

否定了这个提案 (拒绝票基本来自勃兰登堡 )。因

为在核心都市的压力下, 勃兰登堡本来的发展机会

就很少,合并后则可能导致失去更多的自主空间。

目前,这个区域的整体性空间规划,由柏林和勃兰登

堡双方通过联合性的规划机构 ( GL)来共同组织进

行。

柏林 ) 勃兰登堡的都市区发展战略存在着明显

的政策变化。均衡的空间发展一度是这个区域的绝

对主导概念, /分散式集中0是指导都市区建设的信

条。然而进入新世纪, 财政的匮乏、人口的缩减、规

划出的 /中心0在市场力面前无法实现, 诸多因素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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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莱茵鲁尔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结构
资料来源: PeterH al,l Kathy Pain. Th e polycen tric m etropo lis, learn2

ing from m ega- city regions in Eu rope. London: Earthscan, 2006: 39。

生了新的战略观点: 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突出 /强

化优势 0。自此, 任何地方如果能证明自己足够优

秀或者具备大的发展潜能, 则可申请成为州政府的

经济和政策资助对象,而并非像以前那样,由规划确

定出大小均衡、空间分散的城镇系统,然后有限的公

共资金被均匀分配, 用来支持那些等级不同的 /中

心 0的发展。可见, /均衡发展 0在德国绝对不等同

于完全的 /平等 0发展。均衡发展要保证人人都享

有参与发展的基本权利, 如学校教育、医疗、就业等

设施在各个地区都应该达到基本的水准, 要尽可能

缩小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差距。而在此之上, 则需

针对经济、社会、区域条件的不同, 发掘和强化地方

优势, 实现不同地区发展的多元化。

  四  结语

  综上所述, /多中心0是德国大都市区的典型特

征,它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非人为的规划。针

对都市区的多中心结构, 德国的各层级大都市战略

(国家 ) 州 ) 城市区域 ) 城市 )均强调都市区发展

应该致力于链接和强化地区优势、均衡发展结构性

弱势地区、明确共有责任和推进合作。当前,我国不

同规模的大都市区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中,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唐地区已初具规模,辽中南、成渝、江汉

平原等都市区也小具雏形, 因此国家对大都市区发

展的综合引导也应及早提上日程。

尽管德国的都市区发展面临着诸如如何促进区

域合作、如何改善落后地区状况等种种困扰,但就其

成功经验来看,多中心都市区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国

家范围内的都市区应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以应对全球

化和国际竞争,争取发展的制高点。各都市区在发

展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国家和国际层面来制定决策;

都市区需与周边城乡空间结合,才能实现共存共荣,

大都市区应从资源、人口、就业等方面分担边缘地区

的发展责任;整体维护多中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

避免单中心极化布局,促进中心城市诸项功能在都

市圈内的分散与分工;都市区之间与都市区内部均

存在竞争与合作,城市、区域间要建立高度链接的交

通和通信网络,借助多种途径促进区域内外部不同

层面的联系与配合;发掘和强化地区优势,同时在经

济目标之外,重视社会公平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乡

村、城市和区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M etropo litan areas in Germ any m anifest a

distinct polycentric spatia l structure.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briefly the concep t o f po lycen trism, and then ana lyzes the spa tia l

structure o f Germ any m e tropolitan areas and their changes from

the nationa l perspective. It explains the federal po lic ies and pro2

posals for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se areas. And this paper a lso u2

ses Rh ine- Ruhr and Ber lin- B randenburg as examp les to spec2

ify th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deve lopm ent stra teg ies o fm et2

ropo litan areas from urban reg iona l perspec tive.

=K ey w ords>  Germ any; m etropo litan area; po lycentr ic

m ode; spatial planning

注释

¹ 1870年,普鲁士的威廉一世首次统一德国,自此德国第一次形

成了民族国家。

º 德国的 /区域政策部长会议 0是一个部长间的常设会议,即 Ger2

m anM in ister s' Con ference on R egional Policy(MKRO ) ,会上来自

联邦和州的政府官员们一起陈述和讨论区域政策、规划议题及

空间发展的核心观点。

» 事实上,早在 1995年 MKRO确定的区域发展政策行动框架就

已指出,欧洲的大都市区需要整合为一个整体,大都市区之间应

加强跨边界的合作与发展。

¼ /交通、建筑与城市事务部门 0,即 FederalM in istry for T ransport,

Bu ild ing andU rban A ffairs,类似我国的建设部。

½ 柏林既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联邦州,柏林的人口约 3. 5万,而勃

兰登伯州的人口约为 2. 5万。整个柏林 ) 勃兰登堡的人口呈停

滞甚至负增长趋势。

参考文献

[ 1]  Peter# H al,l Kathy Pain. The polycentric m 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 ega- city region s in Eu rope. London: Earth scan, 2006: 3

#93#

5城市问题62009年第 2期 德国大都市区结构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外国城市

- 4, 12, 19- 20, 39

[ 2]  B runet# R. Les villes eu rop�ennes. Paris: DATAR - La docu2

m entation Franaise, 1989: 80- 120

[ 3]  ESPON, EU, 2005: M ap5. 3

[ 4]  K laus# R Kunzm ann, M ichael# W egen er. The Pat tern ofU rban i2

zation in Europe. Ek istics, Special Issue: U rban Netw ork ing in

E uropeÑ andÒ, 1992 ( 59) : 352- 352

[ 5 ]  FederalO ffice for Bu ild ing and Regional Plann ing. SpatialD evel2

opm en t and Spat ial Plann ing in G erm any. Bonn: Federal O ffice

for Bu ild ing and Reg ional P lann ing, 2001: 8, 13

[ 6]  H an s# H. B lotevoge,l Peter# Schm itt. / European M etropo litan

Reg ion s0 as a N ew D iscurs ive Fram e in Strateg ic Spatia lP lann ing

and Pol icies in Germ any. DIE ERDE: EuropeanM etropo litan A r2

eas, 2006( 136) : 55- 74

[ 7]  BMVBS, BBR. Perspectives of Spat ial Developm en t in G erm any.

Bonn /Berlin, 2006: 39

[ 8 ]  BMVBS, BBR. In itiat ivk reis Europaeische M etropolregion in

Deutsch land. Bonn: Bundesam t f�r Bauw esen undRaum ordnung,

2007: 31- 45

[ 9]  克劳兹. R.昆兹曼著, 唐燕译.多中心城市与空间规划. 国际

城市规划, 2008 ( 1) : 91

(责任编辑:靳亚茹 )

(上接第 65页 )

( 3)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征地补偿标准的测算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市场的供求法则能够得出最合理的补偿标准。当然

这只是在理论上成立, 由于我国政府对土地一级市

场的垄断,导致农地不能够由农民在土地市场上自

由买卖,土地只有被国家征收后,才能在土地市场进

行自由交换,所以通过市场调节土地价格来测算补

偿标准的思路在现阶段的可行性很小, 但它却是未

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不是没有

意义, 在测算过程中所要考虑的因素都应按照市场

经济规则来选取和计算, 这样最后所得出的补偿标

准才是科学合理的。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 lysis to the trad itional com2

pensa tion po licy o f land acqu isition and survey da ta o f N an jing

C ity, th is paper po ints ou t its lim itation and problem. Then it

br ing s fo rw ard new m ethods o f com 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wh ich are directed by land security function.

=Key words> the compensa tion for land acqu isition; the

function of land secur ity; land- lost fa rm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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