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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和社会冲突的频发,使得整个城镇化进程处于高风险运行

状态。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分为城乡断裂风险、摩擦加剧风险、发展失衡风险等3种类型;社会风险是

在系统因素、意向因素、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演化与扩散的。为了提升城镇化的内涵质量,应从坚持以

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强化市场力量和优化城镇管理等方面入手,制定城镇发展的科学措施,逐步释放和消解

已有的问题和风险,保持城镇化进程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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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1],标
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化正在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仅用30年时间

赶上了许多西方国家200年的城镇化历程。如果按

照此前的发展速度,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
2030年将达到70%,城市人口较20年前要增加

3亿人。从国内外经验对比来看,从20%到40%的

城镇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
年,前苏联30年,日本30年,而中国只用了22年,
比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一倍多[2]。西方学者

Friedman认为“中国城镇化的速度超过了社会系统

可以承受的干扰”[3]。由于我国城镇化所用时间与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大大压缩,各方面因素发展的不

平衡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城市财富积

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城市规模快速扩

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

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城市物质文明建

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城镇化高速发展与现

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等[4]。这些社会问题没有

充足的时间来消解,再加上资源要素加速流动和社

会互动频繁,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渐趋于显性化。例

如,城镇扩张中由拆迁、征地引发的政府、开发商和

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冲突,“被城镇化”群体失地、失
业、无社会保障引发的社会冲突,农民工在城市中被

边缘化引发的各种冲突等。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和社会

冲突的频发,使得整个城镇化进程处于高风险运行

状态,呈现出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社
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

变。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结构迅速变化,
各方面的干扰对社会运行带来无法估量的压力。城

乡人口无序迁移、农村资源要素过度非农化以及城

乡收入差距过大等因素正在逐步破坏原有社会秩序

的基础。由于缺乏合理的调节制度,社会冲突逐步

显现、演化和扩散,增加了城镇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社会风险成为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健康推进的最

大瓶颈。本文基于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梳理在

这一进程中存在的社会风险类型和表现,探析社会

风险的成因,以期寻找治理对策。

  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
类型与表现

  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引起了城乡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急剧转型和巨大变迁,原有的经

济社会系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时空压缩和内容

的复杂性,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存在着巨大的、多样

的、相互关联的社会风险,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复

杂性。根据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本文将快

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分为3种类型:城乡断



第3期 李云新 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成因探析  

裂风险、摩擦加剧风险和发展失衡风险。

1.城乡断裂风险

城乡断裂风险是指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

时,城乡发展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公共资源的非均等

配置和资源单向流动导致城乡矛盾和对立情绪不断

高涨,存在着城乡社会断裂的巨大可能性。
首先,城乡发展差距直观地表现为城乡居民收

入的差距。1983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率

为1.82,自从1984年开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

比为3.33,人均收入差距高达12022元[5]。
其次,城乡发展差距还隐蔽性地表现为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差距。农村居民在受教育

程度、医疗保健、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

障等诸多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着天壤之别,农村地

区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镇地区存在巨

大差距,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利在城乡间存在着严重

的非对称性和非均等配置。考虑到公共福利等因

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远远不止3倍,有学者

估计甚至可能超过6倍[6]。
再次,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

城市剥夺农村行为。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理性下城

市抽取农村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不同,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由于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城市对

农村资源的剥夺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变得更加严

重。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候鸟式”的迁移,为
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无法享受

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意味着每年

几十万公顷的农村土地被低价征用,意味着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容量、人才等被急剧剥夺,但是伤病、养
老、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成本则被转嫁到农村

地区。
最后,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资源要素过度流

失,再加上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农村社会加速

萎缩、衰落,面临着丧失维持自我内生发展的风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需要更多的资源要素

来支撑城市的发展,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破除,这将

会进一步固化城乡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差距的持

续扩大、城乡隔阂的不断加深和城乡对立情绪的高

涨,使得在城镇化高速推进过程中存在着社会系统

断裂的巨大风险。
综上所述,在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偏向和市场规

律的双重作用下,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拉

大,发展成果城乡分享严重不均,城市发展成本持续

向农村转嫁,城乡对立趋势明显,城乡断裂风险

巨大。
2.摩擦加剧风险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两个社会系统的边界被

严格地分割和区分,资源要素单向地从农村流动到

城市,没有建立合理的收益分享机制,城乡资源要素

不能在两个系统间自由流动。社会系统是一个相对

稳态的结构,社会摩擦和冲突处于隐蔽状态。改革

开放以后,限制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政策壁垒逐渐

被打破,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摩擦加剧风险也随之

出现。摩擦加剧风险是指随着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大

规模集聚流动与利益网络关联区域深度扩展,社会

摩擦和利益冲突呈现显性化趋势,存在着社会冲突

加剧的巨大可能性。
首先,超大规模人口在城乡间急剧、无序流动,

社会网络剧烈变动,社会结构演化的不确定性大大

增加,社会不安和恐惧情绪加剧,对整个社会系统的

有效运行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由于工作机会和

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城乡居民在就业、资源获取等

各领域都产生了竞争和冲突。此外,农民工在生活

方式、习俗惯例等方面与市民也有很大不同,引发了

大量的城乡文化冲突现象。
其次,城区扩建、旧城改造是城镇化最外显化的

内容,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使得

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之间存在着

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近年来,农地征用和房屋拆迁

的信访案件迅速攀升,农民的利益常常被忽视,地方

政府在处理“钉子户”等农民维权极端事件中,极易

引起具有恶劣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权威

和信任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再次,随着城乡互动越来越频繁,大量的工商资

本进入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投资者与农民的利

益冲突加剧,农业产业链由于资本的介入使得利益

链条更为复杂,各主体对于农业产业化风险的承担

也存在着剧烈冲突,由土地流转和项目失败造成的

纠纷和冲突事件层出不穷。
最后,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

促进产业发展,不惜降低环境标准吸引企业入驻。
企业环境污染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了恶劣影

响,由环境污染引发的信访案件、群体性事件、公共

卫生事件频频发生,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环保组织、
污染企业、居民群体和新闻媒体等主体在此过程中

存在着多重交锋与博弈。
综上所述,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各种资源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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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流动愈来愈频繁,受农地产权、户籍、社会保障

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资源流动是混乱无序的,衍生

出多种社会冲突。城乡冲突逐渐趋于显性化,城镇

化运行的社会风险和成本明显增加。

3.发展失衡风险

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在时间维度上极度压缩,
城乡经济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内得到全面发展。发展失衡风险是指由于城镇化的

主导者地方政府往往根据其自身偏好对各要素发展

次序、轻重有所取舍,各要素发展极不平衡,城镇化

的健康有序运行遭遇巨大风险。
首先,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民失去

了土地,成为“被城镇化”群体,却很难在城市获得工

作和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成为城

市新的贫困和边缘弱势群体。农民原有安全条件被

破坏,新的安全保障方式尚未建立起来,处境艰难,
感受到强烈的风险和转型不安全[7]。

其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城镇化

快速推进导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需求刚性与异质

性不断增强,但其供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
这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如新移民群体子女

教育跟不上引发贫困的代际转移,公共卫生服务供

给不足引发疾病传播,水电暖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引

起城市瘫痪等。
再次,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由于地域、资

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限制,很多城镇不能吸引

工商企业前来投资,吸纳就业能力严重不足,产业发

展滞后于城区扩张和人口增长。快速城镇化进程

中,存在着劳动力就业不足、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等

问题,主要是2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力素质

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存在着低端劳动力供给过剩而

高技能劳动力严重缺失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城镇化

缺乏产业支撑,存在着就业需求刚性上升和城市吸

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失业是一

种个体面临的风险,但大量失业是许多个人风险的

叠加,往往会导致社会风险甚至演变成社会危机。
最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严重错位,地方政府

为了发展产业,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大量接纳大

城市淘汰掉的落后产业。污染企业从大城市向中小

城市和农村地区转移,污染源迅速从城市向农村扩

展。由于污染链条的深度延伸和污染物的加速扩

散,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急剧恶化,生态容量不断遭受

侵蚀。

综上所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了发展混乱

与失衡的后果,不同要素系统的改变速度或者新系

统要素的成长速度差异巨大,各要素之间不协调降

低了城镇化发展效率,城镇化的稳定性下降。
上述3类社会风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

互关联形成一个巨大的风险网络。快速城镇化进程

中的社会风险有以下3个显著特征:①社会风险分

布的非均衡性。城镇化受益群体与风险承担群体往

往并不相同,风险更可能转嫁给弱势群体,也可能转

嫁给子孙后代。特别是最受排斥和最弱势的城市边

缘群体和农民。弱势群体对良好的医疗、教育、就
业、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需求最大,但他们获得机

会和服务的情况最差。另外,家庭背景的限制使得

儿童在教育、健康、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受到很大

约束,这些又造成下一代的不平等,风险存在着“代
际传递”效应。②社会风险的关联性和高扩散性。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当某

种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关键节点时,风险

链条会迅速向其他群体、领域和地区延伸与扩展。
小事件往往成为诱发风险的关键点,在信息传递和

社会响应的双重作用下,使得风险在一定群体、领域

和地区累积,迅速形成整体性社会风险。③社会风

险的短板效应。由于城镇化各要素发展不平衡,社
会系统在某些群体、领域和地区特别薄弱,矛盾特别

突出,风险最为集中,成为整个风险网络最为脆弱的

环节和风险演化的关键点。

  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
形成因素

  我国城镇化高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如此复杂、多
样、巨大的社会风险,那么社会风险的成因何在? 社

会风险是在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进程互动中产

生、演化与扩散的[8]。社会风险起源于社会系统的

快速转型,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

客观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所致,也有群体间意向的社

会心理变化等主观因素。

1.社会风险形成的系统因素

在自然界中,自然群体的快速变异和分化必然

带来整个生态链条的断裂与破坏,由失衡到平衡、由
混沌到有序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人类社

会,社会的快速变化也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秩序的重

新调整,社会的分化和利益整合有时并非按照理性

的前进方向进行,它有可能会激化不同群体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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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其中蕴含的社会风险将引起社会的巨大动荡和

社会退步。城镇化是一个综合的、自然的历史进程,
其中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观

念等方面的变化,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城镇化

进程有着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背后推动,呈现

出一些普遍性、一般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

律和特征[9]。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经济高

速发展,社会阶层加剧分化,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社
会价值观趋于多元,民众参与意识逐步提高。由于

时间维度上的极度压缩,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

了现有社会系统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系统紊乱,
产生了巨大社会风险。

我国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主导

的激进化工程,社会系统的自然演化规律和特征被

严重忽略。地方政府在政绩驱动和巨大利益激励下

存在着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冲动,明显表现出激进情

绪,这种激进情绪如果不受到控制,可能给城镇化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各地都制定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规划,甚至有183个城市制定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的宏伟计划。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既没

有办法获取社会系统运行的全部信息,也没有充足

的能力掌控和主导社会系统的演变路径。政府主导

城镇化工程的最显著特点是简单化。简单化就是为

城镇化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简单图解,它并未表达出

城镇化所经历的真实社会场景,只是表达了地方官

员感兴趣和偏好的片段,忽略了真实的、活生生的社

会秩序的基本特征[10]。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各

种经济、政治因素所制约,也被空间逻辑和演化规律

所限制。政府激进化工程造成社会系统的结构失调

与功能紊乱,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和障

碍,形成破坏性扰动和恶性循环,社会运行的偶然

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增加。
2.社会风险形成的意向因素

社会风险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仅

受客观因素影响,还受到社会群体的意识、感知、动
机等主观因素的深刻影响。社会风险成因的意向解

释借助于实体行动前的方向解释他们的行动,具有

动机、决定逻辑、情感和文化模本的特点,一般突出

具有冲突倾向的个人所具有的动机和机会[11]。在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流向城

市,生活领域也从传统村落中解脱出来。原有的社

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被断裂和瓦解,传统的社会规范

和社会认同已经不断被销蚀,新的社会认同体尚未

出现。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结变得脆弱,导致城市中

新移民在价值观上的迷失和行为上的失范。城市中

绝望的贫穷与最耀眼的财富并存,阶层对抗的严重

危险性时刻存在[12]。
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民工等社会群

体并没有合理地分享到城镇发展的成果,在基本的

社会权利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农民工不平等意

识、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的逐渐增强和不断蔓延,
对强势群体的不信任感和敌意持续增加,存在着心

理失衡的严重风险。并且,城乡行政边界的松动和

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使得社会群体的利益动机明显

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期望水平不断提高,弱势群体

有着内在的动机通过社会抗争行为来维护自身的权

利。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约束和

导向,这种抗争行为必然表现出混乱无序的严重失

范状态。群体隔阂和不满情绪的不断累积导致社会

对抗情绪持续高涨,社会系统的理性运行遭遇严重

挑战。长期累积的社会情绪一经爆发和宣泄,极可

能引发大的冲突事件,社会运行必然由于遭受非常

规扰动而出现振荡和混乱。城镇化推进中一些小的

冲突事件都往往会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在互联网

等媒介的信息传递和情绪传染的社会响应双重作用

下,迅速被放大,社会泄愤心理的共振效应极有可能

引发大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对社会安定有序运行造

成重大风险。

3.社会风险形成的制度因素

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保障网,然而又往往

成为社会风险形成的重要源头。改革开放以后,严
格设置的行政壁垒逐渐松动,明晰的利益分配规则

逐渐模糊化,已经被固化了的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也

开始重新调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化的

成本与收益必然面临着再分配的问题。城镇化将重

新配置发展机会和利益优势,因此在城镇化推进过

程中存在着一个策略博弈的讨价还价的交互过程,
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产生社会利益冲突。城镇化的

获益群体会想办法维持住利益分配差别,并试图将

这种差别制度化,希望能在进一步的城镇化进程中

获取更大利益。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松动和制度规则的模糊化

则为城镇化利益的策略性分配提供了政策空间,城
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遗产成为地方政府和强势集团进

行策略分配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市

场机制创造的机会吸纳农民工进城,获取支撑城市

发展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通过户籍壁垒将公共福

利限制在城市户口范围内,降低城镇化需要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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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地方政府还可以利用对土地资源的属地管理

制度,低价征用土地资源用于城市开发,将强制性的

行政征地作为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却将失

地农民排除在市民权利之外,严重地忽视了农民的

合法权益,使其逐渐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在地方政府得不到有效约束的制度规则下,城

镇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纽带与地方

政府组成非正式联盟。在层级的委托代理机制下,
巨大的信息成本和地方理性使得中央政府很难控制

和监督地方政府行为,造成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落

空和政府正式组织出现失灵。这就使得非正式联盟

很可能代替正式的政府组织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实际

主导者。常规化社会流动机制的缺失和利益诉求机

制的堵塞,使得社会弱势群体既不能通过自身努力

向上流动,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在

公共权利非均等覆盖的情况下,长期被排斥在体制

之外的弱势群体就会进行理性抗争。将民众利益诉

求限制在一定秩序之内的排斥性体制使得社会结构

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具有造成

社会结构断裂和社会制度崩溃的风险[13]。

  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
治理对策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治理不能仅仅针

对社会风险本身,必须从多个维度改变社会风险发

生的宏观背景、制度规则、主体行为等方面的因素和

条件,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转变我国城镇发展的方

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1.坚持以人为本,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反思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应推

动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转型。首先,坚持以人为

本,防止人为的“造城运动”,充分保障农民分享城镇

化发展成果,保证全体市民都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的权利。其次,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增加城镇发展

的内涵,合理布局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解决人口

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现代城市病。最后,完
善城镇结构体系,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别

是加快区域小城镇建设,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发

展失衡的问题。

2.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城乡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
应加快构建起城乡互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首先,破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权利的基本统一,平等地分享教

育、医疗和文化等城镇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公共资源

均衡化配置。其次,构建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利益

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业要素非农化配置中农民的

利益,防止农业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特别要尊

重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最后,加大对农村的投

入力度,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方式促进农村地

区的发展,既鼓励农民进城,也支持资本下乡。

3.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增强城镇发展

动力

城镇化是资源要素按市场规律自发聚集的过

程,应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合理界定城镇

建设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市场

动力,防止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城镇化进程。其次,加
快城镇产业布局,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走
产城融合发展的道路,避免“鬼城”“空城”等虚假城

镇化问题。再次,着力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

问题,合理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这关系到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行为选择的激励

与约束效果。最后,重塑地方政府竞争中的激励机

制,改变唯经济增长论的政绩评价体系,实现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目标指向、利益诉求的一致性。

4.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城镇管理部门的治

理能力

城镇化必然推动社会治理转型,应通过社会治

理创新,构建起调节社会风险的“安全阀”,实现政府

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以及公民自主治理的良性互

动。首先,建立起城镇公共事务治理的多主体参与

机制,不断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从源头上化解城镇

化进程中的矛盾;转变政府职能,促使权力回归社

会,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利益表达

与聚集等功能[14]。其次,加快城镇社区建设,构建

网格化治理机制,管理部门应对社会风险、矛盾纠纷

及时响应,回应城镇居民的公共需求。最后,创新社

会矛盾的化解机制,搭建城镇居民合理利益诉求的

渠道,充分尊重失地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社会

权利;妥善补贴利益受损者,切实维护弱势群体利

益[15];加强对城镇突发事件的疏导,构建城镇公共

安全事件的预警机制。

  四、结 语

  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

的历史进程,它在任何国家都会造成一定时期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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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农村萎缩严重、社会冲

突频发等“病态”现象。如果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
缓慢演化的过程,这些“病态”现象有足够的时间得

到疏散和消解。我国城镇化是由行政力量推进的跃

进式工程,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关联性受到忽视,发
展结构严重失衡。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在一定

时空状态上密集分布,其累积呈现出持久化趋势。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可以分为城乡断

裂风险、摩擦加剧风险、发展失衡风险等三种类型,
呈现出分布非均衡性、关联性、高扩散性和短板效应

等特征,在系统因素、意向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发生、演化与扩散。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城镇化

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问题。应从实现城镇化

发展道路转型、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增强城镇

化市场动力以及创新城镇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着

手,实现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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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RiskandItsCauseAnalysisintheProcessofRapidUrbanization
LIYun-xin1,YANGL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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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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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riadsocialproblemsandconflictsfrequentlyeruptintherapidurbanization,making
thewholeprocessofurbanizationinhigh-riskoperation.Socialriskintheprocessofrapidurbanizationis
dividedintothreetypes:theurban-ruralcleavagerisk,intensifiedfrictionrisk,andtheimbalanceddevel-
opmentrisk.Theoccurrence,evolutionandamplificationofsocialriskareinteractedwithsystematic,

psychological,andinstitutionalfactors.Toimprovetheconnotationqualityofurbanization,thegovern-
mentshouldformulatescientificmeasuresofurbandevelopment,graduallyreleaseandresolvetheexist-
ingproblemsandrisks,andmaintainstabilityofurbaniza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takingpeopleas
theforemost,balancingurbanandruraldevelopment,strengtheningmarketforces,andoptimizingurban
management.

Keywords rapidurbanization;socialrisk;socialconflict;risktypes;risk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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