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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

制度创新 '

石忆邵

提 要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 , 从多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化

的发展态势 ①人口和就业已从滞后城

市化逐渐趋向协调型城市化 ②土地与

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不甚理想

③中西部地区 “一极集中 ” 态势明显

④特大城市的外围辐射作用较弱 ⑤不

完全城市化呈现扩大态势。在此基础上 ,

提 出了城市化的新定义与若干制度创新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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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开放 多年来 ,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 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人到了城

市 , 城镇化率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城镇人口约达

亿人 。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

广泛关注 。但如火如茶的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各种难题和挑战 ①城市化质量没有

与发展速度同步提升 , 、周 ②建立在土地等自然资源过量消耗和环境污染日益恶化

基础上的低成本城市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③ 亿多进城农民工尚未真正成为新

市民 , 他们的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 存在不完全城市化

或虚假城市化现象 叭 ④经济高增长与就业低增长并存 ⑤城乡差距仍然呈现扩大

态势 , 统筹城乡发展面临诸多制度障碍 ⑥未来 年我国还有约 亿农民将转变为

市民 , 如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让其能够平等地享受教育 、 医疗 、 社会保

障等城市公共服务 仰 这是一个艰难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目前 , 中国城市化

已步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分析和探讨当前的发展态势与特点 , 明确未来的主攻方

向和重点 , 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 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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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质量 、效益与活力 。

人口和就业已从滞后城市化

逐渐趋向协调型城市化

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

看 , 可以划分为适度城市化 、 过度城市

化和滞后城市化 种类型 。 种城市化

发展模式及其主要特征见表 。

多数学者认为 , 我国当前属于滞后

城市化类型。 “我国的的问题是城市化

滞后而不是超前 , 与工业化超前不相适

应 ” 门。但不可否认的是 , 由于我国地

域差异较大 , 城市间发展不平衡 , 因

此 , 笼统地说我国城市化属于 “滞后城

市化” 模式是不全面的 。事实上 , 我国

的滞后城市化进程中仍伴随有过度城市

化的痕迹 , 也就是说 , 我国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的滞后城市化与少数特大城市的

过度城市化是并存的 。近年来 , 我国一

些特大城市频发交通拥挤 、 用地紧张 、

房价高涨 、 犯罪率上升 、 环境污染加剧

等各种 “城市病 ”, 就是过度城市化的

典型特征 。

王桂新认为 世界经济和城市化的

发展历程和经验表明 , 在城市化与工业

化 、 非农化处于相互作用关系比较协

调 、 呈同向联动发展适度状态时 即适

度城市化 , 比 即工业化率与城市

化率之比 大致为 , 比 即非农

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 大致为 当

比明显小于 , 比明显小于

时 , 城市化超前发展 , 呈过度城市化状

况 当 比明显大于 乃 , 比明显

大于 时 , 城市化滞后发展 , 呈滞后

城市化状态

改革开放初期 , 随着我国乡镇企业

的异军突起 , 工业化迅猛扩散到广大农

村 , 农村人口就地非农化 , 致使中国城

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 ,

年 比为 , 比为 , 呈

现出滞后城市化的典型特征 。但随着中

国城市化的纵深推进 , 城市化滞后于工

业化 、 非农化的状况渐趋改善 。据分

析 , 一 年 , 比 已不 超过

, 比不超过 表 。其中

年 , 比已降至 , 比也降

至 ,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

从人口和就业的视角来看 , 尽管我

国总体上已由明显的滞后城市化逐渐趋

向协调型城市化 , 但在上海 、北京等大

城市 , 年的 比分别为 、

, 而 比则分别为 、 , 均

呈现出明显的过度城市化特征 。

土地与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发

展状况不甚理想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

城市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转化为非农业劳

动力的人口城市化过程 , 同时也体现为

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和农村用地

转化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城市化过程 。

然而 , 上述分析方法还只能对人口与就

业的城市化协调状况进行度量 , 而不能

对人口与土地的城市化协调状况进行度

量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 该值位于

左右时 ,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

两者的发展处于相对协调状态

实证分析表明 一 年间 ,

我国各省 、市 、自治区的扩张系数 即

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年

均增长率之比 差异较大 。天津市最

高 , 为 江西省最低 , 为

表 。大体可以分为如下 种类型

①土地城市化过度扩张型 包括天津 、

上海 、 广东 、 新疆 、 吉林 、 北京 个

省 、市 、 自治区 , 扩张系数均大于

②土地城市化超前扩张型 包括辽宁 、

黑龙江 、浙江 、 山东 、 海南 、贵州 、 宁

夏 、 青海 个省份 , 扩张系数均大于

③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相对协

调型 包括内蒙古 、湖北 、湖南 、西

藏 、陕西 个省 、自治区 , 扩张系数介

于 一 之间 ④土地城市化滞后

表 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主要特征

城市化

发展模式
主要特征

些翼 弊鳄墨翼遇骂岑咒
过度城市化

病凸显

滞后城市化 卜厂 二二只介丁二泛了万二只戈 止̀二』三份只 `三下二几 ' 二方二二 ' “ 、 一 一

怅 禺衣人日”网他化 '寺”双村炳 显戮城乡乙司湘 矶妖系粉 峨

资料来源 尹国均 城市大跃进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年 '

表 我国城市化率 、工业化率与非农化率的变化态势

, 山 一 司

年份 一

工业化率 、

习。农化率 」
城市化率 …

匕 一

匕

井

」 一 塑湘一竺
名 名

万

注 ①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

②工业化率遗鑫黔玺卫非农化率
第二 、三产业劳动力人口

总劳动力人口
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
总人口

比为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 , 比为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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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 包括河北 、 山西 、 江苏 、 福

建 、河南 、广西 、四川 、云南 个省 ,

扩张系数介于 一 之间 ⑤土地

城市化严重滞后扩张型 包括重庆 、甘

肃 、安徽 、江西 个省市 , 扩张系数均

小于 。总体来看 , 一 年间 ,

我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相对协调

发展状况不甚理想 , 其中土地城市化超

前扩张型和滞后扩张型所占比例最高 ,

各占 土地城市化过度扩张型占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相对

协调型占 土地城市化严重滞后

扩张型占 。

会城市远远领先于省内其他城市 。特别

是武汉 、长沙 、成都 、昆明 、西宁 、银

川等城市 , 工业总产值 、地方财政预算

内收人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经济指标

占全省 区 的比重大多超过 , 有

的甚至高达 表 。表明经济要素

向 “一极集中 ”的态势仍较明显 , 要素

的过度集聚又使得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

格局有所强化 。

特大城市的外围辐射作用较

而且呈现边际下降态势

弱

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 “一极

集中 ” 态势明显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 省会城市 “一

城独大 ”的现象较为突出 。不仅绝大多

数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占该省 区 的

比重仍在上升 , 而且在经济规模上 省

城市群或城市带模式将成为我国未

来一定时期内城市化发展的主导模式 。

因此 , 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 在大都

市区内选择若干镇进行重点培育 , 完善

城镇功能 , 引导人口和产业集中 , 使其

成为带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龙头

镇 ”, 将是各大都市区面临的重大实践

任务 , 也是完善多中心城镇网络体系的

表 一 年我国土地和人口城市化变化态势

省省份…魏驾夏三三城市人口年均均扩张张省份份建设用地面积积城市人口年年扩张张增增增长率 系数数数 年均增长率 均增长率 系数数

北北京京 … 湖北北
天天津津 湖南南

河河北北 广东东

山山西西 广西西

内内蒙古古 海南南 乡

辽辽宁宁 重庆庆

吉吉林林 四川川

黑黑龙江江 贵州州

上上海海 …· 云南南
江江苏苏 西藏藏

浙浙江江 陕西西

安安徽徽 , 甘肃肃

福福建建 一一青海海

江江西 , 宁夏夏

山山东 ' 新疆疆

河河南 · ` ·

注 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根据 《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 》 计算得出。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根

据周一星、 田帅 《以 “五普 ”数据为基础时我国分省城市化水平数据修补》 '川一文中的数据计

算得出。

现实课题 。

然而近年来 , 在我国大都市区迅猛

发展的形势下 , 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的

“虹吸效应 ” 显著 , 致使其外围辐射作

用依然较弱 , 而且呈现边际下降态势 ,

部分远郊区甚至出现户籍人口减少现

象 。

以松江区为例进行分析 。松江区地

处上海大都市的郊区 , 区位条件优越 ,

经济基础较佳 ,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迅

速 。沪郊第一个市级工业区 、第一个出

口加工区 、第一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均诞

生于松江 松江区还在全市率先启动了

大学城建设 、投融资体制改革 、综合协

调机制创新 , 率先实施 “镇保 ”, 率先

解决乡村医生的保障 最早实行项目准

人评估制度 , 最早建立动拆迁基地 , 等

等 , 这一系列体制 、机制与模式创新为

松江赢得了在沪郊发展中的领先优势 。

虽然区内交通网络较为发达 , 但与市中

心区的关联程度较弱 , 受市中心的辐射

也相对较弱 , 导致人口和城镇分布散 ,

规模小 , 聚集程度低 。在松江区 个

建制镇中 , 其中总人口超过 万人的只

有九亭 、新桥 、车墩 、叶榭 、泅浸 、佘

山 个镇 。其中 , 只有九亭镇的镇区面

积达到 ,外 , 其余 个镇都不超

过 , 只有九亭 、新桥两个镇的镇区

人口超过 万人 也只有九亭镇的镇区

面积占比 、镇区人口占比及镇区从业人

员占比 项指标均高于 表 。

另外 , 松江区 “北强南弱” 差距明

显。浦北地区主要为城市化地区 , 而浦

南地区主要为农业地区 , 两者在城镇规

模 、 经济发展水平 、 居民收入 、 生活水

平等方面差距较大。 年 , 浦北地区

大多数镇的人均 多在 万元人以

上 , 而浦南地区的 个镇均在 万刀人

以下 浦北地区大多数镇的人均工农业

产值多在 万元人以上 , 而浦南地区

的 个镇均在 万元 人以下 浦北地

区各镇的人均财政收人均在料 元人

以上 , 而浦南地区的 个镇均在

元 人以下 浦北地区大多数镇的农民人

均年收人均在 万元人以上 , 而浦南地



石忆邵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表

一

、 年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占该省区比重变化情况 《

习 习一

子。跳 一

方方侧淤霖霖 年年总总总人口口工业总总地方财政预预固定资产产总人口一常常 地方财政预预固定资产产产产产产值值 算内收人人 投资总额额额 算内收入入 投资总额额

太太原原 巧

呼呼和 一一 科科

浩浩特一` …… 一一一一一一
郑郑州州 一一 一一 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合合肥肥 科科 一一

武武汉汉 ,̀ · , ·, , ,·, 一, · , , ·,,
长长沙 · 。 一 ,
南南昌一 ·,, 一一 乡 月 一一

一 ·

成成都 · 一 月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贵贵阳一 · · 一 · , ·。 · ·

昆昆明 一 。· 一 · 一, ·
,

兰州

西宁
一一一洲
银川 一

乌鲁

木齐

名 月

一 一 名 犯

一 名 一

, 一 一

为 年数值 。

资料来源 根据 《 、 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出

表 年松江区城镇规模与集聚状况

区的 个镇均在 万元 人以下 表 。

在松江区 个镇中 , 人均 最高的

新桥镇达 元 , 最低的叶榭镇为

元 , 前者为后者的 倍 人均

工农业产值最高的新桥镇达 万元 ,

最低的叶榭镇为 万元 , 前者为后者

的 倍 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九亭镇

达 元 , 最低的叶榭镇为 元 ,

前者为后者的 倍 农民人均年收人

最高的九亭镇达 元 , 最低的新洪

镇为 元 , 前者为后者的 倍。

一 年 , 松江区城乡居民收

人变化经历了 “扩大一缩小一扩大 ”的变

化过程 , 但城乡居民收人差距一直维持

在 倍以上 , 特别是自 年以来 ,

两者的差距再次出现了拉大的趋势 表

。

目前 , 由于特大城市的生活和经营

成本不断攀高 , 部分要素如劳动力 、生

产企业 、金融等资源开始移出大城市 ,

转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大都市区内的中小

城镇和内陆地区的中小城镇布局 , 不仅

给中小城镇的振兴带来契机 , 而且有助

于进一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 , 形

成中小城镇与大都市中心城区互动协调

发展的新格局 。

目

不完全城市化呈现扩大态势

城镇名称

行政区

域面积
总人口

人

从业人

员 人

镇区面

积 今

镇区人

口 人

,镇区从

一业人员
人

镇区面

积占比

镇区人

口占比

镇区从

业人员

占比

一一姗一一竺一一一一一新桥镇

洞径镇

九亭镇

泅径镇

车墩镇

佘山镇

石湖荡镇

小昆山镇

新洪镇

柳港镇

叶榭镇

科

巧

一

夕

巧

刀

乡

石 名

一一一一一一

资料来源 上海郊区统计年鉴

六普数据表明 我国居住地与户口

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

口登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万人 ,

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万人 , 比 年的 万人净增加了

万人 ' 。这些人口在计算城市化

时已被考虑在内 , 但是他们在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时却被排除在外 。因此 , 这些

人口的 “被城市化 ” 就是不完全的城市

化 。而且 , 其规模也呈现迅速扩大的态

势 。

用地和聚人是城市化的两个核心要

件 '引。一方面 , 城市化的推进需要

占用农村土地 , 需要依赖于农村土地的

流转 , 这就需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与农

民和农村土地权益的分配份额问题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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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丁 ,

年松江区主要经济发展指标

明 加

””区一”镇“”” 人均 人均工农业产值值 人均财政收人人 农民人均年收人人元人 万元人 元 人 元人

新新桥镇镇 巧

洞洞径镇镇

一

浦浦北北 洒径镇镇

地地区区区区 车车车墩镇镇 科刀

佘佘佘山镇镇 石

石石石湖荡镇镇

一一一小昆山镇镇

新洪镇……浦浦南阵赢瘫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地地区卜赢矿镇镇叶叶叶榭镇镇
资料来源 松江区统计年鉴 ,

表

丁

一 年松江区城乡居民收入变化

口 一 司 ,

和现有资源承载能力 , 因地制宜地进一

步推进 “分类改革 ” , 逐步实现进城农

民工与本地户籍人口在各方面的权益平

等与社会福利平等 , 才能最终达到城市

的公平与正义。

最后 , 完善土地产权流转制度与改

革户籍制度是关乎目前中国城市化成败

的两个核心制度 。一方面 , 必须对我国

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 、 “土地换保障 ”

制度 、 “城乡用地增减挂钩 ”制度等一

系列相关土地产权流转制度进行系统梳

理与反思 , 加强与完善该项制度的顶层

设计 另一方面 , 又要注意扭转过去将

两者孤立与分离开来的传统做法 , 切实

将完善土地产权流转制度与改革户籍制

度有机结合起来而协同推进 , 加强部门

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合作 , 努力谋求制度

或政策创新的协同效应 , 推动中国城市

化迈上新台阶 。

年年份份

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 元 巧

农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

城城乡居民收人之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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