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中国城市化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国平 谭玉刚

〔摘 要〕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相似，都呈现“起步—加速—成熟”三阶段特征，当

前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即将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受经济因素也受政策因素的

影响，其中经济增长和政策因素影响尤为突出，而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国家层面上的城市化影响

因素有所不同。此外，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受到自然与区位条件、国家与地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

多方面的影响。现阶段应在顺应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着重强调中国

城市化进程的战略转型，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三大政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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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关于城市化的研

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在 1970
年代之前，国外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对中

国城市化的历史学研究;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则

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城市形态、
城市网络、城市体系、城市化的区域差异等方面的

系统性研究; 而且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开始得到

进一步重视，约翰． 弗雷德曼等国际顶级学者也开

始了对中国的城市化研究。〔1〕中国国内关于中国

城市化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978—1983 年

的起步期; 1984—1988 年的借鉴国外理论和理论

独创期; 1989—1997 年的中国城市化要素与本土

化研究期; 1998 年以来开始由政府推动研究的时

期。
中国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探索中国特

色的城市化道路，1979 年吴友仁发表了“关于中国

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2〕。其后，城市研究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开始了对中国城市化的系统研究，其中

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关于“离

土不离乡”的农村城市化以及发展小城镇的相关

研究〔3〕，胡序威关于城市化水平的研究〔4〕，周一

星关于中国的城镇体系、城市职能、郊区化的研究

〔5〕，顾朝林关于城市体系的研究〔6〕，许学强等人

关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研究〔7〕，胡兆量关于异

地城市化的研究〔8〕，薛凤旋、崔功豪、宁越敏等关

于中国城市化机制研究等。〔9〕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城市化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牛文元等的城市

发展战略研究被纳入学术界的视野〔10〕; 城市化持

续发展问题开始备受重视，如陆大道等人关注的城

市化空间扩展问题〔11〕，刘盛和、陈田、蔡建明关于

半城市化现象的研究。〔12〕另外，信息技术催生新

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等新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如汪明

峰、宁越敏对信息网络城市以及李国平对网络化大

都市的研究。〔13〕区域城镇化以及都市群 ( 都市

圈) 的研究迅速兴起，其中代表性的有胡序威、周

一星、顾朝林关于城镇密集区的研究〔14〕，以及姚

士谋关于中国城市群的研究〔15〕，吴良镛、樊杰、李
国平等人关于京津冀大都市圈的研究等。〔16〕

基于以上背景和问题，在客观评述中国城市化

现状和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着力从经济因素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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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1 个省市区域，中部为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 8 个省市区域，西部为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新疆、西藏 12 个省市区域。

市公共政策视角解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特征以及

省际区域差异现象，进而讨论中国城市化的动向和

今后的政策课题。

二、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和特征

( 一) 快速城市化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 Northam，Ray． M． ) 在
1975 年提出了被称为“诺瑟姆曲线”的城市化发展

规律，认为城市化阶段可分为“起步———加速———
成熟”三个阶段，曲线呈倒“S”型。新中国成立时

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 10． 6%，到 1961 年增加到
19． 3%，之后降低到 1977 年的 17． 6%。1978 年改

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特别是自 1995
年以来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进入了“快速城市

化”时期( 图 1) (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严

峻问题，被 陆 大 道 等 学 者 称 之 为“冒 进 式 城 市

化”〔17〕) 。

图 1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推移( 1978—2008 年)

( 二) 巨大的区域差异
1. 城市化水平存在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
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快速工业化的

影响，中国城市化水平经历了从“北高南低”( 北部

地区城市化率高，而南部地区城市化率低) 向“东

高西低”( 东部地区城市化率高，而西部地区城市

化率低) 的转变，而现阶段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

差异呈现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根据 2006
年的东、中、西部城镇人口比例计算，中国东、中、西
部的城市化率分别为: 55． 0%、40． 4%、35． 7%。①
2007 年中国城市化率大于 50% 的省市区( 除内蒙

古自治区外) 都分布在东部或东北，而除福建和海

南两省外的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率都超过

50%，福建和海南两省的城市化率分别为 48． 7%
和 47． 2%，也接近 50%。

2. 城市化率上升差异显著，中度城市化地区

最高
2000 年以来，城市化率提升最快的是城市化

率处于 30%—50% 的中度城市化地区，如河北、河
南、陕西、江西、安徽、湖南、重庆等地。城市化率高

于 50%以上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

三大直辖市( 城市化率均超过 75% ) 和东北三省，

以及城市化率低于 30%的低度城市化地区则呈现

出城市化率提升缓慢的特征。中国省级行政区也

遵从着城市化发展“诺瑟姆曲线”规律。
( 三) 大城市( 特大城市) 快速增加

中国的城市规模结构与城市化过程紧密相关，

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明显推进了城市规模的

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化政策导向也决定了城市规模

结构的态势和空间分布。1949 年以来的中国城市

规模结构变动表现出中等城市以上的城市数量和

比重都在增加，而 20 万以下的小城市呈现减少的

趋势。到 2008 年市辖区总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地

级以上城市已经达到了 122 个。
( 四) 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中国

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同发展规模和

水平的大都市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

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以及京津冀大都市

圈，一般被称为“三大都市圈”。2006 年三大都市

圈 的 土 地 面 积 仅 占 全 国 的 3. 38%，人 口 占
15. 54%，非 农 人 口 占 21. 4%，GDP 则 占 全 国 的
36. 7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41576 元，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 2. 37 倍。除此之外，中国各地正在形成

十多个地方性的大都市圈。
( 五) 城市化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前已述及的城市化水平

的区域间差异; 二是重数量轻质量，出现了“虚高

的城市化”现象; 三是城乡差距过大，城乡二元化

矛盾尖锐; 四是“准城市化人口”大量存在，城市内

部社会二元结构凸现; 五是生态和城市环境问题依

然严峻; 六是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等“大城市病”已

经显现; 七是普遍存在流动人口、社会治安、“城中

村”管理难题; 八是规划体系不完善，相关规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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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缺乏协调。

三、中国城市化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分析

( 一)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1．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促进城市人

口增加的首要因素是非农业就业的增长。1978 年

以来 农 业 就 业 比 重 从 70. 5% 降 低 到 2007 年 的
40. 8%，而 非 农 产 业 就 业 比 重 从 29. 5% 增 加 到
59. 2%。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 主要是工业和服

务业的增长) 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均 GDP
的变化趋势和城市化水平的推移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利用 Pearson 指数对中国 1978—2007 年的全

国城市化率与各经济指标进行两两相关性分析，可

得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第二

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了两位

数，非农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经济增长和城

市化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图 2 为 1978 年以来的

人均 GDP 水平和城市化率的变化比较图，两者的

趋势一致，具显著正相关关系。

图 2 1978 年以来的人均 GDP 水平( 上方曲线)

和城市化率( 下方曲线)

在城市化率与产业结构( 增加值以及就业比

重) 关系方面，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呈
显著负相关; 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呈显著正相

关; 但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无相关关系。在与从

业人员比例的关系方面，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比重呈显著负相关; 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呈弱正相关; 而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显著正

相关。在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化率关系方面，城市

化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地区固定资产投

资以及房地产投资均呈显著相关。

2． 公共政策与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除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

显著影响外，还受到公共政策因素的左右。新中国

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城市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

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自 1978 以来，中国的城市化

水平由平稳增长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显然和中国

的城市化推进政策、逐步放开的户籍制度、财政制

度改革、住宅市场化改革等鼓励城市化发展政策的

推行有关。
( 1) 城市化推进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城市化发展所采取的还是

比较消极的政策。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

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当时的城市发展方针，而
“离土不离乡”则是当时回避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自 1996 年开始的“九五”计划则不再提及控制大

城市规模，并明确提出向非农产业转移 4000 万农

业劳动力; 2001 年开始的“十五”计划提出“实施城

市化战略”，从而极大地推进了 1990 年代中期以来

的城市化进程。
( 2) 户籍制度与城市化

中国户籍制度的实行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种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化进

程起到了控制作用。从不断调整的中国户籍制度

的发展来看，可以 1978 年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 年之前的户籍制度形成阶段。
195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

制度的指示》，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建立统一的户

口登记制度，并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

定》，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

指标，标志着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

划分与管理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的形成。此后的
20 年中，户籍制度的重点始终是严格控制农村人

口向城镇流动，并限制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

动，严格限制“农转非”，积极支持反向流动。
第二阶段: 1978 年之后的户籍制度调整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户籍制度也随

之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人员调动和“农转非”的政策均有所放宽，并开始

鼓励科技人员合理流动。截至 2008 年 12 月，已有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

户口的二元户口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统称为居民户口。
户籍制度的调整，对城市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城乡人口流动，有力地瓦解了二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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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长

久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也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大中

小城市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重

要原因之一。
( 3) 财政税收政策与城市化

财政税收是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之一，直接影

响着城市建设速度。从中国的财税体制来看，多处

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建国初最为典型的是高度

集中的“统收统支型”财税制度。此后较长的时期

内，中国实行的主要的财税制度是“收支挂钩”制

度，即将地方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挂钩。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财税制度也

改以“包干制”为主要方式，而 1994 年又进行了分

税制改革。
( 4) 住宅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

住宅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对城市空间扩张以及

住宅需求的上升，从而拉升了房价，进一步刺激了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土地开发行为，强化了地方政

府的“土地财政”，从而加速了发达地区城市化以

及部分大城市的郊区化。
( 二) 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自然和区位条件的影响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受到自然和

区位条件的显著影响。中国的自然和区位条件存

在明显的东、中、西差异，直接影响到人口分布、产
业布局以及区域城市化水平。地形和气候条件决

定了东部更适合人口居住和产业发展，而海陆位置

又决定了东部地区拥有更加良好的外向型经济条

件，促进了其工业化的发展，进而加快了这些地区

城市化的步伐。
2． 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影响

国家各种政策变化对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也产

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分税制改革，从积极的方面来

说，通过改革，税收方式变得简化、透明，中央及地

方财政收入都大大增加，中央财政自主权扩大，更

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落后地区发展的资金

支持，可以促进城市化区域差异的缩小; 从消极的

方面来说，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绝大多数地

方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而地方财政在快速城市化过

程中的财政压力逐年提高，最终导致财政收支比例

失调，从而催生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刺激了

发达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城市化扩张，使得城市化区

域差异更为扩大。
3．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1980 年，除北京、上海、天津和东北三省外，中

国各省城市化水平都处于较低状态，东、中、西部之

间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异非常小，城市化率分别为
20． 9%、20． 1% 和 16． 2%。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

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中西部人口向东部

沿海地区城市集中，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农业人口也

向本地城市集中，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城市化发展格

局。
各省 GDP 总量和城市化率相关性不大，但人

均 GDP 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较高。除了各省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外，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城市率的重要

因素。拟合各省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与城市率的

关系，可以得出第三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对人

均生产总值进行分组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率的关

系更加明确，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一定水平之上

的省份，其第三产业比重是城市化率变化的主要带

动因素，而在一定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下的省份

其第二产业比重是影响城市化率的主要因素，这些

省份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则城市化率越高。
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基本

协调，但也有部分省市出现了城市化超前和滞后现

象，前者的代表省份为东北三省，而后者的代表为

贵州省。〔18〕

四、结论———兼论中国城市化的态势及其今后

的政策课题

( 一) 中国城市化的态势

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城市化的重要

力量，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中

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特点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

历程极为相似，都体现了三阶段趋势，当前仍然处

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但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

影响因素与国家层面上的城市化影响因素有所不

同。综观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态势以及各影

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态势将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水平还将得到快速提

升，2020 年之前每年还有可能增加 0． 8 到 1 个百

分点; 二是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仍将存在，2020 年之

前不会有明显缩小; 三是城市化的质量将有显著提

升，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倾向明显; 四是以沿海

三大都市圈和众多地方大都市圈为中心的城市空

间格局将基本形成; 五是“城市问题”特别是“大城

市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 二) 中国城市化的政策课题

针对以上对中国城市化基本态势的判断可见，

中国城市化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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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阶段。现阶段应在顺应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着重强

调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转型，集中力量解决中国

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以下三大方面的政策课题，即

缩小各类差异的政策课题、提升城市化质量的课

题、解决“大城市病”的政策课题。
首先，缩小各类差异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基

本政策课题。应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

信息化发展，以快速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

平，努力缩小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推进包括土

地、投资、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制度

等在内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缩小城乡差异; 显

著提升城市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市

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努力缩小城市内社

会阶层差异。
其次，提升城市化质量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

核心政策课题。应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产业优化

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社会文化设施、城市防

灾减灾、城市社会保障等方面为中心，全力促进城

市化质量的提升。
再次，解决“大城市病”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

的紧要政策课题，“大城市病”主要是指城市化进

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环境、交通和住宅等问题。之所

以称为“大城市病”是因为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

市的表现尤为突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努力

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建立低耗、低碳、
高效、集约、宜居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促进城市集

约发展和绿色发展。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低效蔓延，

强调精明增长，规范控制城市空间开发秩序。建立

新的大城市空间发展理念，强调网络化大城市的发

展，以克服城市职能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各类“大城

市热”问题。〔18〕
研究城市化将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的发展及

其现代化进程。尽管中国城市化研究取得了长足

进步，但还基本停留在城市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方

面，尚需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国城市化进

程还将继续，因此也将面临诸多对于发展进程客观

判断和评价的课题，需要积极探索中国城市化的规

律问题，需要解释不同时期城市化的影响因素，要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研究理论体系以服务于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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