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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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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初期，由于受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以此为依据将

建国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了各阶段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研究发现，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

西部地区新增城市数量和城市化速度高于中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最慢; 从改革开放之后到本世纪初，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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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建国初，1949 年中国

拥有城镇人口 5765 万人，农村人口 48402 万人，城

镇化率为 10． 64%，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数量

的一成。经过 60 年的发展，2009 年中国的城镇人

口达到 62186 万人，农村人口 71288 万人，城镇化水

平由 10． 64%提升到 46． 59%，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了

5． 5 亿。可以说，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城市化史上

规模最大、背景最复杂、受益人群最多、不确定性也

最大的城市化历程。
受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改革开发之前，中国的

城市化经历了 1949 － 1957 年的健康发展时期、1958
－ 1960 年的过度城市化时期、1961 － 1978 年的城市

化停滞时期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

市化进入了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阶段，1996 年之后

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农村人口的绝对数

量开始减少，此后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的一

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规模不

断扩大，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断涌现; 二是新兴城市

不断出现，城市数量急剧增加，集中表现为东南沿海

三大城市群的出现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城市数量比

例与城市人口比例的剧烈变动。

一 建国初期均衡发展战略下的城

市空间格局

建国初期，出于政治、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均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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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考虑，中国把经济发展重心放在了中西部落后

地区，以期改变国家生产力布局长期集中在东南沿

海的格局。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苏联援建

的 156 个项目的布局要求，中国将西部地区确定为

城市发展的重点地区，1949 － 1957 年，西部地区城

市数量年均增长 2． 13 个，而同期东部地区年均新增

城市数量则不足 0． 5 个［2］。同时，由于受传统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中国实行追赶型的经济

发展战略，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而

忽视城市的消费功能和服务功能。不仅在新建城

市中强调城市的工业生产功能，还对建国初期的

消费型城市( 北京、广州等) 进行了改造［3］。1964
年，中国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三线”建设，直接导致

了国家工业布局、城市布局的调整，大批工厂及工

人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西部内陆地区，这一时

期中国城市化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1954
－ 1980 年间，大陆 29 个省级单元中，城镇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 10 个省份除北京外全部是中西部

省份，内蒙、新疆、青海、宁夏、黑龙江等西北部边

远省区增幅最大，增长最慢的 10 个省份中有 7 个

属于东部地区，除北京、辽宁外，所有东部地区的

城镇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都在下降［4］。
在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西部地区的一

批新城市得到了培育，形成了一批中心城市，客观上

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片面化的发

展策略偏离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新建城市普遍

存在效率低、功能单一的问题，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总

体增长。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政策反复变动，1958
－ 1960 年的城市政策过于激进，出现了虚假的城市

化，三年间全国的城市化率迅速由 15． 4% 提高到

19． 8%，直接导致 1961 年之后城市化进程的停滞与

倒退; 1961 － 1978 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长期停滞，

1978 年的城市化率为 17． 9%，低于 1960 年的城市

化水平。

二 改革开放初期小型城镇化时期

的城市空间格局

1978 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此同

时，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也得到了及时的调整。从

1981 － 1986 年( 第六个五年计划) 开始，中国正式实

施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一阶段的城市空

间格局演变特点是东部快于中西部，南部快于北

部［5］。改革开放后，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缘优

势，1979 － 1980 年国家设立了 4 个经济特区; 1984
年开放了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 年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带被划为经济开放区;

1988 年 3 月，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

的范围，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

广西的 153 个市县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1988 年 5
月，国务院设立了海南岛经济特区，同时开放了辽东

半岛和山东半岛等 140 个市县。至此，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

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内的沿海开放地带。在地缘优势

和政策优势的吸引下，大量外来资金进入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三来一补”为

特色的出口贸易产业，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

专业镇的发展。而在长三角地区则产生了以私营经

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和以集体经济为特色的“苏

南模式”，这些地区的农民摸索出了一条由农村工

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城市化模式，在乡镇企业的快速

发展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形成了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模式。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

展，1978 － 1995 年，中国乡镇企业由 1978 年的 152
万个增加到 1995 年的 2203 万个，平均每年净增乡

镇企业 120 万个; 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也由 2827 万人

增加到 12862 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就业 590 万人［6］。
从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看，1949 － 1957 年东部年均

新增城市数量( 0． 5 个) 不到西部地区( 2． 13 个) 的

四分之一，1958 － 1978 年，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总

体上呈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城市发展格

局发生了变化，1978 － 1992 年，东部地区的城市数

量年均增长 12． 2 个，明显快于中部( 8． 5 个) 和西部

地区( 4． 3 个) ，如以淮河—秦岭为界，将中国划分为

南北两半，则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数量的增长北

方略快于南方，1978 年以后则是南方( 年均增长 14
个) 明显快于北方( 11 个) ［7］。

1978 － 1990 年的 12 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提高了 8． 5 个百分点，但是该时期的城市发展却存

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

化，甚至有学者形容该时期的工业化为“没有城市

化的工业化”，中国小城镇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显露出自身的发展弊端。在 1980 年，中国小城市在

全国城市总数中的占比为 15%，到 1990 年小城市

数量的占比已经超过 30%，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

占比则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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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深化阶段的城市空间格局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

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实施，由此加速

了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

东南沿海城市的迁移，促使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珠

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推行城市土地制

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以往无偿使用

和无限期使用土地的制度，而改为以招标、协议和拍

卖制度为标志的土地出让制度，土地出让所得款项

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新城区的配套建设

和老城区的改造等［8］。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地

调动了地方政府开展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各大城市

开始扩建新区、工业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促使城市

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发展，如广州建立了广州开发

区、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广州加工贸易区; 上海也

创立了浦东新区，建立了国家级的外高桥保税区、张
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等园区。土地制度

改革加快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建设，城市发展

用地快速膨胀，1991 － 2000 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

每年平均为 150 万亩，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建设用地

平均每年为 280 万亩。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东部

地区和南部地区明显超越了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

区。到改革开放中期，东部地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

在全国的占比达到 40% 以上，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建

成区的面积之和，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

全国的占比保持在 20% 左右; 东北地区城市建成区

面积在全国的占比在 16% －19%之间，由于东北地区

只有三个省份，所以东北地区的城市密度要高于中西

部地区。从空间分布看，西部地区面积广、省份多，但

城市建成区面积与中部 6 省相当，西部地区的城市密

度较低。
在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中国还放宽了长

期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从

1984 年开始，中国允许农民到城市务工经商，大批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开始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极大

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推动了东南

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1978 － 2000 年，中国东部

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人口年增长率维持在 3% 左右，

相对于当时中国 0． 6% － 0． 8% 的生育率来说，要高

出近 5 倍，这些劳动力供给缺口主要由来自农村的

剩余劳动力弥补。在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

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大量本省农民进入城市，大量城

镇发展成为中小型城市。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开始大量

进入东部地区，增加了东部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
从统计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浙江、江

苏、福建、湖北、山东等省份经历了最快速的城市化

发展 ( 表 1 ) ，1982 － 2000 年 间 城 市 化 率 增 加 了

20%，除湖北以外，这些省份都处于东部地区。在中

西部地区，河北、山西、新疆、宁夏等省份的城市化进

程较缓慢，其中河北到 2000 年的城市化水平也只达

到 26． 3%。从城市人口的分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

的城市人口数量最多，超过中西部地区之和［9］，其

中城市人口数量增长最多的省份是广东，1982 年广

东的城市人口数量只有 1000 万，2000 年的城市人

口数量已经达到了 4800 万，东部地区的山东、江苏

在 1982 － 2000 年间的城市人口数量也翻了 2 番以

上，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明显慢

于东部地区( 表 2) 。

表 1 1982 － 2000 年全国及沪京津粤辽的

城市化水平 单位: %

1982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上海 60． 28 63． 21 69． 05 81． 63 88． 31
北京 66． 29 68． 36 70． 91 75． 78 77． 55
天津 70． 40 72． 46 74． 05 74． 87 71． 99
广东 19． 76 24． 68 36． 82 54． 25 55． 66
辽宁 43． 41 48． 57 51． 02 53． 90 54． 91
东部 24． 75 29． 30 34． 39 41． 64 46． 47
中部 20． 39 22． 94 26． 01 29． 62 32． 58
西部 17． 02 19． 69 22． 00 25． 65 28． 77
全国 21． 39 24． 72 28． 27 33． 28 37． 04

数据来源: 见参考文献 5。

表 2 1982 － 2000 年全国及粤鲁苏鄂辽的

城市人口数量 单位: 百万

1982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广东 10． 6 15． 66 24． 11 40． 67 48． 29
山东 14． 55 19． 49 25． 46 32． 32 34． 95
江苏 9． 81 12． 40 16． 69 22． 26 31． 42
湖北 8． 49 11． 20 15． 53 20． 58 24． 52
辽宁 15． 51 17． 70 20． 07 21． 98 23． 38
东部 93． 23 114． 88 147． 73 191． 29 229． 06
中部 69． 27 80． 63 98． 64 118． 68 135． 65
西部 48． 98 58． 43 70． 18 86． 66 102． 37
全国 215． 71 258． 17 319． 74 399． 83 469． 57

数据来源: 见参考文献 5。

在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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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明显地超过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改革开放初期

东部地区城市化快于中西部、南部快于北部的趋势

得到进一步加强，东南沿海的城市密度高于中部，中

部城市密度高于西部的空间分布趋势也逐步加强。

四 新世纪以来的城市空间格局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 20 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

但是城市化水平仍然明显地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

平，严重地制约了国家综合实力与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03 － 2004 ) 》指出，至 2003
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10 个百分

点，比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 30 个百分点［10］。
与此同时，快速的城市化也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质量

不高的问题，“伪城市化”、“半城市化”、“候鸟型民

工”等问题都非常严重，中国外出务工农民数量庞

大，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他们自身并没有实现真正

的城市化，而是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移。进而

导致中国东部地区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土地开发几

乎殆尽，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则相对迟缓，城

市空间格局失衡。2008 年末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

数字为 45． 7%，但是实际上却有 2 亿农民被统计在

内。
为了缓和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不均衡现象，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陆续实施了

“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

地区崛起”等均衡发展战略，旨在缓和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改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失衡的局面。由此，

中国城市空间格局进入新的调整期。东部地区的城

镇化速度开始放慢，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

则开始提升。“十五期间”( 2001 － 2005 年) ，中国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 1． 21%，中部地区为

1. 45%，西部地区为 1． 27%，东北地区为 0． 62%，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超过了东部地

区［11］。2005 － 2009 年，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得

到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开始放缓。
这一阶段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 1． 43 个百

分点，西部地区提高 1． 22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则降

到 0． 95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年均提高 0． 56 个百分

点，增速最低。从四大区域的城镇人口增量看，东部

地区城镇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仍然是最大的，其次是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各地区城镇人

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看，2005 年之后东部地区城镇

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2005 年东部地区

城镇 人 口 占 比 为 43． 97%，2009 年 的 占 比 为

43. 45%，下降了 0． 52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的城镇人

口占比则不断提升，到 2009 年城镇人口占比已经攀

升到 23． 82% ; 西部地区在 2000 年之后，城镇人口

占比也开始提升，但低于 1982 年的占比情况; 东北

地区受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速度的限制，城镇

化速度最慢。
从城市密度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城镇密度最

高，2005 年的城镇 密 度 达 到 每 万 平 方 公 里 70. 52
座，中部次之，西部的城镇密度最低( 表 3) 。在中国

东部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

州为次级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香港

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

唐城市群，以济南、青岛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等

城市密集区。“十一五”以来，随着中西部地区城市

化速度的加快，在中西部发展条件优越和经济发展

较快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城市群，如中原城市群、皖
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

将成为未来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

表 3 2005 年中国城镇分布密度

项目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全国

城市密度( 座 /万平方公里) 2． 50 1． 64 0． 25 1． 14 0． 69
建制镇密度( 座 /万平方公里) 68． 02 48． 69 10． 35 19． 45 20． 91
城镇密度( 座 /万平方公里) 70． 52 50． 33 10． 60 20． 59 21． 61

数据来源: 见参考文献 7。

五 未来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

随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城

市化水平超过 60%而进入城市化中后期，东部地区

的城市化速度将不断下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重心

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将由追

求速度转为追求质量，加快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优

化。2011 年中国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

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

化质量和水平。对于城市空间格局“十二五”规划

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

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

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

协调发展; 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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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

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以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

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

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这一城市空

间格局也被称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格

局”［12］。
“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必将促进中国中西

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无论是在城市化率、城市空间

密度还是在城镇人口比重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化水平都将得到较大提升，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将

不断缩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将放在城市

内涵的完善以及城市群的一体化建设上。

六 结论

建国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

城市空间布局也因受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影响而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然

处于中期，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仍属于农业人口，如果

要达到欧美的城市化水平 ( 城市化率达到 75% 以

上) ，中国还有近 3． 4 亿人口需要进入城市生活，如

果考虑到目前中国 2． 5 亿的“候鸟型”农民工，中国

的城市化进程更是任重道远。在城市空间格局上，

由于西部地区山地多、水资源缺乏，适合城市建设的

地区非常有限，所以未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重心应主

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地区; 而东部地区由于城市密

度高、人口和环境压力较大，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以

“控制规模，适当分散”为主要目标。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began in

1949． The process shows different significant stage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

ment strategy．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and studies the changes of the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different stages． It is found that from 1949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the number of cities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re growing faster than in the eastern，while

the urbanization pace in the eastern is the slowest． From the Re-

form and Opening － up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the east-

ern region has experienced the rapid urbanization． Urban devel-

opment pattern shows that the eastern is faster than the midwest，

while the southern is faster than the northern．

【Key words】 urban spatial pattern; urbanization; re-

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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