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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前沿及热点】

中国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

孙久文 李华香

〔摘 要〕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表现为中心城市本身发展的同时对周围区域进行的辐射和同化。当

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时期，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根据区域发展条件，构建多元化健康

持续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指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充分发挥优势、有助于缩小区域

差距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四大区域城市化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格局，东部和东北地区已进入减速期，

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加速期，故应将研究重点放在东部地区的网络城市化、中部地区的多元城市化、西部地区的

大城市与小城镇结合的城市化和东北地区的品质立市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化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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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经

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经

济发展模式关系密切的城市化模式在演进过程中

则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由

于发展条件、动力机制和城市定位的差异，形成不

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底中国

31 个省( 区、市) 人口为 13． 40 亿，其中居住在城镇

的人口 6． 66 亿，居住在乡村的人口 6． 74 亿，城镇

化率已达 49． 68%。当然，中国城市化的意义远不

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一表面现象，它是现代化的

社会特征，是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和分异的过程。
正是基于此点，斯蒂格利茨称“中国的城市化与美

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

两大主题”〔1〕。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城市化表现

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不同的政策倾向都导致了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区域性差异。城市

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以什么样的发展方针

指导城市建设，对于研究城市化发展模式以解决不

同区域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的问题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需要从区域的角度重新认识城市化模式

的选择，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及问题，

对中国分区域的城市化模式进行选择。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及特征

1. 城市化发展阶段和特征的一般认识

美国 地 理 学 家 诺 瑟 姆 ( Ray M． Northam ) 在

1979 年发现，对于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

轨迹，可以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2〕，

该发现成为城市化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对于

S 型曲线的数学模型可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Y = 1
1 + Ce － rt

式中，Y 表示城市化水平; C 为积分常数，表示城市

化起步的早晚; t 表示时间; r 为积分常数，表示城

市化发展速度的快慢。随着参数 C 和 r 的取值不

同，可以给出各种发展经历的 S 型曲线。C 越小，

表明城市化发展起步越早，反之则越晚; r 越大，表

明城市化发展越快，反之则越慢。周一星较早将该

理论引入到中国城市地理学中〔3〕，并对国内城市

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为什么城市化进程

会形成 S 型曲线，大体有三种解释: 一是城市发展

阶段说; 二是美国刘易斯提出的城市周期发展规律

说，以及产业结构变动说和人口转变说等; 三是城

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即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

后，城市文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在社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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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普及加快，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多于实际的城

市人口，城市文明的覆盖区域也大于城市社区面

积，即城市文明普及程度高于城市化程度。
一般而言，城市人口比重小于 30% 的阶段为

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在此阶段，由于科学技术

不太发达，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第一产业所能提供

的生产资料不够丰富，释放的剩余劳动力也很有

限，第二、三产业需要的资本、人力、技术都不充足，

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城市发展速度缓慢，经

历时间长。城市主要以分散的优势点的形态存在，

城市是整个区域的中心，但是对区域的辐射能力非

常有限，整个区域的发展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
当城市人口比重处于 30%—70% 时为城市化

发展的中期阶段。在此阶段，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

率大为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

产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能够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村人

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数量增

多、规模增大。与此相适应，区域第二、三产业的发

展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发展的空

间形态上，以大城市为主，并形成特大城市和城市

带，城市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城市之间职能

分工越来越明确，城市体系的层次和等级不断加

深。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逐渐增强，城

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城市人口比重大于 70% 的阶段为城市化发展

的后期阶段。此阶段农业人口比重已经不高，农业

生产必须维持社会所需规模，城市化进程趋于平

缓; 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

的转变，城市成为整个区域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
文化教育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信息情报中心。第

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后续动力，城市化品质继

续提高，城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随着服务业

不断发展，制造业迁出城市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

和性质向城市郊区和边缘的农村地区延伸，特别是

随着公共交通的发展和私人汽车拥有率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家庭到郊区居住，城市呈现郊区化趋势，

城市与周围区域融为一体，城市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仍占主导地位。〔4〕
2.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及区域特征

中国的城市化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78
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特

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长期推行“资本排斥劳

动”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

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工业化过程中非农

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而且为

了贯彻这一方针，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无力发展

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实行了严格的计划体制和户

籍管制，从而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

移。同时，资本偏向的重工业本身吸纳劳动能力也

有限，城市化进程也因此受到严重阻碍。
当时，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城

市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本阶段

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有限资金的支持下，能

够得到发展的城市数量很有限，城市化水平低。到

1978 年，城镇人口比重仅为 17． 9%。城市形态是

以零星的点状分布为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处于严

重的二元结构之中，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力微

弱。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

推进阶段，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到 1996 年中国

的平均城市化率超过 30%，进入到高速增长阶段，

以致在短短 15 年后的 2010 年就达到 49． 68%，与

2007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49． 5% ) 持平。图 1 展示

的是中国近 20 年来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化的增

长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一直处于上升

趋势，1991—1995 年城市化的增长率较稳定; 由于

统计口径的问题，1996 年和 2010 年出现调高; 在

进入 2003 年后，城市化率的增长出现波动，但一直

是正增长状态，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 1． 55 个百

分点。在城市化空间方面，呈现出东中西齐头并

进、超大城市与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多种城市形态

并行发展的态势。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自下而上

的城市化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一带乡镇企

业带动小城镇发展为其他内陆地区提供了借鉴，就

地转移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主力。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聚集效应的要求，大

中城市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

图 1 1991—2010 年中国城市化率及增长速度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

普遍规律，顺应了发展集聚经济的要求，因而得以

高速发展。同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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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的确立紧密相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

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的流

动性增强。
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诸如住

房、环境、交通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势必影响

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所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必

将放缓。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分析，当城市化率超

过 50%以后，城市化将出现逐渐减速的趋势，50%
成为一个重要的拐点。

三、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1. 中国现有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争议

关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学

术界的争议主要围绕着城市规模而展开，概括起来

大体分为三种。
第一，大城市发展模式。主张中国的城市化要

以发展大城市为战略目标，其根据是大城市具有其

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经济集聚效应。更大更密集

的城市地区使企业有机会共享投入，能够促成工人

技能和工作要求之间或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

产要求之间更好的匹配，从而产生源于较低交易成

本和较好生产互补性的外部性，生产的溢出促进了

大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小城镇是城乡分割的特殊

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分布广泛但很分散，无法担

当转移几亿农民的重任，应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

和发展规模效益好、吸收劳动力潜力大的大城市，

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和城市带，从而推进

城市化进程。
第二，小城镇优先发展模式。此观点认为中国

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只能走“离土不离乡，进镇不

进城”的路子，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小城镇建

设，从而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其理由是，中国农

村已探寻出这样的发展模式，并在苏南、珠江三角

洲地区发展态势良好。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盲目发展

大城市会引发严重的“城市病”，而小城镇的发展

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地结合起来，就近吸纳农

村剩余劳动力，因而，走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发展模

式是可靠的城市化战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

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可供政府选择

的最佳城市化政策，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

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
1980 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

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的城市发展总方针，使得部分学者更加坚定了小城

镇发展模式的城市化战略。1983 年，费孝通先生

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

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

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5〕。
第三，中等城市发展模式。该模式既赞同大城

市论提出的小城镇缺乏规模和辐射效应的看法，又

赞同小城镇论者所阐述的大城市面临许多难以解

决的问题的观点。所以采取中庸的路线，认为中小

城市的发展模式可以避免大城市病也可以弥补小

城镇发展模式的不足。中等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

心，具有承接大城市扩散、吸收乡镇企业集中的功

能，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唯一选择。
上述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失偏颇。Soo

和 Kwok Tong 认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政治变量比经济变量更能解释城市发展模式的规

模选择，集中或分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受到政府

政策的鼓励和关注。〔6〕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条

件、现状及潜力差异极大，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

要求下不可能搞全国单一的城市发展模式〔7〕，城

市化的发展需要对周围区域进行辐射和同化，促进

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区域发展条件，构

建多元化健康持续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
2. 区域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目前中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处于不

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如表 1 所示，2009 年东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化率已超过 55%，分别达到

56． 66%和 56． 88%，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仍

较低，其 中 中 部 地 区 为 42. 26%，西 部 地 区 只 有

39. 42%。因此，未来中国四大区域城市化将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格局，东部和东北地区已进入减速

期，而中西部地区仍将处于加速期。对于同一区域

板块内的不同省份来说，城市化水平相差甚远; 比

如，2009 年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 85%，

而河北仅为 43%，相差 42 个百分点。
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以城市为主导统筹区域协

调发展的阶段。〔8〕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

由农村主导型向城市主导型转变，开拓中国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道路，也就必然要以城市为主导统筹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要求下，不同区域需要走各具特色、充分发挥优

势、承托未来区域发展、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的多

元化可持续的区域城市化道路。〔9〕依据不同区域

的发展条件，我们选择以下不同的区域城市化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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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年中国地区城市化率 单位:%

地区 城市化率 地区 城市化率 地区 城市化率 地区 城市化率

北京 85． 00 山西 45． 99 内蒙古 53． 40 辽宁 60． 35

天津 78． 01 安徽 42． 10 广西 39． 20 吉林 53． 32

河北 43． 00 江西 43． 18 重庆 51． 59 黑龙江 55． 50

上海 88． 60 河南 37． 70 四川 38． 70

江苏 55． 60 湖北 46． 00 贵州 29． 89

浙江 57． 90 湖南 43． 20 云南 34． 00

福建 51． 40 西藏 23． 80

山东 48． 32 陕西 43． 50

广东 63． 40 甘肃 32． 65

海南 49． 07 青海 41． 81

宁夏 46． 07

新疆 39． 85

东部平均值 56． 66 中部平均值 42． 26 西部平均值 39． 42 东北平均值 56． 88

数据来源: 根据国研网( drcnet． las． ac． cn) 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第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模式。东部地区是城

市化较成熟的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

大城市数量多且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体系相对完

善。东部地区应当选择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为

主的网络型发展模式，东部地区城市的增长动力越

来越依赖于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加快

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以此来带动中小城市及整

个区域的发展十分必要。由于大城市目前面临着

严重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缺水缺电等

问题，不应再盲目扩大城市空间。加快大城市及城

市群的发展主要着重城市品质的提高，城市基础设

施的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使城市

发展更加精明。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是一种网络型的城市

化模式。从重点区域看，积极发展以北京、天津为

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

群和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充分发

挥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在区域内部，重视城市网络

的形成，培育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提高区域

竞争力，而不是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把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培育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

市，选择合适时机进一步构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

“世界城市”建设目标和体系，将其建设成为在全球

经济协调与组织中扮演超越国界的关键角色的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借助高铁等快速交通网络的发

展，积极发展交通沿线的城市带，以此形成多层次

网络型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体系。在各个城市内

部，由于新型交通工具的广泛普及和交通基础设施

的延伸，引致人口、工业、商业等向远离中心的方向

发展，同时尽享聚集经济效益。另外，着力解决城

市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步放松并最后取

消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较快较好地融入城市发

展，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
第二，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正

处于城市发展的大建快上阶段，与东部和东北部相

比，城市化水平较低，且在城市发展中并存着东部

的城市拥挤、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落后以及东北地

区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等问题。城市化的速度快，但

发展模式比较粗放。
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的模式应当是多元化的。

首先是以沿江和沿陇海、京广、京九铁路等地区为

重点，发展武汉、郑州、长沙、合肥等中心城市，完善

城市功能，形成由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城市体系，

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以产业转移为动

力，推动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城市带、
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的产业发展，构造基于外

来产业推进的快速城市化模式。三是以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和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战略为契机，引

进先进技术，加快山西等资源型地区城市改造传统

产业的发展，形成具有创新特色的现代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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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模式。西部地区落后

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不经济”。〔10〕西
部地区除了关中、成渝、滇池周边、河套、兰州周边、
河西走廊、北疆铁路沿线等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外，

其余地区人烟稀少，聚落分散。在西北 52 个城市

中，人口密度在 500 人 /平方公里的城市有 13 座，

城市人口密度在 10 人 /平方公里以下的城市有 5
座，10—100 人 /平方公里的城市有 20 座。同时，西

部地区城市的首位度较高，除了几个超大城市以

外，次一级的城市发育不甚健全，城市规模经济不

能得到有效发挥，不利于集聚效应的形成。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模式应当是大城市与小城

镇结合的城市化模式。要依据发展的条件，先将关

中—天水地区、成渝地区的城市培育为大城市群，

以据点式的城市化模式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加

强省会城市建设和次一级中心城市的建设，使一些

城市在全省( 区) 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作用。
要重视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建制镇在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

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带动广大农牧区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搞好建制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功能定位，发展具有西部特色的矿业、农业经济

以及资源性产品和农牧产品，形成具有特色的镇区

体系。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影响，部分

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发展环境常受到地震、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的侵扰，应更多地关注城市开发过程

中的国土安全问题。
第四，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模式。东北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建设而处于

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城市数

量多，但是城市化发展速度慢、城际联系比较薄弱

的问题比较突出。
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模式应当是品质立市的创

新驱动型城市化模式。作为老工业基地，要在东北

振兴战略的指导下，针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重点抓住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水平的

提升，着力发展基础较好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如沈

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视精明增

长，推进品质立市，使这些城市的人口、经济规模达

到与其中心城市的地位相适应的程度，加大对周边

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区域来看，辽中南城市

群、长 ( 春 ) 吉 ( 林 ) 图 ( 们 ) 城市带、哈 ( 尔 滨 ) 大

( 庆) 齐( 齐哈尔) 城市带的发展势头较好，作为强

大的核心区域，将推动东北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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