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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趋 势 、模式 与战 略对策 

洗建法 

华 东 邮凡地理 系 

一

、 城市化预测 

随着我国 向 、康”水平和发达 国家水平迈进， 

我国城镇人 口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国内理论界对此 

已毫无疑义。但我 国到 2000年城 乡人 口转移的规模 

还没有作精确预测 ，大多数估 计为 2亿 以上。我们 

从城市化机制出发 ，建立了城 乡人 口转 移的人 口经 

济模型 。这一模型考虑 了城 乡人 口不同的 自然增长 

率、城乡经济不 同的劳动生产率变动趋 势、人 口对 

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不同消费收入弹性等 因素，模 型 

预测结果见表 1。 

表 1 我国城 市化水平预测 

城 镇 人 口 表村 ^ 口 城 多人 口转蒋 城市 化隶平 年惜 

(亿 人1 (亿 ^) t亿人 1 ( 1 

1998 4．2 6+7 

!10 4—6 6．6 

1995 5．7 n．1 

蜘 (io 6·8 5，5 

2028 ．11．1 2．1 

预测结果表明城镇人 口 2000年 达 到 6．8亿 ，比 

1988年增加 2．6亿 ，2025年城镇人口达到儿 ．1亿，叉 

比2000年增加4．3亿。这里不详细介绍我们所建 立的 

人 口经济模型 ，仅 分 析 一下表 预测结果实 现的 

可能性。 

1、预测 i988— 2000年城 镇人 口年增 2000万 ， 

2000— 2025年城镇 』、口年增 1700万。从我 国实际看， 

l949— 1978年城镇^ 口由0．6亿增加到 1．7亿 ，年增 

加400万 ， l978— 1985年城镇人口增加到 3．8亿 ，年 

增加 3000万人。 

2 从农村人 口人均耕地面积看 ，暂不计 耕地 

减少，若全 国耕地总面积 以l5亿亩计，则2000年农 

村人均耕地 为2．7亩 ，2025年农村人均耕地 为7．1亩 

1949年我国农村人均耕 地为 3亩，大于 2000年 人均 

耕地数 2025年人均耕地数则为 1040年的 2．3倍 ．考虑 

到农 业机械化与现代化 ．2【I 年农村^均负担 7．1亩 

耕地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3 同世界 各国对 比。 2000年我国人均 国民收 

入将达到800— 1000美元 ， 预 测 的 城 市 化 水平 为 

50．5 预测到 2025年我 国城市化水平 为84％，城 

市化水平由55．5 提高到84％需要25年，西方发达 

国家需用 2O一4o年。 2020年我 国城 市化水平接 近 目 

前 发达国家水平。 - 

二 、城 市化横式 

城 镇化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实 

现城镇化刑面临着多种选 择。 国内理论界主要存在 

着二种截然 相反的观点，即以犬城市为主体的城市 

化模式和以小 城镇 为主题的城 市化模式。 

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是 目前 国内盛行 

的观点。其 主要思想是农业剩余 劳动力转移的 方式 

是 “离 土不离乡 ，重点发 展小城镇 ， 由小城镇接 纳 

农村转移 出来的 2亿多人 口 有人设 想到 2000年我 

国小城镇 发展到 2万个， 每个1．6一1．7万人。我 国 

政府 目前采用 的就是这一模式。 1980— 1987年小城 

镇 由2374个发展到 10000多个。1983— 1985年城镇 人 ’ 

口增加 1．4亿，其中城市人 口增加 0．4亿 ，小城镇人 

口增加 l亿 ，占70 。小城镇人 口占城镇人 口的 比 

例 由1983年的 27 提高到 1985年的 45 。1984年 6211 

个小城镇平均人口 2万人 ，其 中非农业人口仅 0．8 

万人 

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 市化模式是李迎 生在 “关 

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 ‘《社会学 研究》 ， l988 

第二期)一文中提 出的，其主要观点是 大城市具有 ． 

集聚经济效 益，主张我国城市化过程应 以发展大城 

市为主体 

我们认为上述二种城 市化模式并不是我国城市 

化的最佳模式。我国应采用 以中等城市 为主，大 中 

小城镇协调 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设 

想是 2000年前大力发展 30万左右的 中等城市，使 ． 

该城市的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同时适 当发展 充实 

小城镇和大城 市； 2000年后进入充实 发展阶段．上 

述30万人 口左右的 中等城 市发展到5。～60万人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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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我国人 口将进入稳定阶段．各级城市人 口规模 

将基率保持不变 

以中等城市 为主．太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 

化模式的 主要依据是 

l，城市化过程本 质上是人 口，生产，社会经 

挤要素在空 间上集 聚的过程 ：在集 聚过程中获得规 

模效益和集 聚效益，并太大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 

生活质量 ，这是城市化过程的根率 目的，以小城镇 

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与上述城市化的本质与 日的是 

背遭而驰的 ，小城镇 人口规模大多在 s万人 以下． 

无集 聚效益可言．生产企业 达到规模经济的也少 见 

生产企业相互联系少，基础设施 羞，人均产值 、经 

济效 益 产品质量、 生活水平 同现代化城市相差极 

远。相反 ，小城镇的人均用 地，环境污 染．能源消 

耗却相当大。发展小城镇的 唯一优点是投资少 作 

为城市化过程的一十过渡阶段 ，小城镇应该有所 发 

展．但把发展 小城镇作 为城市化 过程的主体 ． 注 

意引导有 区位 优势的小城镇进 一步 向城市方向发展 

是极不台适 的。 以 小 城 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给 

我 国未来经济效益 ．生活水平 带来的极大影响必须 

有惰醒的认识 我国经侪效益较差，一十重要的原 

因就是没有组 织好社会化太生产，没有很好地利用 

的城镇化道路 我 国^ 口反多，人口密度 为世界平 

均的三倍 ，东部地区更是人口稠密地 区。^口状况 

决定了城市的平 均规模应高于其它 国家；现代经济 

要求城市之 间分 工协作．城市之间应保持畅通的交 

通、通讯联 系。然而我国交通—— 通讯体 系极不完 

善。交通 以铁路运输为主，路 鼹密度过稀．水运 地 

位 下降．公路运输的路面和车辆状况不佳 必然使 

工业和人 rl向交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集 聚 更 多 

的小城镇 蠹昧着更长的交通路线、更次的交通路面． 

更多的运输 量 更低的经济效益。 

3、城 市规模 与城市敞益存在着 窖现的关系 

世界银行专 家在考察报告 中指 出，城市人 口达到 】5 

万才有集 聚经济效益 美国、 苏联 英国 法国 

日本等目的 专家都认为，城市规模 过尢或过小都不 

好．以 20～ 0万人 口较为适宜，达到这十规模 ．就 

町以成 为相对独立 配套齐全、对 丁商业 有吸引 

力的区域经济 中心 

4、城市经济效 益同城市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 

城市规模越尢，人 均产值．资金利税率均较大。但 

是城市交通．住房 ．用地．污染则趋于紧张 +且城 

市建设投资也趋 于上升 ，因此我国也不宜 果用以九 

城市 为主体的城 市化模 式 表 2给 出 不同规模城 

现代技术条件 下的规模效 益与集 聚效 益。 市主要经济效 益指标辛H对值与用地指标 ，权衡之下 

2、我 国的 国情决定 _『不能 走以小碱镇为主体 可 见20～50万人 14中等城市的优越性是 明 锄均。 

衰 2 城市经济效益与用地指标 

城 市规 楼 固定资产提供 值 提供_利税 工业企业 犯 人均增 产值 ^均非生产性建设投资 建成区^均用监 _1_ 
． ^ - 

-厅 ^ - 

>20 0 l 55．1 153．4 2llf．3 
57． 

100～ 200 8 1i．9 98． 178．2 

50～ l 89．0 97． 16 ．2 -{】3 

20～ 50 】l】u 10u．{) 100．i 81．】 

、 211 93．7 81．7 I4．4 95-0 

三、城市化战略设想 

根据以中等城市为主体 ．太 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人口大多数 要进入3n万左右的中等城市c中等城 市的 

数量将大幅度增加 大城市．特大城市及小城 镇的 

的城市化模式 ，我国 ]988年 ～2000年2．啦 城乡转移 个数与人口也将适 当增加 ，具体设想见表 3、 

表 3 按人 口分组市数 

项 目 m t 1985̂ 口 ‰ 2000A．u％ j085～2000 年^口增加 2000̂ 口 

总 什 。 】00 82{ 1＆862 

{)．23 l】 u 

． 10 313 58d0 

l H F 

50 78 14．35 30g 6l 70 

10～3n万 

3u～ 5 

郁 ～100万 捕 ．6l 】l8 23 2 

1 0Il万 以上 47．d9 Z5(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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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1953年共有城市 166个 1980年 已增加到 

324个． 1980年则为353十。其 中 1981—1986年 每年 

增加城市 25个 1985年有 1_1万人 口以下城市11个， 

人 口占0．25 ：10～30万 人口城 市 93十 ． 人 口占 

9．1 ：30～50万 人口城市 78个，人 口占 14．3j ； 

150～100万 人口城市 85个．人口占 28．61％；loll万  ̂

口以上城市 57个，人口占47．69 1085年城市人 口 

共计2．±亿，小城镇人口1．7亿，城镇人口共汁3．8亿 

1988～2000年我国现有城市的规模将进 一步扩 

大升级 从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看，从现在到1900 

年正在建设和准备建设 项目300多 项，除铁路交通 项 

目外，有60 以上将放在现有的大中城市。另据30 

多年 来城镇化人口迁移调查，特大城市人 口迁入率 

为32．66％，太城市为 46．5 ．中等城 市为34．【I】 、 

小城市为 38．9j 、镇 为44．71％。 

预计 2000年 10O万人 口以上城市 十数增加 20个 ． 

达到 77个 每个城市人 口以185万 计，该级城市人 口 

将 增加 2500万。 30～50万 人口城市中有 50十升格 为 

50～10O万人口城市 除 去20个 升 格 !一⋯ 以 

上人 口城 市．∞ 一100万人 口城市达到 i18十，每个 

以 71．3万 人计，该级城市 人口达 8413万 ，较 1985年 

增加 2352万人。 l0～3O万人 口城市将有 鲫个升格 为 

30～50万人 口城市，30～ 】万人 口城市将 自然增 加 

到108个。 10万人以下城市 个数仍 保持为 1 个。 

据 1989年统计．我国 50万人以上 的县 共 有 636 

个，隐去 1983年以来已升 格为市的几 十千县外．还 

有近600个县。设想随着经济的 发展 ．到 2000年有 

500个50万人的县升梧为市 ．其 中 2．00个市人口规模 

为25万 ， 200十 市 人 口规模 为35万 ．按 非农业人口 

比例5O 计 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别为 l3万^．18万人c 

1979年非农 业人 口规摸在 3万人 以 上的镇 即有 325 

个。 因此 上述设想是有可 能实现的。 

按上述设想， 2000年 30～50万人口城市个数 达 

到 308个，人口为 11212万 ，比19蛭年 加81 70万人 

1O～30万人口城市个数达到313个，人 口为 77 69万 

比 1985年增加 58．10万 人 刊 200O年．城市』、口达 

到 4亿人 ，比 1985年增加 1．g亿 人 城市人 口分 布 1《1 

万人以下城市占O．13 10～30万人口城市占19．d ’。 

30～50万人口城市 占 27．99 0～100万 人口城市 

占21 100万人 口以上城市占 31．47％ 

四 城 市化战略对策 

根据上述城市化模式与 战略设想．到 2000年我 

国需新增城市 500个左右，现有城 市也 将进 一 步 发 

展，为实现上述城市化设想，应考虑采取如下对策。 

1、我国社会经济区域差异极其明显，备省 区城 市 

化水平与所处发展阶段极不相同．应 区别不 同情况采用 

不同的城市化对策 我国东 区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 

城市化基础 好，应是我 国城市化发展的重 点地区。 

2 一个区域城市 体 系 的 演 他 一 个城市 

的成长发展均有其 客观的内外条件和规律 性 必须 

按 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 发展城 市．各个地区 

各个城市均 有其具体的 历史基础、地理位置、杜会 

经济条件 根据 客观条件制订切实可行的 区域 规划 

与城市规捌 是保证医域城市体 系协调发展的重 要手 

段．这已为 国内外大量实践所证明。 

3．在 国上规划、区域规划的 基础 上选 定巽 有 

良好 区位 优势的太城 镇． 县城作为发展 中等城 市的 

基础 ，大力 扶持新兴城镇 向中等城市 方向发展 采 

取开放的城市 发展政策 ，包括人 口迁移、土地开 发、 

时政税收等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当地政府应 积极 

组织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打开城 ¨ l 一大批 

右活力的 乡镇企业进 入中小城 市。 

4．控制现有中等城市尤其是 大城 市的人 门和 

用地规模。 这方面工作搞不好 ，也将会影响我国的 

杜会经济发展 

5．重视小城镇 建设。把 小城镇建设作为城 市 

化的过渡 阶段，在有条件的 地方 呵适 当设立新的小 

城 镇， 繁荣城乡经济．推动 商品经挤 的发展 对 

现有小城镇 要加强规划．管理与建 设，着重控制用 

地，提 高小 城镇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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