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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征 
 

黄顺江 
 

提要： 
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长足进展，我国城市化已步入中期阶段，步伐加快，

质量显著提高。同时，我国城市化又处于周期转折点上，上一周期行将结束，下

一周期将要开始。我国政府目前推行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有

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反过来，新一轮城市化也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开

辟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关键词：城市化 趋势 周期 

 
    一、城市化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 1。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

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 2，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

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这样，在新世纪之初，民

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上升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3，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4。2006 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

的比重分别是 23%、56%和 21%5

动力结构和机制-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镇人口平

均每年增加不足 500 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1980 年代，城镇人口平均

。因此可以说，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

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

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第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

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

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

相适应，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

式为辅助的格局（黄顺江，2009）。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兼顾

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第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1 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 
2 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 
3 民营经济是指由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 
4 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 
5 按综合性的城市化动力指数来测算，详见黄顺江“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与模式的演变”。见牛凤瑞等《中

国城市发展 30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7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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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增加 1000 万人以上，到 1990 年代又增长到 1500 万人以上。进入新的世纪，城镇人口

平均每年增长接近 2000 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 1990 年代（1990-2000 年），全

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 938 平方公里，进入新世纪后（2000-2007 年）则平均每年

扩大 1861 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1

 

。可以说，目前是我国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 
第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期阶段，

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

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

量的半城市化现象（刘盛和等，2003；于北溟，郭东明，2006），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

态压力。即使到了 1990 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

设工地。进入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

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

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

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入新世纪后均上了一

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 2000 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 2 倍多（表

1）。 
 
   表 1 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统计 

 当年指标值 年均增长 

指  标 单位 1995 2000 2005 2007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07 

用水普及率 % 58.7 63.9 91.1 93.8 1.04 5.44 1.35 

燃气普及率 % 34.3 45.4 82.1 87.4 2.22 7.34 2.65 

集中供热面积 亿 m2 6.5 11.1 25.2 30.1 0.92 2.82 2.45 

实有道路面积 亿 m2 13.6 19.0 39.2 42.4 1.08 4.04 1.60 

园林绿地面积 万公顷 67.8 86.5 146.8 170.9 3.74 12.06 12.0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年第 367 页，《中国统计年鉴》2007 年第 395 页 

 
第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我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

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

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

履艰难。不过，到了 1990 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

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

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

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

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表 2）。 
 
                                                        
1 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综合财务司《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7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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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建成区面积统计                    单位：平方公里，% 

城市规模 2000 2005 2000-2005 年均递增率 

超大 3833.27 6322.86 10.53 

特大 2854.54 4640.09 10.2 

大 3710.26 5927.11 9.8 

中 5723.16 6744.54 3.338 

小 6318.05 8886.12 7.059 

全国总计 22439.28 32520.72 7.7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5 年第 48 页，《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4 年第 48 页，《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0 年第 165 页 

 
第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我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

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

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

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

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

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

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

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一工业

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

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

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

同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

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我

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

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包括东

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

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

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

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

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



 

 4 

底改变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表 3）。 
表 3 我国城市化进程阶段划分 

类  型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传统模式 都市化 商业化 工业化（初级） 
新兴模式 商业化 工业化 工业化（初级，微弱） 

  注：传统模式是指计划模式，新兴模式包括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 

 
第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我

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

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 4
所示，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 GDP 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

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

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

步缩小（只有 2005-2006 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见表 5）。 
 
   表 4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比重的变化                          单位：% 

指  标 地  区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国内生产总值 

东部 55.6 55.7 55.3 
中部 18.8 18.7 18.9 
西部 16.9 17.1 17.4 
东北 8.7 8.5 8.5 

 
货物进出口总额 

东部 89.9 89.7 89.0 
中部 2.9 3.1 3.4 
西部 3.2 3.3 3.6 
东北 4.0 3.9 4.0 

 
固定资产投资 

东部 52.4 50.6 48.1 
中部 18.5 19.3 20.6 
西部 20.3 20.4 21.0 
东北 8.8 9.7 1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年第 18-21 页，《中国统计年鉴》2007 年第 40-43 页，《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年第 40-43 页 

 
表 5 区域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的变化                    单位：% 

 2000-2004 2004-2005 20005-2006 2006-2007 
全国 7.89 6.9543 3.5025 5.377 

东部 12.419 8.0076 5.8989 6.252 

中部 4.49 5.8582 -0.212 4.8399 

西部 6.49 7.3373 2.1661 4.9954 

东北 2.525 4.4386 2.8712 3.5696 
注：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 2006 年比上年有所减少，估计为行政区划调整所致。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7 年第 54 页，《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 年第 50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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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5 年第 48 页，《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4 年第 48 页，《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报》2000 年第 165 页。 

    
第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

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

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

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

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

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

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

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地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

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析 
 
综观上述动向和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

1978 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 17.92%。到 1996 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 30.48%。可以说，

从此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 2006 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 43.9%1。这 10
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 1.34 个百分点，比 1978-1996 年间平均每年提升 0.7 个百

分点快了近一倍。2008 年底，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 45.68%2

首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有了

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经济跃上

了一个大台阶。事实上，1970 年代末相对于解放前或解放初期来讲，我国经济也是一大飞

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

是，不管是 1970 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人民生活仍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

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

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

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

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

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改革开放前社会财富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并高度集中在政

府手里，今天社会财富的内涵扩大了，除了生产资料之外还包括生活资料，而且不仅限于政

府，还大量存在于一部分私人手里），大多数民众生活困难，我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

特征并没有改变。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

。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

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我国城市化

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点来说，我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但是，今天

的社会经济特征，与 1970 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1 《中国统计年鉴》2007 年，第 105 页 
2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 年我国城镇人口 60667 万人，比 2007 年增加了 1288 万

人，城镇人口比重 45.68%，比 2007 年提高了 0.7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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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 
其次，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改革开放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工业生

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我国都能生产，

多项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

可同日而语。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我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

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虽然近年来我国工业仍在

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

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这与 1970 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

当时，我国工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

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

和石化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这样，

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

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

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遇到了这一困难。

就业和饭碗，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再次，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基本成熟。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打破了

原来运行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到目前

为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渐趋完善。但是，今天的经济运行特征与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某些

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放权搞活，从而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充

满活力。然而，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加强了宏观调控，行政管束力不断增强。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国外大资本的进

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激烈的竞争下，资本的作用得以提升，大企业、大财团左右市场

的能力增强，而小企业、小资本（尤其是个体户）则被大量挤出市场（这虽然是市场经济发

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升级的表现，但速度过快，也会带来问题）。这样，政府的宏观调控，

与大资本的市场垄断相结合，就使得我国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而有序，像 1980 年代后期

和 1990 年代前期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基本上没有了。但同时，经济活力也降下来了，当年

的火热局面不再有了。这与 1970 年代末也是相似的。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 1950 年代已经

显现出了优越性（当时的经济也是热火朝天），并随后得以发展和壮大。经过 1960 年代的补

充和调整，到 1970 年代已接近完善（汪海波，1986）。然而，完善就意味着老化。到 1970
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突显，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

市场取代了计划，但市场一旦走向垄断，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管是 1970 年代末还是现

在，共同特征都是垄断。不同的是，当时是政府一家垄断（管制），现在是政府与大资本联

合垄断。结果都一样，市场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受阻。所谓的内需不振，其根源就在这里。 
最后，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

了剧烈变动，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出现了重大分化和改组。经过三十年的演变，

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是：官员及资本所有者、企业主和社会精英

居于上层，城市居民处于中层，底层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当时的社会

结构是：干部居于顶层，享有许多特权；中间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相对较好的福利；农

民居于底层，只能在集体内部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基本一致。然而，社会结构一旦稳

定下来，就会产生惰性，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完成了一个轮回。计划经济后期，

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城市化也就以大中城市为发展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受到了抑制。由于

体制原因，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城市化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

调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和体制外市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和小城市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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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力，活力增强，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了 1990 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在城市中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

扩张，从而使大中城市活力开始增强。进入新的世纪，我国加入了 WTO，随着外国大公司

的涌入，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对竞争，民营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组成大企业、大

集团。为了争夺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大举进军大城市，尤其是区域

性中心城市。这样，就推动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的生

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了。尤其是乡镇企业，还遇到了环境、技术和市场等门槛，处境更

加艰难。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活力不再，只有大城市一枝独秀。这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开

放前。以广州为例，1978 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其 GDP 在

地区 GDP 中占 1/2 还要多。改革开放后，由于港澳资金的进入，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

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以启动。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广州的地位逐渐下降。到 1990 年代

初，广州的 GDP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占 1/4，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珠海、佛山等地。

不过，到 1990 年代末，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日本

和欧美大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广州由于其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及其在华南地

区的影响力，成为吸引大企业落户的首选，如本田和丰田汽车就入驻广州。再加上政府主导

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广州的发展速度明

显加快，其在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并有了显著提升（许学强，

李郇，2009）。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周期转换期：上一个周期行将结束，下一

个周期即将开始。尤其在当前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启动下一个周期的

紧迫性。我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开启新一轮的城

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分析，未来几年内我国城市化将会出现或强化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消费型中心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也在逐步转型：由生产型社会向

消费型社会转变（赵燕菁，2006）。事实上，这一转型过程早就开始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商品短缺时代结束了。在商品短缺时期，生产是第一位

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到了商品过剩时代，经济发展就主要取决

于自身需求的能力，有需求就有经济发展，没需求经济就停滞。所以，在上个世纪末我国采

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如“假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等，都取得了积极

效果。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加入了 WTO，由于打开了国际市场，外需的拉动作用增

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需。现在遇到了国际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外部需求急剧

萎缩，重新启动和扩大内需，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正当其时。 
在生产型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生产。因而，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或服

务于生产。所以，工业城市发达。进入消费型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消费，城市的

中心任务也是消费或服务于消费。因而，服务业在城市中将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经济发展

的支柱。所以，商业城市发达。进入新世纪以后，商业中心城市日渐活跃（相反，工业城市

则逐渐降温）。随着消费型社会的到来，商业城市的发展将更加旺盛。尤其是全国性、区域

性、综合性（除了商业、商务之外，还有发达的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科技、医

疗等服务行业）中心城市，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其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第二，城市发展走向集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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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着城市化进程。由于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城市基本上各自

为政，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互间的经

济联系密切了，但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仍然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

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

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

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

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

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

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因而，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集群化趋势。 
目前，集群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城市群，即由若干个城市构成的城市集群，

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二是城市圈，即以某一大

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城镇构成的城镇集群，如武汉城市圈等。事实上，两者的内涵是一样

的，都是指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相互间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这是地区经济发展到

最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空间格局必须是紧凑型的。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土

地管理，从而使各地更加坚定了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决心。集群化，已成为我国城市化的

一个基本趋势。 
第三，小城市将重新焕发活力。 
前面介绍的两个趋势，基本上是上一轮城市化的发展和延续，而且早已出现了苗头，

只不过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第三个趋势，今天只是发现了一点微弱的苗头，但估计在未

来一两年内就会明朗化。从上一轮城市化的经验来看，新增动力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小

城镇最先获得了动力。因而，新一轮城市化，也必须是从小城市恢复活力开始的。但是，新

一轮城市化又不可能再像 1980 年代初那样通过农村工业化来获得发展动力，而必须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最基本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符合当前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二是技

术含量高，三是成本低。作为工业化，必须能够大规模吸纳劳动力，适宜于一般劳动力从事

的活动。这就要求适用面较宽的技术，且市场前景广阔。显然，在农村或小城镇已经很难从

事这类活动，但大中城市又不愿意接受这类技术（因为经济效益低）。因而，这类技术在小

城市或县城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大城市周边的县城，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又

靠近大城市，有技术来源，产品还可以就近供应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城市或县城的

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接近于大中城市，而且价格低廉，适宜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生产

成本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将是新一轮城市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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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an intermediate stage in the way of quick pace and high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urbanization is also at the turning point in its cycle. The policy and measures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that are implemented by our government 
could help to launch a new round urbanization, which would, in turn, make a new room for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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