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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分析了中国过去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特征，以及今后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然

后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角 度，考 虑 到 土 地、水 资 源、能 源、生 态 环 境、就 业 等 诸 多 因 素，按 照 不 同 的 城 镇 化 发 展 速 度，对

2020 年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情景 模 拟，预 估 各 种 不 同 城 镇 化 模 式 下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情 况，并 进 行 敏 感 性 和 政 策 分

析，为国家有关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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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 是 一 个 人 口 众 多，水、土、能 源 等 资 源 紧

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国家。目前，我国有 6 亿人口生

活在城镇，未来 20 年还将有 4 ～ 5 亿农民需要由农

村进入城 镇 生 活。资 源 相 对 短 缺 和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的压力越来越大，土地、水资源、能源、生态环境、耕

地等约束因素越来越突出，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城

镇可持续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据 国 际 能 源 署 提 供 的

数据( IEA，2008 ) ，2005 年 中 国 41% 的 城 镇 人 口 却

产生了 75% 的一次能源需求，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形

成鲜明的 对 照［1］。孙 涵、成 金 华 研 究 结 果 表 明，中

国高速的经 济 增 长 以 及 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的 发 展 对

能源需 求 影 响 很 大，到 2020 年 能 源 需 求 将 达 到

45. 3 亿 t 标准煤，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能源需

求就越大［2］。何 晓 萍、刘 希 颖、林 艳 苹 研 究 结 果 表

明，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化发展阶段所表现出

的工业 化 特 征，推 动 了 电 力 需 求 快 速 增 长。预 计

2020 年 中 国 人 均 电 力 需 求 将 达 到 5000kWh 左

右［3］。郭文华、郝 晋 珉 等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中 国 城

镇化发展过 程 中 非 农 建 设 用 地 总 量 扩 展 多 以 耕 地

的减少为代 价，同 时 在 非 农 建 设 用 地 内 部，农 村 居

民点用地占用比例过大，与其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和

城市化发展趋势不相适应［4］; 韩振宇的研究结果表

明，目前我国 的 城 市 生 活 污 水 排 放 量 很 大，已 经 接

近资源承载 力 的 底 线［5］; 因 此，迫 切 需 要 转 变 城 镇

化模式，实现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 增 长 与 宏 观 稳 定 课 题 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1997 年后，中 国 的 城 市 化 进 入 了 加 速 期，直 至

2008 年城市化率达到 45% 的水平［6］。国 际 的 经 验

是: 城市化水平在 30% ～ 70% 之间是城市化的加速

发展时期。加 速 期 又 分 两 个 阶 段: 一 是 在 30% 到

50% 期间，这一阶段称为“遍地开花”式的城市化，

农业人口从原来居住点转移到临近城市，即就近转

移农业人口。二 是 在 达 到 50% 以 上 的 阶 段。这 个

阶段的城 市 化 是 可 进 行 选 择 的 城 市 化。中 国 现 在

人均 GDP 达到了 3000 美元，已进入到了城市化选

择的时间窗，必 须 选 择 城 市 化 模 式 了。简 新 华、黄

锟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和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

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

将以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 2020

年城镇化率达到 60% 左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

高城镇化水平。当然，也要注意防止城镇化进展过

快，特别 是 要 避 免 发 生 严 重 的“城 市 病”和“农 村

病”，力争实现健康的城镇化［7］。魏后凯指出，未来

我国城镇化将进入减速时期，城镇化推进的速度会

逐渐放慢。当 前 我 国 城 镇 化 面 临 的 主 要 矛 盾 并 非

是速度不快、水 平 较 低 的 问 题，而 是 质 量 不 高 的 问

题。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减速期后，必须从根本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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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去那种 重 速 度、轻 质 量 的 做 法，坚 持 速 度 与 质

量并重，加快 完 全 城 镇 化 的 进 程，全 面 提 高 城 镇 化

质量，把 城 镇 化 快 速 推 进 与 质 量 提 升 有 机 结 合 起

来，促使城镇化从单纯追求速度型向着力提升质量

型转变［8］。
总体上看，从 资 源 环 境 角 度 分 析，现 阶 段 中 国

城镇化正面 临 着 严 峻 的 挑 战，同 时，也 到 了 一 个 重

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变期。基于此，本文将通过

实证研究中 国 可 持 续 城 镇 化 现 状、问 题，并 对 新 时

期推进中国可持续城镇化发展进行思考。

2 中国城镇化推进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分析

中国城镇 化 推 进 中 主 要 面 临 着 土 地、水 资 源、
能源、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 同时，

也面临着庞 大 的 乡 村 人 口 向 城 镇 人 口 的 转 变 所 带

来的就业压力。从资源环境的视角看，中国城镇化

推进中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包括: 土地资源相对短

缺，耕地面积继续减少; 城市用水量逐渐提高，水污

染严重; 城镇能耗水平居高不下，能源利用效率低;

城镇环境污 染 问 题 严 重，生 态 压 力 日 益 显 现; 城 镇

化进程中就业压力巨大等。
2. 1 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耕地面积继续减少

土地是 城 镇 发 展 最 基 本 的 资 源。中 国 在 土 地

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快于城镇人

口增长，但土地利用效率与效益均较为低下。
从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积、人口及地区生

产总值指标看，1997 ～ 2009 年 13 年间，市辖区地区

生产总值扩张了 7. 52 倍，人口扩张了 1. 60 倍，而土

地面积扩张了 1. 80 倍，尤其表现为 1998 ～ 2002 年

土地扩张明显，最高的 200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市

辖区土地 面 积 增 长 了 14. 41%。同 时，从 地 均 生 产

总值看，2009 年，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市 辖 区 地 均 生 产

总值为 484. 28 美元 / km2 ，土地利用效益低下，远低

于 我 国 香 港 2004 年 每 平 方 公 里 619. 77 美 元 的

水平［9］①。
再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指标分析 ( 表

1 ) ，我国城 市 土 地 扩 张 与 人 口 增 长 严 重 不 匹 配，土

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1997 年，城镇建成区

面积为 20791. 3km2 ，到 2009 年扩大到 38107. 3km2 ，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6. 94% ，同 期 城 镇 人 口 增 长 率 为

4. 80% ，城市用地 增 长 弹 性 系 数 为 1. 45，高 于 1. 12
的合理增长水平。尤其是 2000 年以来，全国城市建

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其中 2003 年建成区面

积增长率高达 8. 99% ，2000 ～ 2009 年城镇建设用地

年均增长率为 7. 76% ，而同期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

仅为 3. 94% ，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达到了 1. 97。

表 1 1997 ～ 2009 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表

年份 城镇人口( 万人)
建成区面积

( km2 )

城镇人口增

长率( % )

建成区面积

增长率( % )
弹性系数

1997 39449 20791. 3 / / /
1998 41608 21379. 6 5. 47 2. 83 0. 52
1999 43748 21524. 5 5. 14 0. 68 0. 13
2000 45906 22439. 3 4. 93 4. 25 0. 86
2001 48064 24026. 6 4. 70 7. 07 1. 50
2002 50212 25972. 6 4. 47 8. 10 1. 81
2003 52376 28308 4. 31 8. 99 2. 09
2004 54283 30406. 2 3. 64 7. 41 2. 04
2005 56212 32520. 7 3. 55 6. 95 1. 96
2006 57706 33659. 8 2. 66 3. 50 1. 32
2007 59379 35469. 7 2. 90 5. 38 1. 85
2008 60667 36295. 3 2. 17 2. 33 1. 07
2009 62186 38107. 3 2. 50 4. 99 1. 99

1997 ～ 2009 年年均 / / 4. 80 6. 94 1. 45
2000 ～ 2009 年年均 / / 3. 94 7. 76 1. 97

注: 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称为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20 世纪 80 年代专家提出这一系数的合理数值应该是 1. 12 ( 杨刚桥，

1998 ) ［10］。

资料来源: 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建设统计年鉴。

特别是，因城镇建设占用的耕地大多属于质量 较好的耕地，导致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城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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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与需占 用 土 地 和 耕 地 资 源 不 足 的 矛 盾 日 趋 突

出，必须进一 步 提 高 现 有 土 地 利 用 率，以 节 约 和 集

约利用土地来保障发展。
2. 2 城市用水量逐渐提高，水污染严重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城镇产业规

模和人口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对水资源的需求强

度不断增加，用水量逐渐提高。未来全国新增用水

人口和用水量将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化将使生活

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都大幅度提升，未来城镇水资

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城镇污水排放

量也相应 大 幅 增 长。全 国 将 近 一 半 以 上 的 城 市 和

绝大多数建制镇污水没有经过有效处理，直接排入

江河湖海，流 经 城 市 的 河 段 中 约 90% 受 到 严 重 污

染，城市 饮 用 水 安 全 受 到 威 胁。如 太 湖 的 富 营 养

化、湘江重金属污染等问题。由于水资源不足和地

表水污染严 重，为 满 足 城 镇 用 水 快 速 增 长 的 需 求，

不得不依赖大量抽取地下水，致使地下水位多年持

续下降，部分 地 区 还 引 起 区 域 性 地 面 沉 降、裂 缝 等

地质灾害和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
2. 3 城镇能耗水平居高不下，能源利用效率低

在中国城镇能源消耗增长迅速，能源紧缺状况

将进一步 加 剧。当 前，能 源 消 耗 主 要 发 生 在 城 镇。
根据仇保兴 ( 2009 ) 的 对 287 个 地 级 以 上 城 市 统 计

结果，这 些 城 市 的 能 耗 占 中 国 总 能 耗 的 55. 48% ，

CO2 排放量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58. 84%。近 300 个

城市就占到能耗和碳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如果把

其余的城市、集 镇 都 加 进 来，至 少 要 占 到 社 会 总 能

耗的 80% 以上。由 于 没 有 找 到 直 接 完 整 的 城 镇 能

源消费数据，宋 德 勇、徐 安 ( 2011 ) 利 用 中 国 能 源 统

计年鉴中能 源 平 衡 表 中 终 端 能 源 消 费 量 估 算 城 镇

能源消费，城镇能源消费量指终端能源消费总量除

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部分，具体包括

终端能源 消 费 中 工 业、建 筑 业、交 通 运 输 业、仓 储

业、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以及城镇生

活的能源 消 费。本 文 借 鉴 ( 宋 德 勇、徐 安，2011 ) 的

统计方 法［11］，同 时，为 便 于 计 算 单 位 GDP 能 耗，城

镇能源消费 量 用 终 端 能 源 消 费 中 工 业、建 筑 业、交

通运输、仓储 及 邮 电 通 信 业、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餐 饮

业能源消费 量 代 替，计 算 结 果 见 表 2。从 表 中 可 以

看出，城镇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重大致在

80% 左右，这与仇保兴( 2009 ) 的结论基本相同［12］。

表 2 2000 ～ 2009 年中国城镇能源消费表

年份
城镇能源消费

( 万 t 标准煤)

占全国能源消费

的比重( % )

城镇 GDP
( 亿美元)

城镇单位 GDP 能耗

( 吨 /万美元)

2000 110691. 2 76. 06 10179. 48 10. 87
2001 114135. 3 75. 88 11341. 54 10. 06
2002 121323. 1 76. 1 12540. 25 9. 67
2003 141628. 4 77. 06 14309. 66 9. 90
2004 166427 77. 97 16729. 36 9. 95
2005 184563 78. 21 19839. 27 9. 30
2006 202957 78. 46 24119. 32 8. 41
2007 220804. 2 78. 72 31191. 91 7. 08
2008 241765. 5 82. 95 40365. 64 5. 99
2009 253863. 3 82. 79 44748. 47 5. 67

注: 城镇 GDP 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GDP 代替。GDP 指标按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 年平均价) 换算。

资料来源: 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

同时，城 镇 发 展 在 能 源 消 耗 强 度 大 的 同 时，又

存在能源利用 效 率 低 下 的 问 题，单 位 GDP 能 耗 大。
2000 年，按 表 2 估 算 的 城 镇 单 位 GDP 能 耗 高 达

10. 87t /万美元，从 2000 ～ 2009 年，单位 GDP 能耗有

所下降，但 2009 年仍达到 5. 67t /万美元。与世界先

进水平相比，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从主要高耗能产

品单位能耗 中 外 比 较 看，与 发 达 国 家 日 本 相 比，中

国一些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都偏高，差别最大的纸

和纸板综合能耗是日本的 2. 06 倍，而这些高耗能的

产品主要集中在城镇生产与消费。
2. 4 城镇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态压力日益显现

我国城镇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仍 处 于 较 高 水

平，远高于环境承载能力，常规污染物排放总量削

减任务十分繁重。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 的 2009 年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全国 612 个城市开展

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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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占 4. 2% ) ，达 到 二 级 标 准 的 城 市 479 个 ( 占

78. 3% ) ，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 99 个 ( 占 16. 2% ) ，

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 8 个( 占 1. 3% ) 。
2008 年底，仅全国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废水

排放 量 占 到 全 国 的 59. 3% ，化 学 需 氧 量 排 放 量 占

47. 5% ，CO2 排 放 量 占 49. 4%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占

55. 0% ，烟尘排放量占 44. 8%［13］。以 2009 年为例，

工业 废 水 排 放 量 占 全 国 的 比 例 高 达 93. 67% ，工 业

SO2 排放比例和工业烟尘排放比例分别 为 89. 63%
和 89. 89%。
2. 5 城镇化进程中就业压力巨大

中国在城 镇 化 进 程 中 需 要 不 断 转 移 农 村 劳 动

力。2009 年，我 国 有 62186 万 人 口 生 活 在 城 镇，未

来 20 年还将有 4 ～ 5 亿农民需要由农村进入城镇生

活。我们仅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长 0. 8 个点 计 算，

人口自 然 增 长 率 假 定 为 5‰预 测 ( 表 3 ) 。结 果 表

明，到 2015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1. 39% ，城镇新

增人口 为 8490 万 人; 到 2020 年，城 镇 化 率 达 到

55. 39% ，城 镇 新 增 人 口 为 15915 万 人; 到 2030 年，

中国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63. 39% ，城 镇 新 增 人 口 将 达 到

31766 万人。这 其 中 除 了 城 镇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之 外，

大量的农村人 口 将 向 城 镇 转 移，2030 年，农 村 人 口

将减少到 54260 万 人，将 给 城 市 带 来 巨 大 的 就 业

压力。

表 3 中国人口与城镇化预测表 单位: 万人

年度 总人口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城镇人口数 乡村人口数 城镇化率( % )

1995 121121 / 35174 85947 29. 04
1996 122389 10. 47 37304 85085 30. 48
1997 123626 10. 11 39449 84177 31. 91
1998 124761 9. 18 41608 83153 33. 35
1999 125786 8. 22 43748 82038 34. 78
2000 126743 7. 61 45906 80837 36. 22
2001 127627 6. 97 48064 79563 37. 66
2002 128453 6. 47 50212 78241 39. 09
2003 129227 6. 03 52376 76851 40. 53
2004 129988 5. 89 54283 75705 41. 76
2005 130756 5. 91 56212 74544 42. 99
2006 131448 5. 29 57706 73742 43. 90
2007 132129 5. 18 59379 72750 44. 94
2008 132802 5. 09 60667 72135 45. 68
2009 133474 5. 06 62186 71288 46. 59
2015 137529 5. 00 70676 66853 51. 39
2020 141001 5. 00 78101 62901 55. 39
2030 148212 5. 00 93952 54260 63. 39

注: 城镇化率按年均增长 0. 8 个点计算，人口自然增长率假定为 5‰．

资料来源: 2009 年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年。

3 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情境分析

我们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人口、GDP 指标

等，对我国城镇化不同发展情境下的土地、能源、水资

源等进行分析( 表 4) ，预估各种不同城镇化模式下的

可持续发展情况，并进行敏感性和政策分析，提出中

国城镇化水平及土地、水资源、能源、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等相关指标，为国家有关决策提供依据。
3. 1 城镇化水平与速度

对于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有多种

不同的评估 或 预 测。简 新 华、黄 锟 认 为，2010 年 我

国的城镇化 水 平 将 达 到 48. 28% ，2015 年 我 国 的 城

镇化水平将 达 到 53. 77% ，2020 年 我 国 的 城 镇 化 水

平将达到 59. 17% ，城 镇 化 任 务 基 本 完 成［7］。中 国

经济 增 长 与 宏 观 稳 定 课 题 组 认 为［14］，中 国 将 在

2013 年左右 ( 预计在 2011 ～ 2016 年之间) 结 束 高

速城 市 化 过 程，这 一 期 间 的 城 市 化 增 长 率 约 为

1. 09% ，城市化 率 则 在 47. 93% ～ 53. 37% 之 间，此

后中国的城 市 化 步 伐 增 长 逐 步 放 缓。2020 年 中 国

的城市化率 为 57. 67% ，2030 年 城 市 化 率 将 达 到

67. 81%。魏 后 凯［8］ 指 出，未 来 我 国 城 镇 化 将 进 入

减速时期，城镇化推进的速度会逐渐放慢。预计今

后我国城镇化 率 年 均 提 高 幅 度 将 保 持 在 0. 8 ～ 1. 0
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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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0 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情景模型分析表

指标 A B C D
2009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 46. 59 46. 59 46. 59 46. 59
2009 ～ 2015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百分比 1. 2 1 0. 8 0. 6

人口总量( 亿人) 14. 10 14. 10 14. 10 14. 10

城镇化水平( % ) 59. 79 57. 59 55. 39 53. 19

城镇总人口( 亿) 84305 81203 78101 74999

城镇总人口增长( 万人) 22119 19017 15915 12813

年均城镇人口增长( 万人) 1843. 23 1584. 72 1326. 22 1067. 72
GDP( 亿美元) 125114. 06 120141. 81 115349. 85 110732. 28

人均 GDP( 美元) 8873. 27 8520. 64 8180. 78 7853. 30

城镇 GDP( 亿美元) 112021. 96 107570. 01 103279. 49 99145. 11

城镇发展所需要的土地( km2 ) 46197② 43095 39993 36891

供水总量( 亿 m3 ) 707. 33 679. 22 652. 13 626. 02

能源需求( 万 t 标准煤) 573171. 7 550392. 9 528440 507286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9732. 36 8367. 48 7002. 6 5637. 72

我 们 分 别 以 城 镇 化 水 平 年 均 增 长 0. 6%、
0. 8%、1. 0% 和 1. 2% 四个中国城镇化态势，分别对

2020 年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情景模拟。
结果 表 明，在 城 镇 化 水 平 年 均 增 长 0. 6%、0. 8%、
1. 0% 和 1. 2% 的情境下，2020 年城镇化率分别达到

53. 19%、55. 39%、57. 59% 和 59. 79% ; 相 应 地，以

中国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5‰ 计 算，城 镇 人 口 分 别 为

74999、78101、81203 和 84305 万 人，与 2009 年 城 镇

人口 62186 万人相比，城镇新增人口分别为 12813、
15915、19017 和 22119 万 人，年 均 城 镇 人 口 增 长

1067. 72、1326. 22、1584. 72 和 1843. 23 万人。
3. 2 GDP 指标预测

城镇 GDP 指标按城镇化每年增 长 0. 6% ，GDP
增长 7. 5% 为基数 计 算，然 后 城 镇 化 每 提 高 0. 1% ，

GDP 提高 0. 2% ，即按城镇化每年提高 0. 8%、1. 0%
和 1. 2% ，GDP 增长率相应按 7. 9%、8. 3% 和 8. 7%
计算。四种 情 景 模 式 下，以 2009 年 GDP 49978. 26
亿美元 为 基 数，美 元 兑 换 人 民 币 汇 率 6. 83 计 算，

2020 年，中 国 GDP 总 量 将 分 别 达 到 110732. 28、
115349. 85、120141. 81 和 125114. 06 亿 美 元，人 均

GDP 将 分 别 达 到 7853. 30、8180. 78、8520. 64 和

8873. 27 美元。城镇 GDP 假定仍按此增长速度进行

预测，与 2009 年城镇 GDP44748. 47 亿美元为基数，

2020 年 城 镇 GDP 总 量 将 分 别 达 到 99145. 11、
103279. 49、107570. 01 和 112021. 96 亿 美 元，人 均

GDP 将 分 别 为 13219. 62、13223. 93、13247. 13 和

13287. 78 美元。
3. 3 土地资源需求预测

在城镇区域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城镇开放度大

幅提高，城镇 道 路 交 通 系 统 不 断 健 全，汽 车 普 及 率

提高的大趋 势 下，势 必 出 现 城 市 规 模 越 大，交 通 用

地所占比 例 越 高 的 状 态。人 民 生 活 质 量 的 日 益 提

高，也对城镇 绿 地、生 态 缓 冲 带 用 地 数 量 提 出 了 新

的更高要求。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预测，当

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满足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用地规模较佳指标为: 人均居住用地应提

高至 30 ～ 35 m2 ，人均工业用地宜为 20 ～ 25m2 ，人均

城市道路宜 15 ～ 20 m2 ，公共设施 8 ～ 15 m2 ，公共绿

地 7 ～ 12 m2 ，人均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5 ～ 8 m2 ，仓储

5 ～ 10 m2 ，人均总用地为 90 ～ 125 m2 ( 可持续城镇化

战略 课 题 组 报 告 ) 。我 们 按 城 镇 所 需 土 地 基 于

100m2 /人预测，到 2020 年，城镇所需土地将分别达

到 74999、78101、81203 和 84305km2 ，以 2009 年城市

建成区面积 38107. 3km2 相比较，城镇化所需土地分

别达到 36891、39993、43095 和 46197km2。最 小 年

均需要土地为 3074. 25km2 ，土地短缺都将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
3. 4 水资源需求预测

城镇化的 快 速 发 展 使 得 城 镇 用 水 比 重 大 幅 度

提高，城市缺水问题将持续存在并更加突出。城镇

各用水户包 括 第 二 产 业 ( 工 业、建 筑 业) 、城 镇 居 民

生活、城镇公共( 第三产业、市政设施、道路广场、绿

地等) 用水。随着城镇水资源的稀缺及节水技术的

提高，城镇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节水措施缓解缺

水问题。我们考虑到城镇节水的影响，按每万美元

GDP 用水量节水 年 均 5% 进 行 预 测，设 计 的 节 水 情

景模 式 为 2009 年 用 水 强 度 为 111. 01m3 /万 美 元，

2020 年用水强度将 下 降 到 63. 14m3 /万 美 元。即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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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 样，根 据 不 同 城 镇 化 水 平 下 的 GDP 预 测，与

2009 年城市供水量 496. 75 亿 m3 相比，到 2020 年，

四种情 境 模 式 下 相 应 的 需 水 量 将 分 别 为 626. 02、
652. 13、679. 22 和 707. 33 亿 m3。以 最 小 的 城 镇 化

每年 增 加 0. 6 个 百 分 点 来 看，供 水 总 量 将 要 增 加

129. 27 亿 m3。加 上 水 质 性 缺 水，城 镇 水 资 源 供 应

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3. 5 能源需求预测

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中，中国提出具体温室

气体减排目标，即到 202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 GDP) CO2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 45%。我们

对城镇能源设定如下情景模式，即以 2020 年能源强

度下降到 2005 年的 55% 进行模拟估计。2005 年城

镇能源 消 费 为 184562. 98 万 t 标 准 煤，能 源 强 度 为

9. 30t /万美元，按 2020 年能源强度为 5. 12t /万美元

计算，2020 年城镇能源需求将分别为 507286 万 t 标

准煤、528440 万 t 标 准 煤、550392. 9 万 t 标 准 煤 和

573171. 7 万 t 标 准 煤，与 2009 年 城 镇 能 源 消 耗 量

253863. 3 万 t 标准煤相比，将分别提高 253422. 7 万

t 标准煤、274576. 7 万 t 标 准 煤、296529. 6 万 t 标 准

煤 和 319308. 4 万 t 标 准 煤。即 使 按 最 小 值

253422. 7 万 t 标准煤，城镇能源新的需 求 将 要 达 到

现有能源 的 一 倍 左 右。随 着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发

展和城镇化 进 程 加 快，石 油、天 然 气 等 优 质 能 源 供

应也将更为紧张，能源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制约经济

发展的重 要 因 素 之 一。石 油 供 求 矛 盾 日 益 尖 锐。
据预测，到 2020 年，中国 50% 的油气资源将从国外

进口或通过 开 发 国 外 油 气 资 源 获 得。显 然 按 2020
年新增能源需求在 2009 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是不

现实的，能源平衡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种类上都将

存在特别大的供需矛盾。
3. 6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预测

我们以新增 城 镇 的 人 口 中 44% 的 人 需 要 就 业

计算［15］，2020 年四种城镇化情景模式下，城镇新增

就业人口 将 分 别 达 到 5637. 72 万 人、7002. 6 万 人、
8367. 48 万人和 9732. 36 万 人，年 均 新 增 就 业 岗 位

分别 为 512. 52 万 人、636. 6 万 人、760. 68 万 人 和

884. 76 万人。
中国尽管经济飞速增长，但还是没有能跳过失

业率上升 的 困 扰。城 镇 劳 动 力 就 业 将 是 中 国 未 来

城镇化中所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存在着就

业总量的压力和结构性的矛盾并存。因此，即使按

我们 预 测 的 最 小 规 模，即 每 年 城 镇 新 增 劳 动 力

512. 52 万人计算，将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就业

还与居民 的 生 活 水 平 有 关。如 果 失 业 问 题 解 决 不

理想，城镇贫困人口问题将会更加凸显。

4 主要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中国应积极加

快粗放型城镇化向集约型城镇化的转变，充分考虑

城镇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特别是土地容量和

水资源容量，在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容 量 范 围 内，合 理 有

效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实现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战

略。当前需要 重 点 做 好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工 作。即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建设紧凑型城镇; 节约、利用水

资源、建设节水型城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节

能型城镇; 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型城镇; 充

分保障城镇就业，建设和谐型城镇。△

【注释】

①2004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地均生产总值更低，仅为 189．

38 美元 / km2。

②与我国 2009 年城市建成 区 面 积 38107. 3km2 相 比 较，数 据 来 源 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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