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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31 cities in China and 10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as research objec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lementary urbanization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chooses four urbanization

factors includ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 area of urban district, the area of road

and the actually completed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With the method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it

analyses the effec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citie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urbanization.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only reasonable urbanization will result in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several urbanization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adapting to various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also suggested as a try.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with the reason that the contributions of each urbanization factor to regional economy are

quite various in different areas, there isn't a uniform model that can be put forward for the whole country.

Second, among cities with different scales, obvious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exist which is

brought by each urbanization factor, and the direct result i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cities should have their own

focu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g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文章编号 : 1003- 2398( 2006) 02- 0093- 06

提 要: 在对全国和陕西省城市化基本情况分析的

基础上 , 以全国31个城市和陕西省10个城市 为 研 究 对

象 , 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不同区域经济发

展以及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只有合理

的城市化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 并试图提出适应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发展对策。文章的主

要结论包括 : 不同城市化因子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存在较

大的区域差异 , 全国难以选择统一的城市化模式 ; 不 同

城市化因子对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绩效 存 在 明 显

的差异 , 反映了大中小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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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一词来源于英语 Urbanization, 是一个与城市产生

和发展密切联系而又有着显著不同的概念 , 作为一种社会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或转换 , 它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

起而产生的。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都

对其进行过研究和思考。其中 , 宁越敏( 1998) 对城市化的动

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 认为“多元的城市化动 力 以 替 代

以往以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1]; 胡序威、周一

星等( 1999) 对中国沿海城市密集区的发展与扩散作了深刻

的分析 ; 樊杰、田明( 2003) 对城市化与非农化的相关性进行

了研究 , 并得出“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之间的偏 差 呈 逐 步

减小的规律”[2]; 张颖、赵民( 2004) 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城

市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做了大量研究 , 认为“区域 发 展 程 度

差异过大会导致全国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的结论 [3]; 李城固

等( 2004) 对中国城市化的区域经济支撑模型进行了分析。总

体而言 ,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发展研究主要立足于区域经济

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与分析, 而城市化对区域发

展经济绩效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 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城

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探讨。

2 我国城市化现状及其发展道路

2.1 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 我国城市经济得

到了长足发展 , 城市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 由 1978 年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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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1999 年的 30.89%, 年均增加约 0.6 个百分点 , 取得了

令世界注目的成就[6]。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具有以下几

个特征 :

( 1) 大城市和城市带、城市群发展迅速。大城市作为工

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 , 基础设施先进 , 交通便利 , 成

为城市增长中最具活力的类型。尽管建国后我国一直在试图

控制大城市的发展 ,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 大城市仍然保持了较

快的发展速度。1949 年 , 大 城 市 数 目 仅 为 12 个 , 至 1999 年

底 , 大城市数目已经达到 88 个 , 其中 1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

市有 37 个 , 50- 100 万人的城市有 51 个[6]。上海、北京也进入

了世界十大城市行列。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 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城

市群出现 , 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辽中南形成了

以 4 个特大城市为中心 ,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市群 , 在山东半岛、闽南沿海、豫中、成渝、关中、武汉等经济较

为发达地区分别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城市密集区。

( 2) 中小城市持续发展。中小城市是沟通大城市和小城

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桥梁 , 是大城市形成的基础。国家十分重视

中小城市的发展 , 至 1999 年底 , 我国中小城市的数目已达到

579 个[6], 中小城市以其数量大、分布广、与区域经济联系紧密

等特征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 3) 小城镇大量涌现。小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改革开放以来 , 小城镇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持续

之久 , 历史上前所未见。至 1999 年底 , 中国建制镇已达 1.92

万个 , 是 1978 年的 6.88 倍 , 建制镇非农业人口达 1.3 亿 , 占全

国市镇非农人口的 43.44%[6]。

( 4) 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我国城市化与东、中、西

三大经济带的差异具有一致性 , 表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差异。

从 市 镇 非 农 人 口 看 , 1999 年 全 国 市 镇 非 农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24.36%, 东部地区为 26.7%。中部地区为 23.2%, 西部地区为

17%。从城市数目看 , 2000 年全国 667 个城市中 , 东、中、西部

城 市 分 别 为 300 个 、247 个 和 120 个 , 分 别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44.98%、37.03%、17.99%[6]。很明显 ,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

中西部快 , 已进入到城市化中期阶段 , 中部地区正处于由初期

向中期的过度阶段 , 而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

段[12]。

2.2 几种城市发展观点

( 1) 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该观点认为中国应将有限的

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大城市 , 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

和城市带 , 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这是因为优先发展大城市和

特大城市是世界各国城市的总趋势和一般规律 ; 而且发展大

城市和特大城市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矛盾

的必然要求 , 胡序威、胡兆量等都曾科学论述过我国发展大城

市的优势。

( 2) 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该观点认为 , 针对我国城乡二

元结构 , 发展小城镇是现阶段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条现

实而有效的途径。发展小城镇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

不仅可以转移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 , 而且可以完善城乡经济

体系 , 改善城乡二元结构。

( 3) 优先发展中等城市。该观点认为中等城市兼具大城

市和小城市的优点 , 容易克服两者的弊端。中等城市作为区域

经济中心 , 具有承接大城市的扩散、吸收乡镇企业集中的功

能 , 是优化城市布局的关键。优先发展中等城市 , 一方面可以

减轻“大城市病”的危害 , 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小城镇过于分散

的问题 , 提高空间集聚效益。

( 4) 多元复合发展道路。该观点认为不应只注重发展某

一类型的城市 , 而应根据实际情况 , 大中小并举 , 数量与质量

并重。通过完善区域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规模结构和职能结

构 , 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

3 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1 数据来源

长期以来 , 城市化水平一直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来衡量。而实际上城市化水平本身是由一套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的指标体系所决定的。本文在城市化指标的选取上 , 考虑了

诸多因素对城市化发展的综合影响 , 认为以非农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建成区面积、道路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四个指

标才能比较合理和准确的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概念 , 包含众多因子。为客观准确地分

析不同城市化因子对区域经济的贡献 , 作者采用中国城市统

计 年 鉴 1993—2002 年 区 间 内 的 数 据 样 本 和 陕 西 统 计 年 鉴

1994—2003 年 区 间 内 的 数 据 样 本 。 以 非 农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比

重、建成区面积、道路面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四个指标表

征城市化 , 试图研究不同城市化因子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贡献程度。在数据采集过程中 , 由于历年统计口径有所变化 ,

对某些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剔除 , 以免对最终分析结果

造成影响。

3.1.2 研究方法

采 用 多 元 回 归 模 型 , 利 用 城 市 与 区 域 规 划 模 型 系 统

( UMS) 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构造为 :

Y = β0x0t + β1x1t + β2x2t + β3x3t + εt ( 1)

其中 , 被解释变量 Y: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解释变量 x0t : 非

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x1t : 建成区面积 ; x2t
道路面积 ; x3t : 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

公式( 1) 中 , βi(i = 0,1,2,3)为回归系数 , 反映某一自变量

在 其 他 自 变 量 控 制 情 况 下 对 于 因 变 量 的 影 响 程 度 , ε t
为 残

差 , 即难以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道路面积、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解释的部分。

3.2 我国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经济绩效判定及其省际差异

3.2.1 我国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绩效的总体特征

传统观点认为 , 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济发

展 , 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并提出加快城市化

进程 , 将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量 , 由

此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筑城运动”[7]。毋庸质疑 , 城市化在

某些地区确实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 但也给一些地区的经

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城市化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单

向的 , 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适合经济

发展的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 能带来生产要素的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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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设施的高效利用 , 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同时也将导

致城市进一步扩张和其内在功能的完善 , 扩大城市的有效需

求 , 促进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反之 , 不当的城市化易于

形成基础设施的沉淀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 劣化了现有生产

要素的有效配置 , 降低了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 抑制区域经济的

发展。

表 1 全国城市化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Tab. 1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of the Urban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s Main Cities

在全国尺度上 , 本文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

市等 35 个大城市作为分析对象 , 但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 , 最

后剔除了北京、哈尔滨、西宁和昆明四个异常指标城市。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 不同城市化因子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是不尽相

同的。根据回归值的大小将相关性分为强正相关、弱正相关、

强负相关、弱负相关。

( 1) 非农人口对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全国 31 个

城市的回归分析结 果 来 看 , 17 个 城 市 的 人 均 GDP 与 非 农 人

口比重成正相关 , 14 个 城 市 的 人 均 GDP 与 非 农 人 口 比 重 呈

负相关。表 2 显示 , 与非农人口比重呈负相关的城市中 , 石家

庄、大连、济南、厦门、福州、南京、深圳、长春、天津、广州和上

海都处于我国东部或东南沿海; 而只有武汉、贵阳和西安属于

中西部城市 , 且这些城市的非农人口比重 都 很 高 , 截 止 2002

年 , 除石家庄外 , 其他城市的非农人口比重都超过了 40%。由

此可知 , 我国东部及东南沿海大部分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 ,

非农人口的机械增长 , 已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负效益 , 出现

了超前城市化的迹象。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 不仅不能为区域

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 而且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就业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表 2 非农人口比重与城市化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Tab.2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 2) 建成区面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近些年来 , 全国

各地的城市都在不断地扩展用地规模 , 尤其突出的一点就是

城市建成区面积在不断扩大。显然 , 城市面积扩大可以使城市

的发展不受旧城区的限制 , 有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发挥城

市集聚效益。然而 ,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无限制扩展 , 会造成资

源配置的低效率 , 城市的内在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 造成资源浪

费。如表 1 所示 , 31 个城市之中有 15 个城市其建成区面积与

区域经济发展成正相关性 , 16 个城市其建成区面积与区域经

济发展成正相关。从表 3 我们可以观察到 , 在 15 个成正相关

效应的 城 市 中 , 只 有 武 汉 、西 安 、重 庆 为 中 西 部 城 市 , 而 在 这

16 个呈负相关效应的城市中 , 兰州、银川、南昌、贵阳、长沙、

南宁、郑州、太原、乌鲁木齐、合肥、成都和呼和浩特等 12 个城

市都属于中西部城市。这说明我国中西部城市在城市化进程

中过分强调城市规模的扩大 , 没有注重从城市内部来挖掘城

市发展的潜力 , 造成城市面积扩大的不经济性。实际上 , 城市

用地规模的扩展与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 , 已导致城市经济、社

会、职能等发生深刻变化 , 对城市化进程有决定性影响。但数

据分析显示 , 城市用地规模的盲目增长 , 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其边际效益的下降 , 造成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等

现象。

(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长期

以来 , 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大规模的固定资产

投资来支撑着。有些学者甚至尖锐的指出 , 中国经济就是“投

资经济”, 可见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

之深。从回归分析结果( 表 1) 和表 4 我们可以看到 , 大规模

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想人们想象中那样 , 对所有地区的经济

发展都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31 个城市之中有 10 个城市

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呈负相关性 , 并表现出明显的

HUMAN GEOGRAPHY Vol.21.No.2 2006/4 95

袁晓勐等: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经济绩效研究



东西差异。其中 , 兰州、银川、南宁、南昌、长沙、重庆和西安 7

个城市都处于我国中西部地区 , 区域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 , 其

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 功效不能立即

显现出来 , 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大部

分用于生产性投资 , 投资周期比较段 , 能立即对区域经济起到

推动作用。

表 3 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化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Tab.3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Area of Urban District and the

Urban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表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城市化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Tab.4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Actually Completed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the Urban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 4) 道路面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

( 表 1) 来看 , 除厦门、海口、广州和济南四个城市之外 , 全 国

大部分城市的道路面积与其区域经济发展成正相关性。由此

可见 , 道路交通设施的改善和交通体系的完善是城市化进程

中的“实质内容”, 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活力 , 增强区域

竞争力。

3.2.2 城市化绩效的省际差异及其基本对策

通过对全国 31 个城市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 我们发现 ,

不同城市化因子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绩效有着明显的差异。

非农人口比重对东部和东南沿海城市和非农人口比重高的城

市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 , 建成区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两个因子对中西部城市表现为负效应 , 而道路面积几乎与所

有城市成正相关性。

根据不同城市化因子对不同区域城市化绩效的差异 , 对

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应有各自的侧重点。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 ,

应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 , 防止城市人口规模膨胀而导

致“大城市病”进一步恶化 , 以免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环境

造成压力 ; 积极发展卫星城镇和中小城市 , 分担大城市的人口

压力和环境压力 , 提高区域的整体城市化水平。对于中西部地

区 , 在现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 , 应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 ,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充分挖掘现有土地资源的潜

力 ; 努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 加大生产性投资的比重 , 力

图在短期内使城市经济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3.3 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绩效分析———以陕西为例

3.3.1 陕西城市化水平现状

截 止 2003 年 底 , 陕 西 省 设 有 西 安 、铜 川 、宝 鸡 、咸 阳 、渭

南、汉中、延安、榆林、商洛、安康 10 个直辖市 , 一个杨凌农业

示范区 , 3 个县级市 , 83 个县和 19 个市辖区 , 908 个镇。在 10

个直辖市中 , 西安属于特大城市 , 2003 年人口达 716.58 万人 ,

其中非农人口 312.88 万 , 城市化水平为 43.66%; 宝鸡和咸阳

的非农人口大于 50 万 , 为大城市 ; 铜川、渭南、汉中、安康、商

洛、延安和榆林的非农人口都在 20- 50 万之间 , 属于中等城

市; 其余 3 个县级市非农人口都在 20 万以下 , 属于小城市。

陕西省在地域上可以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自然、经

济、社会具有明显差异的地区 , 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化水平差

异明显。其中 , 关中地区城镇数量多、规模大、密度大 , 且城市

间联系紧密 , 城市经济相对发达 ; 陕北和陕南由于自然和历史

的原因 , 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密度小 , 城市之间呈现孤立的非

联系状态 , 经济比较落后。如表 5 所示 , 关中地区以占全省

27%的面积 , 拥有全省 60.1%的人口和 13 座城市中的 8 座城

市( 其中包括西安、宝鸡和咸阳三个大城市 ) , 城市化总体水

平达到 27.1%。而陕南和陕北两地区分别只拥有 3 座和两座

中 等 城 市 , 城 市 化 水 平 分 别 为 8.6%和 14.0%, 远 远 落 后 于 关

中地区。三个地区的城市发展呈现鲜明的对照 , 形成了相对发

达的关中核心区与落后的陕北和陕南外围区明显的二元城市

空间结构。

表 5 陕西省城镇分布的地区差异

Tab.5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 Distribu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注: 数据来自《陕西省城镇体系规划》。

3.3.2 陕西城市化绩效研究及其差异

为准确、客观地分析陕西省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城市化

绩效差异 , 我们选取 10 个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中心城市为分析

对象 , 即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汉中、延安、榆林、商洛、

安康 10 个城市。这些城市既包括特大成城市 , 又包括大城市

和中等城市 , 其行政区划含盖整个陕西省 , 所以分析结果也能

正确的说明陕西省不同等级城市的城市化绩效差异。

回归结果见表 6。

从表 7 可知 , 共有 7 个城市的人均 GDP 与非农人口比重

成正相关 , 这 7 个城市是宝鸡、渭南、汉中、延安、榆林、商洛和

安康 , 说明非农人口的增加 ,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 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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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西安、铜川和

咸阳三市的人均 GDP 与非农人口比重呈负相关 , 其中西安和

咸阳属于特大和大城市 , 说明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越了

其经济水平 , 非农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铜

川为中等城市 , 其非农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有其

特殊性 ; 铜川属于资源型城市 , 主导产业为煤炭工业 , 其非农

人口以煤炭产业工人为主 ; 由于产业工人增长不具备高技术

人才增长对经济产生的推动作用 , 且铜川的煤炭资源面临枯

竭 , 部分煤矿已经关闭 , 非农人口增长已对经济的发展和就业

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表 6 陕西城市化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Tab.6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of the Urban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haanxi Province

人均 GDP 与建成区面积呈负相关的有宝鸡、渭南、汉中、

榆林、商洛、安康等 6 个城市 , 除宝鸡外 , 其它 5 个城市都为中

等城市( 表 7) 。说明中等城市用地规模已超过了其城市发展

的需要 , 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闲置和浪费。

人均 GDP 与道路面积呈负相关的只有铜川、咸阳和汉中

3 个城市 , 且只有铜川呈强负相关性 , 说明基础设施尤其是交

通条件的改善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贡献。

但是 , 如果不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 , 基础设施无序增长和超前

发展会造成资源沉淀和基础设施低效率使用 , 铜川、咸阳和汉

中就是明显例证。

而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 GDP 呈负相关性的只有西安一

个城市 , 且只呈弱负相关性 , 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其他城市经

济发展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西安作为陕西唯一的特大城市和

省会城市 , 对区域产生较强的极化效应 , 汲取了区域的大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 , 重复建设现象比较严重 , 并造成过度投资的不

经济性。

综上所述 , 不同城市化因子对陕西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

绩效具有明显的差异。对于特大城市或大城市 , 非农人口的持

续增长 , 已经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 阻碍了区域经

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 对于中小城市 , 建成区面积的持续扩大 ,

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和资源浪费 , 产生城市规模扩大的不

经济性 ; 道路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 对几乎各种类型城

市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西安作为陕西的省

会和唯一的特大城市 , 其对整个区域的极化效应比较强烈 , 所

以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不经济性。

3.3.3 对陕西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 , 陕西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

差别。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少 , 且分布不均衡 ; 中等城市城

市数目众多 , 但存在盲目扩张的现象 , 现有的城市化水平基本

适应或已超越了其经济发展水平 ; 小城市数量严重不足 , 不能

有效的支撑大中城市的发展 , 消化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根据

这种情况 , 对于陕西的城市化发展 ,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 1) 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基础上 , 积极发展现有的大城市

和有潜力的中等城市 , 由此带动整个陕西省的城市发展。

( 2) 坚决控制现有中等城市的发展规模 , 使其城市化水

平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 , 避免过度城市化。

( 3) 努力发展一批小城市 , 使其成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基

础 , 从而提高整个陕西省的城市化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过程 , 需要人

们不断的发掘和探索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通过对全国

31 个不同区域的城市和陕西 10 个不同规模城市的多元回归

分析 , 得出以下结论 :

( 1)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因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

献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 , 在全国难以选择统一的城市化模式。

东部城市应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进一步增长 , 将不断增长的

城镇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 ; 而西部城市则应注意用地规模的

表 7 陕西不同城市化因子的经济绩效差异

Tab.7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Four Urbanization Factors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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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张 , 加大生产性投资的力度 ,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实现

城市健康持续发展。

( 2) 不同城市化因子对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绩效存

在明显的不同 , 反映了大中小城市在建设过程中 , 应各有侧

重。大城市应控制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 , 积极发展卫星城 , 缓

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 减小大城市对区域投资的极化作用 , 增

强大城市对区域中小城市的投资输送功能 , 防止重复建设 ; 中

小城市则应控制城市的盲目扩张 , 在现有用地规模基础上实

现城市的集约式发展 , 避免过度城市化。

( 3) 对于不同区域和不同等级规模城市 , 道路面积与城

市经济发展基本都呈正相关性 , 说明道路设施改善和交通发

展对城市发展具有突出的贡献。大力发展城市交通与区域交

通事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 4) 选 取 非 农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比 重 、建 成 区 面 积 、道 路 面

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四个因子来研究城市化对区域经济

的影响 , 虽不能全面说明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但分

析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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