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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97_E8_B7_AF_E5_c67_468612.htm 中国的城市问题是

一个战略问题。面对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城市化率超

过40%的新的转折期，坚持优先发展大城市，是我国城市发

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问

题：第一是盲人摸象。抓住一条腿说这就是大象，摸着一个

耳朵说这就是城市战略，没有真正从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的城

市问题。中国的城市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技

术问题，如果用技术问题来解决中国的战略问题，必然会出

现盲人摸象的现象，这是一个误区。第二是拔苗助长。城市

化有它自身的规律，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化过程变成了政

府行为。政府盲目推动，是大城市化很重要的障碍。 战略选

择背景：三个变化，两种前途，一个拐点 2003年，我国的人

均GDP已经突破了1100美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出了低收入

国家正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在人均GDP超

过1000美元一直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

的这个阶段，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转折压力，概括为“三个变

化，两种前途，一个拐点”。 “三个变化”一是经济结构发

生重大变化。第三产业将会快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的人口、

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在加速。二是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我国的消费结构主要以吃、穿为主要需求，而在人

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住行及文化、娱乐需求将替代吃

穿的需求，成为消费结构的主体内容。三是社会结构重大调

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可能会发生分配不公，利



益分化，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多种社会矛盾凸显的一个时期

。所以这三种变化很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进入“

黄金发展期”，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另外一种前

途，叫矛盾凸显期，学者把这种矛盾的凸显期叫做“拉美现

象”。 “一个拐点”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倒U形理论的假说，

收入差距和人均GDP高低之间有高度相关性。当人均GDP达

到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0%40%的时候，收入分配到达

倒U形曲线的拐点上。我们有可能通过这个拐点使收入逐步

趋于平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否则，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

大，完全形成两极分化的社会。2003年我国城市化率

是40.53%，GDP刚刚突破了1000美元，用这个理论与中国的

现实对比，我国正处于这个拐点上。 战略选择核心：坚持大

城市优先发展 关键时期怎么办？重要关口最重要的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关键时期抓关键，关键在于城市化。重要关口

最重要的是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这个战略选择的核心是坚

持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一直存在

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观点坚持“小城镇、大战略”的

发展模式，另一种坚持以大城市发展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认为，要坚持“抓大带小，以城带乡

”，即优先发展大城市，以大城市的发展带动中小城市和农

村的发展。坚持优先发展大城市战略的三点主要理由是： 优

先发展大城市是符合国情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我们国家的城市

化是个什么状况呢？资料显示，2002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

率是37.7％。城市人口是4.6亿，农村人口是8亿。现在我国城

市化的平均增长率每年是1％，每年大概有800万到900万的农

民和非农人口要转变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增长率来计算，



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58％到60％。也就是说，

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8个亿到9个亿。除了小城镇可以

消化2亿到3亿之外，大概还有6个亿的人口要在城市消化。

这6个亿的城市人口需要有200个能容纳3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

市，或者是300个能容纳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的一

个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对于目前我们的城市来说是远远不

能适应的。再加上现在的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不

能适应人口的快速增长，用发展小城镇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农

村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要“抓大

带小，以城带乡”，是要优先发展大城市。 优先发展大城市

是效益型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的重要功能是集聚和辐射，是对

资金、人才、信息等市场要素的集聚和对周边及更大区域范

围的市场辐射。在这一点上，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由于占

据资金、人才、信息等市场要素的绝对优势，而使其在区域

内的市场辐射能力也占据绝对的优势，而这种市场辐射优势

最后又与市场要素集聚优势不断形成双向互动和促进，其结

果是，大城市调控产业布局和吸引产业入驻能力不断增强，

效益优势不断变得更优，而与之对应，小城市在调控产业布

局和吸引产业入驻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则日益显现。而这种在

调控产业布局和吸引产业入驻能力方面日益显现的局限性，

正是“小城镇、大战略”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制约。 优先

发展大城市是节约型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的本质是公共资源集

聚的产物。公共资源的特点是拥有的人越多效率就越高，回

报率也越高。上海是目前我国最有效率和最节约的城市，因

为上海用最小的空间养活了中国相对最多的人。换句话说，

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它的公共资源使用频率和使用效率就



会越高。目前，上海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

如果把这个标准作为城市化完成以后的最高标准，假设全国

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上海的一半，假设到2050年我国的城市

化率为70%，那么我国将有10亿左右的人口进入城市。这10亿

人按照平均50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来计算，全部用地只

需要20万平方公里。即使是人口密度再减去一半，按2500人/

平方公里计算，也只需要40万平方公里。另据专家的测算，

按照城市建成区面积统计，将我国200万以上的大城市，20万

人口的小城市和不足万人的小城镇进行比较，其人均占地面

积是1∶2∶3.1。也就是说，小城市比大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要

多一倍，而小城镇比大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要多两倍以上。可

见，大城市的发展是资源节约型的，优先发展大城市战略是

节约型城市发展战略。 坚持优先发展大城市战略需要回答的

两个疑问： 一是大城市是不是越大越好？根据专家对城市规

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测算，当城市规模在10万1000万人时，

城市收益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而当城市规模小

于10万人或大于1000万人时，城市规模的净收益会不断降低

。只有当城市的规模在100万到400万人口时，城市规模的净

收益为最大值。 二是大城市是否必然带来城市病？有人提出

，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城市病，比如：人口膨胀

、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甚至还会出

现贫民窟。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必须考虑

和认清在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城市病与农

村病相比，哪个病更要命！ 大城市发展：解决“五个中” 大

城市的发展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实现大城市的发展，要解

决“五个中”的问题： 中部必须崛起。无论是东北的振兴还



是西部的开发，真正的问题在中部，如果中部不能发展，这5

亿多人口的城市化问题不能有效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就很难

推进，中国东西部的发展就很难连贯。 中等城市必须扩容。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第一，发展大城市不是把上海和北

京再做大，不是摊大饼，而是要从不断的“摊大饼”转变为

“蒸馒头”，从单中心转向多中心的发展；第二，中等城市

扩容，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是重中之重。 中间产业必须加快

。发展大城市必须加快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优化城市功能。城市的发展从产

业结构来说，会逐步从一产、二产向三产转变，这叫做产业

升级。那么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将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在优化产业结构过程

中将形成产业集聚，也就是说，在产业分工基础上形成专业

化、网络化、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在城市的产业集聚之中，

产业的链条越长，产业的投资和再投资的空间就越大，产业

的集聚度就会越高。那么，产业集聚依赖什么进行成长呢？

主要有两个因素：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二要有一个

比较健全的公共设施。所以，优化空间布局，带来的是发展

环境的优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优化产业结构带来的是产

业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 中等职业教育必须发展。尤其是以

提高就业能力和解决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

必须加快发展，并成为教育的重要方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

的重点是技术工人，而技术工人是工业的脊梁。再好的机器

设备，再好的产品设计，都需要技术工人来操作，都需要技

术工人来把图纸变成产品，技术工人才是支撑我们这个世界

制造中心的脊梁。在这一点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持



续了很久的“技工荒”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产阶层的数

量必须扩大。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中产阶层是城市

消费的主要推动力。只有中产阶层的数量扩大了，其消费才

能上去，城市才有活力，城市生活质量的基础才能够奠定；

第二，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中产阶层相对扩大

，社会才更加稳定。一个社会稳定的城市，最有钱的人和最

没钱的人应该是在两头，是最少的，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

层应该是最多的。 资料链接 目前，除了大城市战略以外，主

要还有以下几种城市化战略的影响较大： 大城市圈、大城市

群战略 目前，关于大城市圈的概念很多，其中一个比较简单

的定义是通勤圈。大城市通过建设近郊和远郊地区，通勤半

径可以逐渐延伸到20至50公里，在高速铁路网发达的城市，

可以达到100公里。这样一个通勤圈域可以称为大城市圈。城

市圈的扩张不是单纯的同心圆式扩张，而是沿主要交通干线

呈放射线型延伸，在延伸放射线上可以分裂出许多卫星城市

。大城市群是被高速交通轴缩短了时空距离的大城市空间。

我国经济的主要发展动力来源于大城市圈、大城市群。 小城

镇，大战略 “小城镇，大战略”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

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出

路，归根到底，是要靠加快小城镇建设，并以此为依托，使

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小城镇的发展可以

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

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可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

力,进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

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此外，在小城镇安排一个

劳动力就业的经济成本比在大城市小得多。同时，由于地缘



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

低一些。 “多元”模式战略 “多元”模式战略具体地说，就

是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渐递推、综合发展”的战略。

所谓多元化，就是指目标模式的多样化；非均衡指各期主攻

方向不一，各有侧重；逐级递推指实现战略的阶段性；综合

发展则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中期以社会效益为主；远期以生态效益为主。

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商品经济不发

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模式去解决城市化

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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