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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6_c61_646142.htm 我国城镇人口只有百

分之三十，大部分人还在农村住着。农业的产出很低，这么

多人务农，是我国穷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二十年中至少有五

亿人口要进城，此间我国的城市人口要翻番。对于这一点，

大多数同志都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应该发展大城市，还是发

展中小城市，两方面的意见对立得很厉害。本文不打算就此

事发表意见。只是想讨论城市规模的合理水平应当由什么来

决定，也就是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希望这一讨论会有助于从

理论上廓清当前的争论. 采集者退散 城市有很强的规模效应 

城市为什么会发生？人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从

乡村集市贸易看出缘由。最起初，人们是为了交换才走到一

起来的。所以城市城市，城是和市联系着的。当集市贸易规

模扩大了，参与的人数增加了，原来五天一集的，增加为三

天一集；原来三天一集的就变为天天有集。这样，城市的雏

型就出现了。城市的雏型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还必须解释

为什么城市能取代分散的集市，而不是每个集市自己的扩大

。如果每个集市交换的商品都是相同的，集市就不会被城市

所取代。因为百姓可以就近来到集市，实现交换的目的，分

散的集市比集中的城市更近便。但是如果各个集市中交换的

商品是不同的，而且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是十分多样化的，⒛

型会使人们感到很?因为人们要寻找特定的集市去购买自己所

需要的特定的商品。此时城市就将取代集市。因为人们来到

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大集市）就可以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全



部商品，用不着赶到一个个分散的集市去。这一分析说明城

市的出现，其根本的原因，是和人们对商品需求的多样化有

关。这个道理也能被我们的实际经验所证实。如果我们居住

在一个小城镇，万一要买一件特殊的商品，比如说，计算机

上某一个零件，或者彩色打印机的特定喷头，就必须赶到省

会城市去买，甚至要到上海北京去买。小城镇的商店里不准

备这些特殊商品，因为偶然才有一个顾客来买，如果要把商

品配备齐全，不但占用大量资金，而且占用仓库，管理复杂

，得不偿失。在大城市里则不然，因为顾客多，存货周转快

。商品配备齐全是有效益的。采集者退散 由于大城市供应的

商品齐全，生活比较方便，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大城市。

而更多的人又创造出更多的需求。需求多了商品就更齐全。

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它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可以说，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城市有越来

越大的趋势。如果不是有相反的力量，城市将会无限制地扩

大。这里我们只提到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人还有对人的需求

，人需要和别人交朋友，交换信息，享受人所提供的服务，

要理发，要听音乐，要看画展，要当面求教和传授。如果人

们居住很分散，就会感到很不方便。上面是从对物和对人的

需求的多样性来看城市如何取代了集市。我们再从生产这一

方面来看，需求会吸引生产。当需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在当地生产就可能比从外地运来更合算。所以当地的需求引

起了当地的生产。生产是由人来实现的，人又是有需求的。

于是就会有需求和生产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城

市逐渐扩大的过程。尤其是对服务的需求是不能从外地进口

的，它必须在当地当时来完成。有些城市是因为当地的资源



所形成的，比如煤矿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规律便有所不同

。生产过程中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产品的花式品种和质量

的竞争，转化为对人才的竞争。于是人才就被分为三六九等

，他们的收入也各不相同。竞争越是激烈，收入的差距也越

大。不同收入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收入的差距形成了消费

的多样化。城市的繁荣要靠高消费。霓虹灯、首饰店、名牌

服饰、夜总会等等都不是穷人消费的，可是它们是都市繁荣

的象征。大城市无例外地都是繁荣的，尽管繁荣的程度有所

不同，其原因正在于此。西方的大城市一般都有贫民窟，在

那儿看不到任何的繁荣景象，有的只是凄凉和沮丧。繁华和

贫穷共存，是城市的又一个特殊景观，在农村里是看不到的

。社会管理好的国家，贫民窟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但是住宅

区还是分为富人区和普通区。城市的扩大使得它所能供应商

品的品种增加，反过来这又进一步促进城市的扩大。一些小

城市买不到的商品都要到大城市里来解决。 同时还有另外一

种力量，它也使得城市越来越大。这就是城市服务系统的规

模效应。电话网、自来水网、邮政网、公共交通网等等都具

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以公共汽车为例，乘车的人很少时，公

共汽车的班次很稀，乘一次车要等很长的时间，所以乘车的

成本很高。公共交通给大家带来的方便很有限。这就是小城

镇中所见到的情况。当乘车的人很多时，公共汽车的班次变

密，乘车所需等待的时间缩短，公共交通给大家带来的方便

增大，这就是大城市里所见到的情况。这解释了为什么大城

市公共服务比较好，而小城市就很难做到。电话网也是一样

。当电话网较小时，按一台电话只能和较少的人通话。而当

电话网扩大时按一台电话所能通话的人数就增加了。所以城



市越大，装电话带来的好处越大。此外，自来水网，煤气管

网，邮路网等等在新建时花的成本很大，一旦建成，再增加

一个用户所增加的成本是很有限的。在经济学中这就是边际

成本递减，它是造成自然垄断的原因。所以电话网自来水网

等等都是垄断行业。这些垄断行业规模越大，平均成本就越

低。所以在大城市中用这些有网络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很低，

城市有变得越来越大的趋势。在城市里生活感到更方便，于

是产生城市的聚集效应。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人口向城市集中。在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

同时，农村的人口减少，土地相对地变得充足。从整体上看

，人们居住在城市里占用的土地比居住在农村少，所以人口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可以节约土地。这对于土地十分稀缺的中

国来讲是有益的。当然也要注意到，农村的土地价值较低，

城市里的土地价值较高。人口从农村转移的城市节约的是低

价值的土地，而使用的是高价值的土地，从经济价值来看未

必节约了钱。但是城市中土地价高正是因为有大量人口迁入

造成的，所以是人口的迁移“创造”了财富。这样创造出的

财富是人们享受城市生活的价值，它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大

多数人喜欢城市生活，这证明人口的聚集的确创造了财富，

不过它不是表现为人们的收入，而是表现为生活的方便。这

种方便是有价值的。正好像有人愿意出高价钱搬迁到繁华地

点，图的就是交通更便利，生活更方便。它是物有所值。 一

个城市的政府应该明白，它之所以拥有巨大的财富，正是因

为有为数众多的人口。如果它拒绝人口的迁入，等于是拒绝

财富的聚集。当然，城市也有一个合适规模的问题，超过了

适当的规模，城市太大也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



的问题，人口迁入城市是对城市有益还是对城市有害？从国

家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人口最稀的国家，像澳大利亚，每平

方公里才两个人（中国是140人），谈不上什么规模效应，它

也限制移民的进入。可是从具体的城市来看，几乎无例外地

都欢迎人口迁入。大概只有中国例外。因为人口迁入意味着

纳税人的增加，这当然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而人口迁入所

引起的成本，如拥挤，水电费，垃圾费等等却是由私人承担

的（但环境污染成本要由当地政府承担〕。总的说起来，政

府是得大于失，所以政府都争取人口的迁入。中国例外的原

因可能是政府对居民的补贴太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公共交

通是补贴的，甚至水费，房租，垃圾等等都要政府补贴，多

一个人就多一份补贴支出，政府为了减少负担当然不欢迎人

口的迁入。所以减少政府补贴是解决我国城市发展的中心问

题之一。再有就是当地政府能从居民所纳的税中获得多少分

成，也会关系到政府对居民迁入的态度。上面的分析也不是

说人口越密集越好，因为人口密集所造成的拥挤成本是呈指

数上升的，当边际得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就达到了均衡点。 规

模效应被拥挤成本的增加所抵消如果没有别的因素起作用，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全世界只剩

下一个最大的城市。然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虽然边际得

益在增加，拥挤成本和交易费用却很快增大。它把边际得益

增加的作用抵消了。当城市规模扩大时，由于土地面积的限

制，人口密度必然增大。这就造成了拥挤成本。比如在人口

密度很高的地方，土地价格很高，使得各种行业的成本统统

都上升，因为不论干什么活，土地总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节

约土地，不得不建高层建筑，它的单位造价大大高于平房。



建筑越高，单位面积上住在高层的人越多，和同样面积的低

层建筑来比，单位面积需要的电梯也越多，它抵消了高层建

筑的好处。当层数非常多的时候，建筑物的面积有很大一部

分被电梯所占用。于是不得不采用高速电梯，这又进一步加

大了成本。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人口密度增加如何增加了拥挤

成本。 不但建筑物向高层发展，高人口密度还迫使交通也向

多层发展。大城市差不多都有地下铁道。地下铁的修建成本

极高，然而不得不修。大城市都有地下停车场或高架停车场

。买一套公寓房时还得买一个停车位，它的价钱也够吓人的

。当然拥挤成本还包括道路交通的堵塞。这几乎成为大城市

的通病，它的直接损失常达到当地GDP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

十,而间接损失可能要加倍。为了解决堵车，高架道路和立交

桥成为大城市的一景，而它们都是很花钱的。 拥挤还导致环

境的恶化。环境的自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负担太高

的人口密度。所以城市发展的结果无例外地都造成环境的恶

化。空气的污染，噪音，疾病的传染，都是城市所特有的现

象。这使得居住在城市中的成本上升。还有垃圾的运输和堆

积，既占用土地，又产生各种污染。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还产

生热岛效应，现代化的生活使每个人都消耗大量能源。不论

这能源是如何消耗掉的，是炊事，是空调，是计算机，最后

它都变为热向大气发散。其结果就是整个城市的大气温度比

周围空旷地区要高出三五度。热岛效应使夏季空调的耗电进

一步加大。 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供水紧张。不靠大江大湖

的大城市差不多都存在供水问题。解决的短期办法就是采地

下水，结果是地下水位降低，地表下沉。它的一个直接后果

是地下水的空间被压缩，地下水失去再生能力。有一些大城



市仅仅因为供水问题不得不搬迁。这些问题直接间接都是人

口密度过高造成的。拥挤成本是由每一个人分摊承受的，也

是由每一个城市人口造成的。然而就个人而言，他并不感觉

到他在造成拥挤损失。正好像人们驾车出行碰到堵车时总是

埋怨车辆太多，是别人的车堵了他的车，而从来不想自己的

车也在堵别人的车。人们总是怕堵车所以才放弃驾车出行，

而决不会因为怕自己的车堵了别人的车而放弃出行。北京严

重缺水，但是没有任何人因为北京缺水而搬出北京，或虽然

有机会进京但因为北京缺水而拒绝进京。每一个人都意识不

到自己在造成拥挤损失，而搬迁到大城市又有许多好处，所

以人们向大城市集中是很自然的事。其结果就是城市人口越

来越膨胀。直到政府出面提出办法，局面才会有所改变。 拥

挤成本增加对个人最直接的影响是土地价格和相应的房价上

升，它的影响涉及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同时房地产又是一

切经济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房地产价格上升使得整

个的物价水平上涨。它使得这些城市在与别的城市的竞争中

丧失优势。香港就是一例。它原来是有名的购物天堂（香港

大部分商品进出港是免税的），可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房地

产价格飞涨，导致物价水平上升。现在人们再也不去香港买

东西，而是大批香港人到深圳来买东西。房地产价格的上升

往往是投机炒作造成的。它也是泡沫经济的主要原因。泡沫

破裂会引发金融危机。这都是城市经济所特有的现象。由于

拥挤而造成的房地产价格和普遍的物价上升，限制了大城市

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寻求其他城市作为经济活动和生活的场

所。 房地产价格和其他拥挤成本迫使一部分人和机关迁出城

外。这一趋势已经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中，繁荣转移



到了远郊区，出现了衰败的城市的现象。在我国也在发生向

郊区发展的明显趋势。人们在作出向郊区转移的决定时是经

过仔细成本效益核算的。只有转移的净收益大于留在城里时

他们才会决定迁往郊区。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人们要集

合在一起除了交换的需要，还有生活的需要。孩子要上学，

大人要上班，有病时候要看病，还要走亲访友。老年人这一

类的活动较少，所以退休人员往往首先迁往郊区，把价值高

的房子腾出来，既省了钱，还能过一个清闲生活。不论是谁

，在做出向郊区转移的时候，都要做一番成本效益分析，算

一算这样做合不合算。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本就是交通通讯

。如果这一项成本变化不大，向郊区转移多半是合算的。于

是降低交通通讯成本便成为能否向郊区扩散的决定性因素。

按照现在的通讯技术，距离已经不是一种障碍。只有邮件还

受距离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主要是受交通条件的约束，所以

交通才是大家考虑的主要因素。 当技术发展能提供经济快速

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时，人们有可能搬迁到更远的地方去。

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小汽车加高速公路作为主要的交通手段。

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速度相当高，靠了它城市可以扩展到

相当远的范围。由于有了高速廉价的交通，使得远处的土地

也能得到适当的利用。从经济学来看，高效的交通可以使远

郊区的土地代替人口稠密处的土地。换句话讲，交通的发达

可以改善土地的利用。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稀缺的国家

，因此发展高效交通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任务。私家小汽车和

高速公路要占用大片土地，还要消耗大量能源。这两样东西

都是我国稀缺的。所以这条技术路线未必适合于中国。而高

速轨道交通则既节能，又省地，而且交通容量大，安全可靠



。国外的轨道交通在大城市中的重要性正在变得日益明显。

有一种可能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高速通勤火车。在

铁道的两旁将兴建卫星城，而且这样的卫星城可以延伸得很

远，一直到邻近的另一个城市。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之间

的350公里内已经完全被城市连接起来了。我国也有人建议将

郑州到武汉建成一个大城市带，这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带

。如果有高速通勤鸪迪嗔庖簧柘虢从锌赡艹晌质怠４闯鞘谢

蛐肀韧抛闯鞘懈屎现泄奶跫?/FONT&gt. 交易费用限制了城市

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总是多样化的，不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

一样。吃饱了，穿暖了还要看电视，还要出门旅游。拿吃来

说，光吃一种食品也是不够的，也要多样化。这是由于收益

递减的作用。同一种食物不论有多好吃，吃多了也会腻的，

因为人从同样的消费品得到的满足感，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

减低。为了满足消费的多样性，生产也必须多样化。而生产

的多样化只有在城市中才能够展开。所以城市的特色是各种

各样的职业，花样繁多的产品，和精细的专业分工。职业的

划分和分工的细化，使得每一种生产技术都得到了高度的发

展。制造一架飞机需要冶金、电子、控制、气象、机械、电

器、材料、计算机、空气动力学等等大学问。它需要成百上

千个不同专业的专家的合作。这种合作只有在人口集中的城

市里才有可能实现。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分工是不是越细

越好？如果是，城市就有更强的扩大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

回答是：它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交易费用越低，分工就

越细密；相反，交易费用越高，则分工得到的利益被交易费

用的增加所抵消。所以分工的程度将停止在进一步分工所增

加的交易费用完全抵消了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好处的那一



点上。 可以证明，交易次数随分工程度呈指数增加，换句话

讲，交易次数远较分工程度增加得快。比如现在机械上用的

螺钉螺帽几乎都是外购的，很少是工厂自己生产的。标准件

厂专门生产螺钉螺帽，质量好，成本低。标准件从自产变为

外购，分工只增加一步，但是交易要增加许多。因为外购要

和许多不同的供应商打交道。典型的外购过程有招标、投标

、评标、开标、订合同、运输、交货、验收、付款，万一发

生纠纷还要诉诸法律。如果外购引起的交易费用太大，还不

如自己生产来得划算，分工就不会发生。我国分工不够发达

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交易费用太高，它阻

挡了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 城市的发展是和分工有关的，而

分工又和交易费用有关，所以交易费用的减低有助于城市的

发展。从技术层面来讲，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大大地降低了

交易费用。所以有近代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从制度层面来讲

，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助

于大城市的发展。相反，如果人与人互相不信任，彼此提防

，保持距离，则将有碍于大城市的发展。不论由于何种原因

，如果交易费用得以降低，必将促进分工的细化。近几十年

来技术的进步使运输成本降低，国际贸易迅速扩展，促进了

国际间的分工。许多大小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和国际贸易及

国际分工有关的。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创新了许多制度，例如

信用证，保险，担保，招投标，拍卖，独立的会计和审计等

等。 百考试题论坛 为了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发展分工显

然是必要的，而交易费用阻碍了分工的深化，因而一般认为

交易费用是有害的。其实未必。因为价格是通过交易才得到

的，交易费用是生产出价格信号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价格



信号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引导资源配置的基础。没有了价格

信号整个经济将陷入巨大的混乱。然而价格信号不会从天上

掉下来，它是要消耗人力物力才能生产出来的。所以交易和

交易费用默默地在向社会提供经济活动最最重要的基础信息

。我们所要避免的是过高的交易费用，或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像经济纠纷。也要避免企业把花费了交易费用所得到的价

格信号保密，不让其他人来利用它。当双方有良好的信任关

系时，交易费用显然可以降低。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

和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价格信号多半是在城市中产生的。越是大城市

，产生的价格信号也越多。许多人为了得到价格信息，来到

城市里。于是城市成为信息交换的中心。证券交易所，商品

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每时每刻都在向全世界发送经济活动

的基础信息，例如利率，汇率，股票价格。银行也是信息交

换的中心，它们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张单据，从而得到一系

列统计数据。城市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又接受来自世界

各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得出新的信息。这种信息

的大量交换是城市功能的一个显著特点。英特网的出现也许

会改变城市的这一特点。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有了传真、

英特网等等，有许多工作可以在家里做。人即使住得很远，

甚至在国外，也能方便地和别人交换信息，完成自己的任务

。城市就不再是那么重要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