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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关系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关系，理论界

的判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有观点认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

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有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

水平略有滞后，但还在正常范围内；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存

在着隐性超城市化。 下表可见1999年世界收入类别国家GNI 

、按PPP 调整的GNI 以及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按照世界

银行的标准，中国1999年城市化率为32%，比世界平均水平

低14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比中

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比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的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1999年人均GNI 和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NI 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无法

就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得出中国城

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结论。1999年，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人

均GNI 和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NI 为1200美元和4250美元，

分别高于中国420美元和700美元，如果考虑到中国正进入一

个加速城市化的阶段，19952001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4

个百分点，中国的人均GNI 如果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达

到1200美元需要5年多的时间，五年中如果中国城市化水平以

年均1.4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则五年后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

到39.2%，低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同样无

法得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结论。如果

使用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NI ，中国的城市化的滞后程度



大约不到8个百分点，同样无法支持严重滞后的观点。如果我

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东亚和太平洋国家，情况就更为明显

。1999年，该地区人均GNI 和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NI 分别

为1010和374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34%，与中国的情况大体相

当。如果运用2002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

化率为34.78%，高出世界银行判断2.78个百分点，如果我们认

可这个判断，则上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将得到进一步

的支持。因此，本文的判断是：就人均GNI 以及购买力平价

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

平大体相当或略微滞后，严重滞后的说法从国际比较的视角

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个需要的对比是中国与人均GDP 大体相

同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比较和分析。下表是1999年人均GDP 处

于600到1000之间的国家的城市化数据： 从这张表，我们看

出1999年，人均GDP 处于600到1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13个，

其人均GDP 的算术平均值为742美元，低于中国789美元的水

平，城市化率的算术平均值为42%，高出中国城市化率10个百

分点。这里似乎能够得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

近的几个国家相比明显滞后的观点。但是，这个结论显然是

草率的。1999年，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46%，上表13个国

家中有五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1999年，世界人均GDP 为5020美元，是这一组国家人

均GDP 的56倍，因此，这五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显然不能用

做比较的标准。如果将城市化水平等于或超过46%的五个国

家剔除，剩余8个国家人均GDP 的算术平均值为738美元，城

市化水平的算术平均值为32.6%.从这个粗略的比较，我们可

以看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是大



体相当的。 2.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经济学界对中

国工业化现状的普遍认识是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进工业化将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首要任务，中国的城市化也将主要由工业化来推进。 有观点

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

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

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城市

化滞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工业化的孤军深入。 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学者郭克莎则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

较低，而与非农业就业比重变化的相关性较强，中国的问题

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 2.1城市化与工业

化比率之国际比较 本文认为，笼统地确定一个城市化与工业

化的最优比率并不是一个十分科学的判断。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是有所

区别的。在城市化的中前期，城市化主要由工业化来推动，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当然不会太高，但到了城市化后期，

城市化主要由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推动，第二产业比重的不断

下降和城市化比率不断提高的现象并存，这就导致了城市化

及工业化之比不断上升的局面。因此，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之

比的国际比较必须区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下表可

见1999年人均GDP 在6001100美元之间的国家城市化及工业化

比率以及城市化情况。 这16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比率平均

值为1.47.由于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6%，我们将该收入区

域城市化超过或等于46%的国家视为异常而剔除，其结果是

剩下的8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平均水平为0.92，中国的该比



率为0.65.虽然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低于该收入区域

的平均水平，但差距并不像一般的观点那么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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