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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 ,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但仍处于初期阶段;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 但地区分布不平衡;

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 ,但剩余劳动力持续增长与城镇有限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城市综合实力大大

增强 ,但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将较长期存在。我国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向为:城市化进程逐步加速;大城市继续快

速发展;若干大都市连绵区逐步形成壮大;几个国际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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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城

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 ,城市的数目不断增加 ,但是 ,

由于历史 、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城市发展

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 ,分析

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 ,探讨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便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分析

1.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但仍处于城市化初

期阶段

近年来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

架确立以后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空前活跃 ,不同地

区 、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如图 1所示)。但是从总体

上讲 ,我国的城市化尚处在水平较低的初期阶段。

图 1　中国 1991—2005 城市化水平变化曲线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不管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

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都是如此 。〔1〕世界银行统计数

据表明 ,1998年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 28.2%,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 18 个百分点 ,低于中低收入

国家的平均水平近 30 个百分点 ,低于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近 50个百分点(如表 1所示)。
　　表 1　 中国城市化水平国际比较

国家或地区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980 年 1998 年 2003年

世界平均 40 46 48.7

低收入国家平均 22 30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56 65

中低收入国家平均 51 58

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63 77

高收入国家平均 75 78

中国 20 28.2 40.5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报告 2000》(世界银行);《2005 国际统计

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但地区分布不平衡

随着我国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化 ,城市作为地区

性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中心的作用日益加强 ,我

国的城市数量得到极大的提升(见表 2)。但是 ,从

城市分布来看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分布

不平衡。东部地区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开始形成以

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主要有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辽中南城

市群 。〔2〕这部分地区 ,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我国中

西部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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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数量变化情况 单位:个

年份
合计

城市数量 比重

100万人口及以上

城市数量 比重

50—100 万人口

城市数量 比重

20—50 万人口

城市数量 比重

20 万人口以下

城市数量 比重

1990 467 100 31 6.6 28 6.0 117 25.1 291 62.3

1995 640 100 32 5.0 43 6.7 191 29.9 374 58.4

2000 663 100 40 6.0 53 8.0 218 32.9 352 53.1

　　资料来源:《(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

　　3.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 ,但农村剩余劳动

力持续增长与城镇有限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

尖锐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 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 ,推动了小城镇的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 ,国家在

某种程度上放宽户籍管理 ,允许农民进城务工 、经

商 ,大批农民进入市镇 ,从而使城镇人口迅速增加 。

到 1997 年末 , 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29.92%。但是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增长过快 ,耕地

则逐渐减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1997年

全国农村人口为 86637 万人 ,比 1952 年增加了

36318万人 ,而耕地面积却由 1950年的 15亿亩减

至 1995年的 14.25亿亩 。由于人均占有耕地大幅

度减少 ,加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产生了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 , 据测算 ,剩余劳动力数额大体为

1.2—1.8亿左右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产业结构调整 、

技术水平提高 ,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幅度将会

相对减缓 ,使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

4.城市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但基础设施薄弱

的状况将较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

综合实力的增强 。主要表现在:第一 ,国内生产总

值(GDP)持续高速增长 ,统计显示 ,1988—1996年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 18%;第二 ,城市产

业结构进一步趋向合理化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信息 、金融 、保险 、咨询

以及各种中介服务业蓬勃发展 ,展现了信息和知识

经济时代的城市特征。第三产业已成为城市三次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所占 GDP 比重逐年增加 。

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如 2001年来 ,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有 15.5平方米 ,自来水普及

率达 72.3%,燃气普及率达 60.4%,其它方面也有

相应的改善。〔3〕但是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中

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整体上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

上海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 , 但

1999年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3.4平方米 ,只相

当于伦敦 1990 年水平的 5.0%。另外 ,国内城市

之间基础设施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表 3)。

　　二 、我国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向

据联合国人居中心的预测 ,2010 年全球城市

化水平将达到 55%, 2025 年达到 65%,其中发达

国家将达到 83%,发展中国家将达到 61%。〔4〕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城市在世界城市发

展的大潮中 ,将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城市化进程逐步加速 ,城市数量与规模将

有较大发展。根据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可

以断定 ,中国的城市化已开始进入加快发展的初期

阶段 ,并且呈进一步加快发展的趋势 。“据此可以

断言 ,中国城市化已汇入世界城市化大潮 ,成为当

代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5〕
　　表 3　 国内若干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比较(2005 年)

城市或地区
人均住宅面积

(米2)

城市用水普及率

(%)

城市用气普及率

(%)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米2)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米2)

上海 33.07 99.98 100.0 11.78 6.73

辽宁 21.96 93.83 88.11 7.95 7.49

安徽 22.56 90.52 72.29 11.92 6.58

四川 27.48 97.22 82.19 10.90 8.00

陕西 23.40 93.24 79.82 8.19 5.1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中国统计出版社。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必然伴随着原有城市规模

的扩大和新兴城市的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

市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见表 4)。2000

年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增加到 40座 ,比 1978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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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27 座 ,平均每年增加 1.25座;从 1949年到

1978年 ,近 30年的时间增加了 6 座 ,平均每年只

增加 0.2 座。因此 ,在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过程中 ,

城市的座数和规模都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
　　表 4　　1949—2000 年城市数量增长对比表

年份
城市数量

(座)

增加量

(座)

年均增加量

(座)

1949—1978 136—192 56 2

1978—1989 192—450 258 23.5

1989—2000 450—663 213 19.4

　　2.大城市继续快速发展 。其一 ,大城市数量

的增长。建国以来 ,我国 50万人口及以上的城市

数量除个别年份外 , 都是不断增加的 。“到 2000

年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量分别达到 40个和 54

个 ,比 1980年分别增长 1.6倍和 0.8倍 ,我国已成

为世界上拥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

之一。”〔6〕其二 ,大城市规模的扩张 。从全国排名

前十位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来看 , 1981—

2000年的 19 年间 ,上海 、北京 、武汉 、广州 、南京 、

西安的人口增长率均在 50%以上 ,广州市增长率

达到 71.7%,是增长率最快的城市。上海总人口

增加了 321.6万人 ,是人口绝对量增加最多的城

市。

3.若干大都市连绵区逐步形成壮大。长江三

角洲 、珠江三角洲 、京津唐和辽中南地区不论从人

口和产业的集聚程度 ,还是从中心城市规模和总的

城市数量方面都已具备大都市连绵带的基本特征 。

上述四个地区共“集中了 11个特大城市 、18个中

等城市和近 70 个小城市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约

占全国的 50%,中小城市数约占全国的 14%。这

4个区域共集中了 1.4亿左右的人口 ,其中非农业

人口约占全国城市非农业人口的 27%”〔7〕。长江

三角洲都市连绵带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 、城镇数量

最多的地区 ,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 、产业规

模最大的三角洲 ,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珠江

三角洲都市连绵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经

济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地区 ,未来 20年该区的发

展重点是:“ ①构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②发展亚

太区主要城市集团;③强化珠三角资源整合和协同

发展;④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⑤建设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密集区。”〔8〕京津唐大都市连绵带未来 20

年的发展主要在于推动京津翼北的经济整合 ,使其

成为环渤海地区的核心经济区。此外 ,我国形成中

的大都市连绵带还有辽中南大都市连绵带 、胶济沿

线大都市连绵带 、闽东南沿海大都市连绵带等。这

些地区地理区位优越 ,拥有雄厚的高新技术研究与

开发能力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核心区 。

4.几个国际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

络。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目前一

些城市已具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条件 ,从主

要特大城市的综合实力来看 ,上海 、北京 、广州 、天

津综合实力突出 ,是国家建设国际性城市优先选择

的重点城市。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 ,其总体经济

实力很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 、文化 、科技 、信息以

及金融结算管理中心 ,在国际交流水平上名列全国

城市之首 。继港深国际城市外这两座城市是目前

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 ,中国未来的城乡格局将会发展为星罗棋布的

以中小城市为核心的城镇群 ,部分小城镇变成中小

城市 ,农村变成中小城市的卫星社区 ,部分地区以

超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都市连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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