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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前沿及热点】

中国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

孙久文 李华香

〔摘 要〕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表现为中心城市本身发展的同时对周围区域进行的辐射和同化。当

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时期，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根据区域发展条件，



112

内的普及加快，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多于实际的城

市人口，城市文明的覆盖区域也大于城市社区面

积，即城市文明普及程度高于城市化程度。
一般而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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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的确立紧密相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

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的流

动性增强。
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诸如住

房、环境、交通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势必影响

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所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必

将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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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年中国地区城市化率 单位:%

地区 城市化率 地区 城市化率 地区 城市化率 地区 城市化率

北京 85． 00 山西 45． 99 内蒙古 53． 40 辽宁 60． 35

天津 78． 01 安徽 42． 10 广西 39． 20 吉林 53． 32

河北 43． 00 江西 43． 18 重庆 51． 59 黑龙江 55． 50

上海 88． 60 河南 37． 70 四川 38． 70

江苏 55． 60 湖北 46． 00 贵州 29． 89

浙江 57． 90 湖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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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模式。西部地区落后

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不经济”。〔10〕西

部地区除了关中、成渝、滇池周边、河套、兰州周边、
河西走廊、北疆铁路沿线等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外，

其余地区人烟稀少，聚落分散。在西北 52 个城市

中，人口密度在 500 人 /平方公里的城市有 13 座，

城市人口密度在 10 人 /平方公里以下的城市有 5
座，10—100 人 /平方公里的城市有 20 座。同时，西

部地区城市的首位度较高，除了几个超大城市以

外，次一级的城市发育不甚健全，城市规模经济不

能得到有效发挥，不利于集聚效应的形成。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模式应当是大城市与小城

镇结合的城市化模式。要依据发展的条件，先将关

中—天水地区、成渝地区的城市培育为大城市群，

以据点式的城市化模式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加

强省会城市建设和次一级中心城市的建设，使一些

城市在全省( 区) 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作用。
要重视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建制镇在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

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带动广大农牧区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搞好建制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