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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型 社 会 背 景 下 的 城 镇 化: 他 国 的 经 验 与 中 国 的
选择

赵培红 孙久文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7# )

【摘要】“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率将突破 8$9 ，我国 将 加 入 城 市 型 社 会 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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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下降了 #$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郊区提供的就

业岗位 由 >$9 增 加 到 889 ，人 口 从 E>9 增 加 到

C>9 ，增加了 #$ 个百分点( 表 >) 。
表 > 美国城区、郊区人口及就业岗位比例变化

( !%8$ F !%%$ 年)

城区 郊区

人口( 9 ) 就业岗位( 9 ) 人口( 9 ) 就业岗位( 9 )

!%8$ 87 7$ E> >$

!%C$ E% C> 8! >7

!%7$ E> 88 87 E8

!%"$ E$ 8$ C$ 8$

!%%$ >7 E8 C> 88

资 料 来 源: 顾 朝 林 5 经 济 全 球 化 与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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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D C9 。而同样的城市化率增幅，发 达 国 家 多 花 了

#$ 年才实现。在这一城市化率增幅内，发达国家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D 8 倍，而巴西只增加了

C$9 。拉 美 一 些 国 家 的 人 均 @RW 徘 徊 在 !$$$ F

8$$$ 美元之间，远 远 低 于 发 达 国 家 水 平，但 是 其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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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趋势似乎更明显，近几十年来大都市区和大

都市带在世 界 各 国 的 快 速 发 展 印 证 了 这 一 集 中 化

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8$9 时，相邻城市的集群趋

势开始显现，城市化发展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

阶段。据“美国 #$8$”，未来 E$ 年间美国将形成 !$

个巨型地区，面 积 占 美 国 国 土 面 积 虽 不 到 #$9 ，而

人口却将占 C#9 、@RW 占 7$9 ，集中了美国最重要

的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E］。

从全球看，目前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群都是经

济发达地区，在 城 市 群 发 展 的 初 期，其 辐 射 力 表 现

为单个城市 的 扩 散，由 市 区 延 伸 至 郊 区，核 心 是 工

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用地的外延扩张。在

城市群发展 的 高 级 阶 段，城 市 间 的 各 种 联 系 加 强，

形成以 交 通 线 为 纽 带 的 区 域 城 市 群 的 网 状 辐 射。

这种辐射既 包 括 中 心 城 市 对 群 体 内 其 他 城 市 的 辐

射，也包 括 城 市 群 整 体 对 其 他 地 区 的 辐 射［!>］。 从

#$$# 年 QYXR 成员国的城市群来看，韩国 > 个城市

群的 @RW 占全国 @RW 总量的 7$D %9 ，比例最低的

波兰 # 个城市群也占到全国 @RW 的两成多( 表 8) 。
表 8 QYXR 成员国城市群 @RW 占所在国 @RW 的比重( #$$# 年)

国家 城市群数( 个) 城市群 @RW 占所在国比例( 9 ) 国家 城市群数( 个) 城市群 @RW 占所在国比例( 9 )

韩国 > 7$D % 挪威 ! >CD 8

日本 E 88D 8 新西兰 ! >CD !

荷兰 ! 8!D > 希腊 ! >7D C

德国 C 8$D 7 加拿大 > >8D E

丹麦 ! E%D 8 西班牙 > >8D $

美国 #> E"D 7 法国 > >ED %

爱尔兰 ! E7D C 捷克 ! >ED 7

匈牙利 ! E8D C 奥地利 ! >>D 7

比利时 ! EED E 意大利 E >>D >

土耳其 > E#D 7 瑞士 ! >>D !

澳大利亚 # E#D ! 瑞典 ! >!D 8

芬兰 ! E#D ! 英国 E >!D E

墨西哥 E E$D E 波兰 # #!D "

葡萄牙 ! >7D % 合计 7"

资料来源: QYXR5 PL’/,3’/)4 T0Z/0[1: X3H\0,/,/Z0 X/,/01 /* ,L0 @43()4 YI3*3HM5

>D > 城市病

城镇化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地域组织

变化和转型的过程。国际经验证明，当城镇化率达

到 8$9 F C$9 时，社 会 矛 盾 往 往 集 中 多 发，大 多 会

出现不同程 度 的 就 业 不 足、贫 富 差 距 拉 大、住 房 短

缺、交通拥堵、能 源 短 缺 和 环 境 污 染 等 问 题［!E］。也

就是说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8$9 时，是

“城市病”最 易 发 生 而 且 又 最 为 严 重 的 时 期。实 际

上，在城市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还 没 有 达 到 8$9

时，“城市病”已经在不少城市不期而至了。其主要

表现，诸如城市用地紧张，建筑密度过大，住宅极端

缺乏，交 通 堵 塞，能 源 供 给 不 足，污 水、废 气、垃 圾、

噪声等对环 境 的 污 染 严 重，生 态 环 境 恶 化，人 们 的

道德观念薄弱，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

市群为主导的新
人口却将4 Tm�524Tj�0.5/BZ2-0�弱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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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城市化”现 象 是 指 当 前 出 现 的 一 种 超 越 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而由政府强制推动的

村庄撤并现象。这违背了城市化的规律，违背了农

民的意愿，损 害 了 农 民 的 利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