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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

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李晓华

【提 要 】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 尔 昆的 国际 经验研究 ， 本文发现 ， 我 国 的城镇

化与 工业化呈现 出 与 国 际经验相似 的 变动规律 ： 城镇化 率随人均 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提 高 ；

在 同 一经济发展水平 下 ， 城镇化率低于非农产 业就业比 重 ， 非农产 业就业比重又低于非农

产 业 占 ＧＮＰ 的 比重 。 我国 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基本符合钱纳 里标准 ， 但存在城镇

化率和非农就业比重低于相 同 收入水平下 的钱纳 里标准 、 部分地区 工业化与 城镇化不协调 、

“
土地城镇化

”

超前于产业发展 、

“

半城镇化
”

等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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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 3 月 ， 国务院 出 台 《国家新型城镇定义为符合 以下基本特征的一种过程 ： 国 民收

化规划 （ 2 0 1 4 ？ 2 0 2 0 年 ） 》 ， 指 出
“
一

国要成功人 （或地区收入 ） 中第二产业和制造业活动所

实现现代化 ，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 时 ， 必须注重城占比例提高 ， 在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就业的劳动

镇化发展 。 当今中 国 ， 城镇化与工业化 、 信息化人 口 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 。

② 更一般的 ， 工

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 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内业化可以看作是
一

个国家 （或地区 ） 从落后的

容 ， 彼此相辅相成 。

”

并认为当前
“

城镇化滞后于农业 国 （或地区 ） 转变为发达的工业 国 （或地

工业化
”

。 但是在我国的实践层面 ， 无论是学术界区 ） 的一种经济结构转变过程 。 工业化问题实

还是政府部门对于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存在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 ， 更具体地说是产业的发

着相当不同的认识 ， 不少判断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展与结构转变问题 ， 可以用人均 ＧＤＰ 等反映经

依据。 本文基于钱纳里 和赛尔昆 的 国际经验研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衡量 。 城镇化过程是人 口
、

究 ，

① 根据世界各国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土地 、 产业 、 就业等多方面演变的统
一

，

一是

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规律 ， 对我 国城镇化与工业

化的协调关系进行判断 。

① 霍利斯
？ 钱纳 里 、 莫尔塞 斯 ？ 塞尔 昆 ： 《 发 展的 格局 ：

—

1 9 5 0
—

1 9 7 0 》 ， 李小青等译 ， 中 国财政经 济出 版社 1 9 8 9 年

版 ， 第 2 2
—

2 3 页 。

关系的理论认识② 约翰 ？ 伊特韦尔 、 默里 ？ 米尔盖特 、 彼得 ？ 纽曼编 ： 《新帕

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 第 2 卷 ， 经济科学出版社 1 9 9 6 年

《新帕 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 将工业化版 ， 第 8 6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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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 口在空 间上向城市 的转移和聚集 ，
二是城镇化只能是

“

空中楼阁
”

。 人口 的城镇化过度超

非农产业 向城镇的聚集 ，
三是农业劳动力 向 非前于工业化 ， 还会由于缺乏产业支撑而出 现大量

农业劳动力 的转换 ，

① 四是城市 土地空 间 的扩的失业 ， 进而形成城市的贫民窟等问题 。

张 。 城镇化水平
一

般用城镇化率来衡量 ， 城镇城镇化能够带动工业化 。 城镇化对工业化

化率是某
一地区内的城镇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重 。 的带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是人 口 密

城镇化与工业化应保持合理 、 协调的关系 ， 否集的城镇能够发挥多种集聚效应 ， 包括 ： 规模

则不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

城市病
”

， 而且使现经济效应 、 社会分工效应 、 节省交易成本 、 技

代化进程 出现反 复和停滞 。 拉美地区许多城市术溢 出效应 以及启 发和激发创新 。 城镇本身具

就因为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而产生生活环境有内 生增长的特征 ， 当城市人 口集聚到
一定规

恶化 、 城市暴力增 多 、 社会不平等 现象加剧等模后 ， 就会在正反馈机制 的作用 下促进分工的
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

② 我们需引 以为戒。深化 ， 内生出新 的产业和就业机会 ， 而产业的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 。 历史地看 ， 城镇集聚又会进
一

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 二是在城

化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作用下生产力发 展 、 镇化建设 的过程 中需要大 量 的 固定资产投资 ，

产业演进的产物 。 农业以 土地为基本生产要素 ， 包括道路 、 水 、 电 、 气 、 通信 、 供暖等城市基

土地广泛分布的特征决定了农业倾向于 以分散础设施以及住房 、 商场 、 医 院等各类建筑的建

的方式分布在广 阔的 区域 ；
工业和服务业则存设 ， 能够带 动钢铁 、 水泥 、 建材 、 建筑 、 房地

在明显的规模经济要求 ， 其发展倾向 于聚集在产等相关产业的增长 。 三是城镇化是农 民转变

人 口密集 、 原料供应充足 、 区域条件优越 的地为市 民的过程 ， 在这一转变 过程 中生活消费方

区以保证规模经济的发挥 。

③ 农业的发展是城镇 式会发生 巨大的变化 。
2 0 1 2 年 ， 我国城镇居民

化的前提条件 ’ 只有 当农业生产率提高到能够 人均可支配收人是农村居 民纯收入的 3
．

1 倍 ，

为社会提供充足剩余产品 的程度 ， 才能使
一部 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是农村居民人均消

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非农业活动 ， 进而推费支出 的 2 ． 8 倍 。 可见 ’ 农民的市 民化会带动
动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 ， 促进新产业 的不断形 消费的增长 ， 促进住房 、 家具 、 汽车 、 家电等

成和演进 。 早期 的非农产业以小手工业和商业 耐用 消费 品 以及餐饮 、 教育 、 医疗 、 文化等服
为主 ， 出于规模经济考虑 ， 货物运输和市场交 务型消费产业的发展 。 据测算 ， 中 国城镇化率
易的发展要求选址在便于收集和分配货物 的地 每增加

一

个百分点 ， 将能带来 7 万亿元的投资
方 ， 进而形成了 贸易型城市 。

？ 1 8 世纪发生的 和消费需求 。

？ 反之 ， 如果城镇化的发展过于滞

英国工业革命加快了世界城镇化 的进程 。
工业

后 ， 城市的空 间不足 、 功能不完善难 以承载产

革命推动 了手工工场向机器大生产 的现代工厂

入 了
① 姜爱林 ： 《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 系研究 》 ， 《财贸研究 》

产力高速增长 的时期 。 按照麦迪森的估算 ， 从 2 0 0 4 年第 3 期 。

公元 1 年至 1 8 2 0 年 ， 世界平均人均 ＧＤＰ 仅增长② 郑秉文 ： 《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与 中国城市化的 问题——
“

过

了约 5 0 ％
； 从公元 1 8 2 0 年到 1 9 1 3 年的不到一

度城市化
”

与
“

浅賴市 化
” 的 比较 》 ’

《 国外理论动 态 》

2 0 1 1 年第 7 期 0

百年间 ， 西方 国家全面进人工业革命时代 ， 世 ③ 陈柳钦 ： 《基于产业 发展 的城市化动力机理分析 》
， 《重餓

界平均人均 ＧＤＰ 增长了 1 2 8 ％ 。

⑤ “

资产阶级在会科学 》 2 ｏｏ ｓ 年第 5 期 。

它的不到
一百年的阶级统治 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

④

经济评论 》 2 0 1 3 年第 4 期

比过去
一

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 还要多 ， 还
⑤ 安謹 ． 麦迪森 ： 《 世界经济千 年统计 》

， 武晓鹰 、 施发启

要大 。

”⑥ 经济规模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发展壮大吸译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2 7 1 页 。

纳了大量的农业转移人 口 ， 催生了
一

个又
一

个现⑥ 《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 》 第 1 卷 ’ 人 民出版社 Ｉ 9 7 2 年版 ’
第

代意义上的新兴城市 。 没有产业的充分发展 ， 就
⑦ 庄健 ： 《用城镇化扩大 内需亟需解决 四个问题 》 ， 《证券 日

不能仓 ！
ｊ
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 不能吸纳大量劳动力 ，报 》 2 0 1 2 年 1 2 月 1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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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所需的足够人 口 ，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受期 。 总体上看 ， 在同
一

经济发展水平下 ， 城镇

到限制 ， 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化率低于非农产业就业 比重 ， 非农产业就业比

＿重又低于非农产业占 ＧＮＰ 的 比重 。

“

工业化与
一 、

巧
镇化与

七
业化城市化协调发顧究

”

课题组 （ 2 0 0 2 ） 认为 ，

关系的 国际经验非农产业就业 比重可 以较好地衡量工业化的实

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 昆 （ 1 9 8 9 ）ｍ际水平 ， 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较为科

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般变动规律 ， 即随着—
① 表 1 人 ； 超过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 产业结构发生转变 ， 并
5 0 0 美元时 ’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的差

带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 从表 1 可见 ， 城镇化
距从 1 6

二
0 ％ 缩小到 1 2 － 2 ％ ； 到人均 ＧＮＰ 超过

率随着人均收人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 同 时城镇
2 0 0 0 美元时 ， 非农产业就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的

化率与产业结构減业结构之间絲现出
－

帛ＭＸ Ｊｆ始ｉ步扩大 ’ 这可■ 目 力当经济发

的鮮性 。 当人均 ＧＮＰ 低于 4 0 0 0 美元 （ 2 0 0 5

展达到较高水平后 ， 整个社会有足够 的 资源加

年美元 ） 时 ， 城镇化率和工业 比重随着收人增减 ’

长快速提高 ；
自人均 ＧＮＰ舰 4 0 0 0 美元即＠农村的吸引 力增大 ， 许多现代产业在农村地区

镇化率达 到 6 0 ％ 后 ， 城镇化 的速度 开始下降 ，

的发展成为旬
＂

能 。

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仍能保持较快增长
一

个时

表 1 工业化与城市化 的
一

般变动规律

人均 ＧＮＰ生产结构 （％ ）劳动力分布 （ ％ ）



城镇化率非农产业就业
1 9

：

4

一

年 2 0

：

5

一

年

＾
Ｔ

服务业
＊Ｔ

服务业 （％ ） 比重—城镇化率
美兀美兀业 业业 业

1 7 0 3 5 0 5 2 ． 2 1 2 ． 5 3 0 ． 0 7 1 ． 2 7 ． 8 2 1 ． 0 1 2 ． 8 1 6 ． 0

2 1 0 0 5 0 0 4 5 ． 2 1 4 ． 9 3 3 ． 8 6 5 ． 8 9 ． 1 2 5 ． 1 2 2 ． 0 1 2 ． 2

3 2 0 0 1 0 0 0 3 2 ．  7 2 1 ． 5 3 8 ． 5 5 5 ． 7 1 6 ． 4 2 7 ． 9 3 6 ． 2 8 ． 1

4 3 0 0 1 5 0 0 2 6 ． 6 2 5 ． 1 4 0 ． 3 4 8 ． 9 2 0 ． 6 3 0 ． 4 4 3 ． 9 7 ． 2

5 4 0 0 2 0 0 0 2 2 ． 8 2 7 ． 6 4 1
． 1 4 3 ． 8 2 3 ． 5 3 2 ． 7 4 9 ． 0 7 ． 2

6 5 0 0 2 5 0 0 2 0 ． 2 2 9 ． 4 4 1 ． 5 3 9 ． 5 2 5 ． 8 3 4 ． 7 5 2 ． 7 7 ． 8

7 8 0 0 4 0 0 0 1 5 ． 6 3 3 ． 1 4 1
． 6 3 0 ． 0 3 0 ． 3 3 9 ． 0 6 0 ．  1 9 ． 9

8 1 0 0 0 5 0 0 0 1 3 ． 8 3 4 ． 7 4 1 ． 3 2 5 ． 2 3 2 ． 5 4 2 ． 3 6 3 ． 4 1 1 ． 4

9 1 5 0 0 7 5 0 0 1 2 ． 7 3 7 ． 9 3 8 ． 6 1 5 ． 9 3 6 ． 8 4 7 ． 3 6 5 ． 8 1 8 ． 3

说明 ： 2 0 0 5 年美元与 1 9 6 4 年美元的换算直接采用美国 ｄＤＰ 减缩指数 ， 换算因子为 5 ． 0 。

资料来源 ： 霍利斯 ？ 钱纳里 、 莫尔塞斯 ？ 塞尔昆 ： 《 发展的格局 ： 1 9 5 0
—

1 9 7 0 》 ， 李小青等译 ， 中 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2 2
＂

2 3
页 。

钱 纳 里 和 赛 尔 昆 （ 1 9 8 9 ） 的研 究是 对业比重也基本处于 9 0 ％ 以上 。 总体上看 ， 非农

1 邪 0
—

1 9 7 0 年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 城镇化和产业就业比重高于城镇化率 ， 高收人 国家的非

结构转变
一

般规律的总结 ， 当前世界各 国城镇农产业就业比重高于城镇化率 1 6 ．
 6 2 个百分点 ，

化与经济发展也呈现出 类似的规律性 ： 经济发中等偏上收人 国家 、 中等收人 国家 、 中低收人

展水平水平越高 ， 城镇化率越高 ， 高 收人国家

的城镇化率普遍超过 6 0 ％ 。 从表 2 可 以看到 ，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呈正相关关系 ， ①
“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 发羅究
”

课题组 工业化与城市

高收人国 家 的城镇化率较高 ， 同时非农产业就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 ， 《 中国社会科学 》 2 0 0 2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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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非农产业就业 比重年） 对不同收人水平国家的划分标准为 ： 低收人

分别 比城镇化率髙出 8 ．
 9 2 个百分点 、 1 5

． 8 3 个国家 ： ＜ 1 0 0 5 美元
； 中等偏下收入 国家 ：

1 0 0 6
—

百分点 、
1 6 ． 2 2 个百分点 和 1 4 ． 3 8 个百分点 ， 同 3 9 7 5 美元 ； 中等偏上收人国 家 ：

3 9 7 6
—

1 2 2 7 5 美

样呈现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随收入元 ； 高收人 国家 ：
＞ 1 2 2 7 6 美元 。 非农产业就业

水平提高先缩小后扩大的特点 。 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发生转变时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ｓ 2 0 1 2（数据更新 到 2 0 1 0略高于钱纳里和赛尔昆 （ 1 9 8 9 ） 的研究 。

表 2 主要国家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 （
2 0 1 0 年 ）



非农就业城镇化率非农就业一非农就业城镇化率非农就业一

比重 （ ％ ）（
％ ）城镇化率比重 （ ％ ）（ ％ ）城镇化率

世界 6 9 ． 5 0 5 2 1 7 ． 5 0墨西哥 8 6 ＊
 9 0 7 8 8 ． 9 0

ＯＥＣＤ国家 9 4 ． 8 37 9 2 0 ． 8 5西班牙9 5 ． 7 0 7 7 1 8 ． 7 0

欧盟 9 4 ． 8 5 7 4 1 6 ． 5 2哥伦 比亚 8 1 ． 6 0 7 56 ． 6 0

高收人 国家 9 6 ． 5 2 8 0 1
6 ． 6 2德国 9 8 ． 4 0 7 4 2 4 ． 4 0

高收入国家 ：
ＯＥＣＤ 9 6 ． 6 2 8 0 1 7 ．

 3 0阿根廷 8 8 ． 3 0 7 21 6 ． 3 0

中等偏上收人 国家 6 7 ＿ 9 2 5 9 8 ． 9 2马来西亚 8 6 ． 7 0 7 2 1 4 ． 7 0

中等收人 国家 6 2 ． 3 8 4 8 1 5 ． 8 3土耳其 7 6 ． 3 0 7 06 ． 3 0

中低收入 国家 6 2 ． 3 0 4 5 1 6 ． 2 2匈牙利 9 5 ． 5 0 6 9 2 6 ． 5 0

中等偏下收人国家 5 4 ． 2 2 3 8 1 4 ． 3 8意大利 9 6 ． 2 0 6 8 2 8 ．
2 0

委内瑞拉 9 1 ． 3 0 9 3
一

 1 ． 7 0奥地利 9 4 ． 8 0 6 7 2 7 ． 8 0

阿根廷 9 8 ． 7 0 9 26 ． 7 0南非 9 5 ．  1 0 6 2 3 3 ． 1 0

乌拉圭 8 8 ． 2 0 9 2
－

3 ． 8 0葡萄牙 8 9 ． 1 0 6 1 2 8 ．
1 0

日本 9 6 ． 3 0 9 1 5 ． 3 0希腊 8 7 ． 5 0 6 1 2 6 ． 5 0

智利 8 9 ． 4 0 8 9 0 ． 4 0波兰 8 7 ＿  2 0 6 1 2 6 ． 2 0

法国 9 7 ． 1 0 8 5 1 2 ． 1 0罗马尼亚 6 9 ． 9 0 5 3 1 6 ． 9 0

芬兰 9 5 ． 6 0 8 4 1 1 ． 6 0印度尼西亚 6 1 ． 6 5 5 0 1 1 ． 6 5

荷 兰 9 7 ． 2 0 8 3 1 4 ． 2 0菲律宾 6 6 ． 8 04 9 1 7 ． 8 0

韩国 9 3 ． 4 0 8 3 1 0 ． 4 0中 国 6 3 ． 3 0 4 9 1 4 ． 3 0

美国 9 8 ． 4 0 8 2 1 6 ． 4 0泰国 6 1 ． 8 03 4 2 7 ． 8 0

英国 9 8
．

8 0 8 0 1 8 ． 8 0印度 4 8 ． 9 03 1 1 7 ． 9 0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ＷｏｒｌｄＤａ

ｔ
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 ｌ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Ｉｎｄ ｉｃａ ｔｏｒｓ

数据库 。

＿协调性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 城镇化与工业化
二 、

关系也表现出我醜特殊性 。

（

－

）
全国层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性

钱纳里和赛尔昆 （ 1 9 8 9 ） 的研究总结了 ｔｆｔ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不断增

界各國镇化与工业化关系 的
－

般规律 ， ｎ ｖｊ
，

长
：

我国的城镇化率 、 非农产业 比重和非农产

雌为判断我Ｓ雌化与工业化侧性赚据。

—

同时 ， 由于我国 是一个人 口 众多 的大 国 ， 东西
的前半■ ’ 我 国城镇化呈稳步推进态势 ’ 除

部经济发腳賴 、 ＃躯龍貞麵帛大 ’

ｕ ？ｏＴｉ ^
且经济制度 、 文化传统也与其他国家存在不同 ， ｉ／ｆｆ

1

因此 ， 全国层面与区域层面 的城镇化与工业化 ＾

‘

 9 ，
‘

Ｊ
1 9 9 5 ？ 2 0 1 3 年间年均提高 1

．
 3 7 个百分点 。 非农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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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比重从 1 9 9 1 年开始进入稳步提高轨道 ， 并开放开始 ， 我 国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

在 1 9 9 2
？

1 9 9 6 年 、 2 0 0 4 ？ 2 0 1 2 年 出现两个年增呈逐步扩大趋势 ， 在 1 9 9 6 年 达到最大值 1 9
． 0 2

幅超过一个百分点的快速提高阶段 。 非农就业个百分点 ， 此后开始逐步缩小 ， 在 2 0 0 3 年缩小

比重的提高速度略快于非农产业 比重 ， 并呈波到 1 0 ． 3 7 个 百分点后又逐步增 加 ， 这
一

转变符

动增长态 势 ， 在 1 9 8 3
？

1 9 8 6 年 、 1 9 9 2
？

1 9 9 6合钱纳里和赛 尔昆 （ 1 9 8 9 ） 发现 的城镇化和工

年 、
2 0 0 4

？

2 0 1 2 年 出现三个年增 幅超过
一

个百业化发展规律 ， 但是非农就业 比重 与城镇化率

分点的快速提高 阶段 ， 非农产业 比重 与非农就之差变化的转折点与钱纳里标准并不完全
一

致 。

业比重之差从改革开放之初 的 4 2
． 3 4 个百分点非农就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 的下 降在我国 出

缩小到 2 0 1 2 年的 2 3 ．
 5 2 个百分点 。现在人均 ＧＤＰ 8 3 4 美元之后 ， 滞后于钱纳里标

许多研究利用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 （工业准下的 3 5 0 美元 ； 非农就业 比重与城镇 化率之

增加值 占 ＧＤＰ ） 的 比较来衡量我 国城镇化与工差的再度扩大在我国出现在人均 ＧＤＰ 1 4 3 0 美元

业化的协调性 。 这 种方法存在很大 的 误导性 。 之后 ， 早于钱纳里标准下 的 2 5 0 0 美元 。 到 2 0 1 2

虽然城镇 化率是随着经济发 展而不 断提高 的 ， 年 ， 我国非农就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为 1 3
．
 8 3

但是工业化率却呈现随着经济发展先提高再下个百分点 ， 已 经非常接近于钱纳里 标准 ， 说明

降的趋势 ， 即三次 产业结构 呈现从
“
一二三

”

按照非农就业 比重来衡量 ， 我 国 工业化与城镇

到
“

二三一
”

再到
“

三二一
”

的发展趋势 ， 城化的水平 比较协调 。 但是我 国 非农产业 比重与

镇化率与工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 比重会呈现先缩小城镇化率之差明 显高于钱纳里标准相似发展水

后扩大 的变化 。 根据城镇化率低于非农就业 比平时的值 。 例 如 在钱纳 里标 准 下 ， 人 均 ＧＤＰ

重来判断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过于武断 。
5 0 0 0 美元时 ， 非农产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是

因为无论从钱 纳里和赛尔 昆 （ 1 9 8 9 ） 的早期研 2 2
． 8 个百分点 ， 而 2 0 1 2 年我 国 人 均 ＧＤＰ 为

究还是从当前世界各 国城镇化与工业化 的经验 5 3 3 8 美元 ， 但非农产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是

都可以看到 ， 城镇化率低于 非农就业 比重是
一 3 7 ． 3 5 个百分点 ， 高 出钱纳里标准近 1 5 个百分

种非常普遍 的现象 。 判断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否点 。 进一步 比较我 国与钱纳里标准下 的 城镇化

协调 ， 不仅要考察城镇化率与非 农就业的 比重率 、 非农产业 比重 及非 农就业 比重可 以 发现 ，

高低 ， 还要看二者的差距 。我国城镇化率和非农就业 比重 均低于钱 纳里标

图 1中 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准而非农产业 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 当 ’ 这是我

历程 （
1 9 7 8

￣

2 0 1 2
）国非农就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接近 于钱纳 里

4 0 0 0

Ｖ  1 0Ｏ标准 、 同时非农产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 高于

＾

3 5 0 0
1钱纳里标准 的 直接原 因 。 这也 说明 ， 用产 出 来

ＺＺＺ＾ｉｔ？我 ｉｌ 的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 比较
一


：

「 6 0

0
 2 0 0 0 1 ？

…
；； 

‘
＂ ｒ

ｊ  5 0 Ｉｔ
一

致 ， 但是用就业来衡量 ， 工业化水 平和城镇
－ 5 0 0

 1
4 0

化水平偏低 。 其背后的 原 因可 能在 于 ， 我 国 的

工业化 、 城镇化起步于
－

个世界人 口 最多 的农

％ｏｋ ｉ ｉ ｉ ｉ Ｊ
Ｊ Ｉｌｕｉ ｉｉ ｉ

ｉｉｉ ｉｉｉｎ 
Ｉ

ｉ ｉＭｊ业大国 ， 农村 和农业 的 人 口 基数大 ， 将 这些人

口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 的任 务非 常艰巨 ； 同
－

－雔化 时 ， 我国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

数 据来 源 ： 中国 国 家 统计局 网 站 （
ｈｔ ｔｐ ：／／

ｄ ａ ｔａ ，ｓｔ ａ ｔｓ．劳动生产率 ， 且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乡 镇 企业 的
ｇＯ Ｖ－ ｃｎ ） °

蓬勃发展直接 在农村就地吸纳 了大量的农业剩

从图 1 和表 3 可以看到 ， 我国非农产业 比重余劳动人 口 ， 这就使得我国 非农就业 比重 和城

最高 ， 非农就业 比 重次之 ， 城镇化率最低 ， 符镇化率偏低 的 同 时 ， 保 持
一

个较高 的非农产业

合世界各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
一般规律 。 改革比重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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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 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情况

人均 ＧＤＰ （ 2 0 0 5非农产业非农就业非农产业 比重非农就业比重
一

城镇化率 （ ％ ）

年不变价美元 ）比重 （％
）
比重 （％ ）—城镇化率 （％ ）城镇化率 （ ％ ）

1 9 7 8 1 8 9 1 7 ． 9 2 7 1 ． 8 1 2 9 ． 4 8 5 3 ． 9 0 1 1 ． 5 6

1 9 7 9 2 0 9 1 8 ． 9 6 6 8 ． 7 3 3 0 ． 2 0 4 9 ． 7 71 1 ． 2 4

1 9 8 0 2 2 2 1 9 ． 3 9 6 9 ． 8 3 3 1 ． 2 5 5 0 ． 4 4 1 1 ． 8 6

1 9 8 1 2 3 6 2 0 ． 1 6 6 8 ． 1 2 3 1 ． 9 0 4 7 ． 9 6 1 1 ． 7 4

1 9 8 2 2 4 5 2 1 ． 1 3 6 6 ． 6 1 3 1 ． 8 7 4 5 ． 4 81 0 ． 7 4

1 9 8 3 2 6 3 2 1
． 6 2 6 6 ． 8 2 3 2 ． 9 2 4 5 ． 2 0 1 1 ． 2 9

1 9 8 4 2 8 8 2 3 ． 0 1 6 7 ． 8 7 3 5 ． 9 5 4 4 ． 8 5 1 2 ． 9 4

1 9 8 5 3 2 7 2 3 ． 7 1 7 1 ． 5 6 3 7
．

5 8 4 7 ． 8 5 1 3 ． 8 7

钱纳里标准 3 5 0 1 2 ． 8 4 7 ． 8 2 8 ． 8 3 5 ． 0 1 6 ． 0

1 9 8 6 3 6 6 2 4 ． 5 2 7 2 ． 8 6 3 9 ． 0 54 8 ． 3 4 1 4 ． 5 3

1 9 8 7 3 9 2 2 5 ． 3 2 7 3 ． 1 9 4 0 ． 0 1 4 7 ． 8 7 1 4 ， 7 0

1 9 8 8 4 3 0 2 5
．

8 1 7 4
．

3 0 4 0 ． 6 5 4 8
． 4 9 1 4 ． 8 3

1 9 8 9 4 7 1 2 6 ． 2 1 7 4 ． 9 0 3 9 ． 9 5 4 8 ． 6 8 1 3 ． 7 4

1 9 9 0 4 8 3 2 6 ． 4 1 7 2 ． 8 8 3 9 ． 9 0 4 6 ． 4 7 1 3 ． 4 9

1 9 9 1 4 9 5 2 6 ． 9 4 7 5 ． 4 7 4 0 ． 3 04 8 ． 5 3 1 3 ． 3 6

钱纳里标淮 5 0 0 2 2 5 4 ． 8 3 4 ．
 2 3 2 ． 8 1 2 ． 2

1 9 9 2 5 3 4 2 7 ． 4 6 7 8 ． 2 1 4 1 ． 5 0 5 0 ． 7 5 1 4 ． 0 4

1 9 9 3 6 0 3 2 7 ． 9 9 8 0 ． 2 94 3 ． 6 0 5 2 ． 3 01 5 ． 6 1

1 9 9 4 6 7 9 2 8 ． 5 1 8 0 ． 1 44 5 ． 7 0 5 1 ． 6 3 1 7 ．  1 9

1 9 9 5 7 6 0 2 9 ． 0 4 8 0 ． 0 44 7 ． 8 0 5 1 ． 0 01 8 ． 7 6

1 9 9 68 3 4 3 0 ． 4 8 8 0 ． 3 1 4 9 ． 5 0 4 9 ． 8 3 1 9 ． 0 2

1 9 9 7 9 0 8 3 1 ． 9 1 8 1 ． 7 1 5 0 ． 1 0 4 9 ． 8 0 1 8 ． 1 9

1 9 9 8 9 8 3 3 3 ． 3 5 8 2 ． 4 4 5 0 ． 2 0 4 9 ． 0 9 1 6 ． 8 5

钱纳里标准 1 0 0 0 3 6 ． 2 6 7 ． 3 4 4 ． 3 3 1 ． 1 8 ．  1

1 9 9 9 1 0 5 1 3 4 ． 7 8 8 3 ． 5 3 4 9 ． 9 0 4 8 ． 7 5 1 5 ． 1 2

2 0 0 0 1 1 2 2 3 6 ． 2 2 8 4 ． 9 45 0 ． 0 0 4 8 ． 7 2 1 3 ． 7 8

2 0 0 1 1 2 0 7 3 7 ． 6 6 8 5 ． 6 1 5 0 ． 0 0 4 7 ． 9 5 1 2
． 3 4

2 0 0 2 1 3 0 7 3 9 ． 0 9 8 6 ． 2 6 5 0 ． 0 04 7 ． 1 7 1 0 ．
9 1

2 0 0 3 1 4 3 0 4 0 ． 5 3 8 7 ． 2 0 5 0 ． 9 0 4 6 ． 6 7 1 0 ． 3 7

钱纳里标准 1 5 0 0 4 3 ． 9 7 3 ． 4 5 1
． 12 9 ． 5 7 ． 2

2 0 0 4 1 5 6 4 4 1 ． 7 6 8 6 ． 6 1 5 3 ． 1 0 4 4 ． 8 5 1 1 ． 3 4

2 0 0 5 1 7 3 1 4 2
． 9 9 8 7

．
8 8 5 5 ． 2 0 4 4 ． 8 9 1 2 ． 2 1

钱纳里标准 2 0 0 0 4 9 ． 0 7 7
．

2 5 6
．

2 2 8
． 2 7 ． 2

2 0 0 62 0 0 8 4 4 ． 3 4 8 8 ． 8 9 5 7 ． 4 0 4 4
．

5 41 3 ． 0 6

钱纳里标准2 5 0 0 5 2 ． 7 7 9 ． 86 0 ． 5 2 7 ． 1 7 ． 8

2 0 0 72 5 0 6 4 5 ． 8 9 8 9 ． 2 3 5 9 ． 2 0 4 3 ． 3 4 1 3 ． 3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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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均 ＧＤＰ （
2 0 0 5“

非农产业非农就业非农产业比重非农就业 比重一

城镇化率 （％ ）

年不变价美元 ）比重 （％ ）比重 （ Ｍ ） 城镇化率 （Ｍ ）城镇化率 （％ ）

2 0 0 8 3 1 6 44 6 ． 9 9 8 9 ． 2 7 6 0 ． 4 0 4 2 ． 2 8 1 3 ． 4 1

2 0 0 9 3 4 4 8 4 8 ． 3 4 8 9 ． 6 7 6 1 ． 9 0 4 1 ． 3 3 1 3 ． 5 6

钱纳里标准 4 0 0 0 6 0 ．  1 8 4 ． 4 7 0 2 4 ． 3 9 ． 9

2 0 1 0 4 0 2 9 4 9 ． 9 5 8 9 ． 9 0 6 3 ． 3 0 3 9 ． 9 6 1 3 ． 3 5

2 0 1 14 8 5 6 5 1 ．  2 7 8 9 ． 9 6 6 5 ． 2 0 3 8 ． 6 9 1 3 ． 9 3

钱纳里标准 5 0 0 0 6 3 ． 4 8 6 ． 2 7 4 ． 8 2 2 ． 8 1 1 ． 4

2 0 1 2 5 3 3 8 5 2 ． 5 7 8 9 ． 9 2 6 6 ． 4 0 3 7 ． 3 5 1 3 ． 8 3

2 0 1 3 5 8 7 5 5 3 ． 7 3 8 9 ． 9 9
—

3 6 ． 2 6

说明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国 民生产总值的差异不大 ， 故不做区分 。 2 0 0 5 年之前不变价美元 ＧＤＰ 引 自 Ｗｏ ｒ ｌｄＢａｎｋ ， 2 0 0 6 年之

后不变价美元 ＧＤＰ 由 Ｗｏｒｌ ｄＢａｎ ｋ 当年价美元 ＧＤＰ 按美元折算因子折算 。

数据来源 ： 中国国家统计局 网站 （ ｈ ｔ ｔｐ ：／／ｄａ ｔ ａ， ｓ ｔ ａｔ ｓ，

ｇｏｖ
．ｃｎ ）

；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Ｗｏ ｒ ｌｄＤａ 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 ｌｄＤ ｅｖｅ ｌｏ 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 ｉ ｃａ
ｔ
ｏｒ ｓ数

据库 。

（
二

） 区域层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性化率也 明显低 于相似发展 阶段 的其他地 区 （详

我 国分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城镇化见图 2 、 表 4 ） 。

率之间呈现出 咼度 的
一

致性 ： 经济发展水平高图 2全国 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的地区的城镇化率较高 ， 而经济发展水平较落与城镇化率的关 系 （

2 0 1 2 年
）

后 的地区 的城镇化率也较低 。 按 照 2 0 1 2 年 人
ｏｎ ｎｎ

一 

— 

均地区生产总值 ， 我们将大陆 3 1 省 （市 、 区 ）■8 0
．

0 0 
‘

划分为高收人组 、 中高收入组 、 中低 收人组和城 7＿ 丨

低收入组 。 高收人组包括津 、 京 、 沪三个直辖

市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ｏ 元 ； 中 高收丨口 

？

二
人组包括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在 5 0 0 0 0 ？ 7 0 0 0 0

－

3 ｏ
．

ｏｏ
^

元之间 的江苏 、 内蒙古 、 浙江 、 辽 宁 、 广东 、


2＿
「

1 0  0 0 




福建 、 山东等七省 （ 区 ）
； 中 低收入组包括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在 3 0 0 0 0
？

5 0 0 0 0 元之间的吉
’

° 2＿

人如＾产总

8 0 0 0 0‘  0 0 0 0 0

林 、 重庆 、 湖 北 、 陕 西 、 河北 、 宁 夏 、 黑 龙资 料来 源 ： 中 国国 家统计局 网 站 （ ｈｔ ｔｐ ：／ ／ｄａ ｔａ ，ｓ
ｔ
ａｔｓ ．

江 、 新疆 、 山西 、 湖南 、 青海 、 海南 、 河南等ｇｏｖ
． ｃｎ ） 。

十三省 （市 、
区 ）

ｌ
低收人 组是人均 地 区生产練人组的农业 已经成为 国 民 经济的－个

总值小于 3 0 0 0 0 元 的 四 川 、 江西 、 安 徽 、 广
很小部分 ， 非农产业 比重細 9 9 ％ 左右 ； 中 高

西藏 、 云南 、 甘 肃 、 贵 州 等 八省 （ 区 ） 。

收入组的非农产业 比重均在 9 0 ％以 上 ； 除海南
高收入组的觀化軸邮 以上 ， 除絲外 ，

外 ， 中驗人组滅收人賴非农产业 比重多
中高收入组的其他省 （区 ） 城镇化率均接近或￥ 9 2 ％ 以 下 ， 且低收人组 均低 于 9 0 ％ 。 高 收
超过 6 0 ％ 、 低于 7 0 ％ ， 山东 的 城镇化率 明Ｓ人组的非农产业就业 比重均在 9 0 ％ 以上 ， 其他
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 地区 ； 中低收人组 的城镇

收入地区整体上呈现收人水平越高 ， 非农就业
化率在 4 2

？

5 7 ％之间 ， 其巾Ｍ 、

一

新麵纖
比魏細特点 ， 鮮农就业 比重在不 同收人

化率偏低 ； 低收Ａ组 中額藏 、 云南 、 甘肃 、

分组 内部地区之 间 的差异非常 明显 ， 例如在 中
贵州 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 2 0 0 0 0 元左右 ， Ｉｔ 冑收入组 ， 最高的 浙江的非农产业就业 比重达
西藏之外的城镇化率略低于 4 0 ％ ， 西藏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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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8 5 ． 9 ％ ， 而最低的内蒙古的非农产业就业 比还有湖北 、 宁夏 、 海南 、 广西 、 云南 、 甘肃等

重仅为 5 5
．

3 ％ 。 对于非农就业 比重与城镇化率多个地区在 5 个百分点 以下 ， 这与世界范围来

之差 ， 高收人组三个直辖市均在 1 0 个百分点看 中等偏下收人 国家 1 4 个百分点 、 中 等偏上

以下 ， 但其他收入组 内 部呈现 出 很大的差异 。收人国家 9 个百分点的非农就业 比重与城镇化

例如 ， 内蒙古的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之差率之差存在较大的偏差 ， 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城

为
一

2
． 5 个百分点 ， 贵州 为

一

 1 ． 5 个百 分点 ， 镇化与工业化存在着不协调 。

表 4 中国分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情况 （
2 0 1 2 年 ｝

人均 ＧＤＰ



城镇化率 非农产业比重 非农产业就业 非农产业 比重一 非农就业比重
一

一

 2 0 0 5 年不变价 ，
（％ ）（ ％ ）比重 （ ％ ）城镇化率城镇化率

当年价 ， 兀

美兀

天津 9 3 1 7 3 8 1 1 1 8 1 ． 5 9 8 ． 7 9 1 ．  1 1 7 ． 2 9 ． 6

高收人组北京 8 7 4 7 5 7 6 1 5 8 6 ． 2 9 9 ．  2 9 4 ． 8 1 38
．

6

上海 8 5 3 7 3 7 4 3 2 8 9 ． 3 9 9 ．
 4 9 5 ． 9 1 0 ． 1 6 ． 6

江苏 6 8 3 4 75 9 5 0 6 3 9 3 ． 7 7 9 ． 2 3 0 ． 7 1 6 ． 2

内蒙古 6 3 8 8 6 5 5 6 1 5 7 ． 8 9 0 ． 9 5 5 ．
 3 3 3 ． 1

—

2 ． 5

浙江 6 3 3 7 4 5 5 1 7 6 3 ． 2 9 5 ． 2 8 5 ． 9 3 2 2 2 ． 7

中高


辽宁 5 6 6 4 9 4 9 3 1 6 5 ． 6 9 1 ． 3 7 1 ． 3 2 5 ． 7 5 ． 7

收入组

广东 5 4 0 9 5 4 7 0 9 6 7 ． 4 9 5 ． 0 7 6 ． 2 2 7 ． 6 8 ． 8

福建 5 2 7 6 3 4 5 9 3 5 9 ． 6 9 1 ．
 0 7 5 3 1 ． 4 1 5 ． 4

山东 5 1 7 6 84 5 0 7 5 2
． 4 9 1 ． 4 6 6 ． 9 3 9 1 4 ． 5

吉林 4 3 4 1 5 3 7 7 9 5 3 ． 7 8 8
．

2 5 8 ． 9 3 4 ． 5 5 ．
2

重庆 3 8 9 1 4 3 3 8 8 5 7 9 1
． 8 6 3 ． 7 3 4 ． 8 6 ．  7

湖北 3 8 5 7 2 3 3 5 85 3 ． 5 8 7 ． 2 5 5 ． 6 3 3 ． 7 2 ．  1

陕西 3 8 5 6 4 3 3 5 7 5 0 9 0 ． 5 6 1 ． 3 4 0 ． 5 1 1 ． 3

河北 3 6 5 8 4 3 1 8 5 4 6 ． 8 8 8 ． 0 6 5 ．
1 4 1 ． 2 1 8 ． 3

宁夏 3 6 3 9 43 1 6 85 0 ． 7 9 1 ． 5 5 1
． 5 4 0 ． 8 0 ． 8

中低


黑龙江 3 5 7 1 1 3 1 0 95 6 ．  9 8 4 ． 6
一2 7 ． 7

—

收人组


新疆 3 3 7 9 6 2 9 4 2 4 48 2 ． 4 5 1 ． 3 3 8 ． 4 7 ． 3

山西 3 3 6 2 8 2 9 2 7 5 1 ． 3 9 4 ． 2 6 3 ． 9 4 2 ． 9 1 2 ． 6

湖南 3 3 4 8 0 2 9 1 5 4 6 ． 68 6 ． 4 5 8 ． 5 3 9 ． 8 1 1 ． 9

青海 3 3 1 8 1 2 8 8 8 4 7 ． 5 9 0 ． 7 6 3 4 3 ． 2 1 5 ． 5

海南 3 2 3 7 7 2 8 1 8 5 1 ． 5 7 5 ． 1 5 2 ． 3 2 3 ． 6 0 ． 8

河南 3 1 4 9 9 2 7 4 2 4 2 ． 48 7 ． 3 5 8 ． 2 4 4 ． 9 1 5 ． 8

四川 2 9 6 0 8 2 5 7 7 4 3 ．
5 8 6 ． 2 6 0 ． 2 4 2 ． 7 1 6 ． 6

江西 2 8 8 0 0 2 5 0 7 4 7 ． 5 8 8 ． 3 6 7
．

1 4 0 ． 8 1 9 ． 6

安徽 2 8 7 9 2 2 5 0 6 4 6 ． 5 8 7 ． 3 6 3 ． 6 4 0 ． 8 1 7 ． 1

广西 2 7 9 5 2 2 4 3 3
？

 4 3 ． 5 8 3 ． 3 4 6 ． 5 3 9 ． 8 3 ． 0

低收人组


西藏 2 2 9 3 61 9 9 7 2 2 ． 7 8 8 ． 5 5 3 ． 7 6 5 ． 8 3 1

云南 2 2 1 9 51 9 3 2 3 9 ．
 3 8 4 ．

 0 4 3 ． 2 4 4 ． 7 3 ． 9

甘肃 2 1 9 7 8 1 9 1 3 3 8 ． 8 8 6 ． 2 3 9 ． 5 4 7 ． 4 0 ． 7

贵州 1 9 7 1 0 1 7 1 6 3 6 ． 4 8 7 ． 0 3 4 ． 9 5 0 ．
 6

—

1 ． 5

资料来源 ： 根据 中 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 ｈ ｔｔ ｐ ：／／ｄａ ｔａ ，ｓｔ ａ 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各省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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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我 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 发展的特人 口持续流失 、 城镇房屋大片 闲置 的严重后果 。

殊问题我国也有
一些以 资源开发利用为主导产业发展

第
一

，

“

土地城镇化
”

超前于产业发展 。 与起来的城市 ， 由 于 自 然资源的枯竭而陷人增长

西方发达 国家靠市场 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机制 不乏力 的困境 。

同 ， 在我 国的城镇化过程 中 ， 各级政府发挥着第二 ，

“

半城镇化
”

问题突出 。 按照世界城

更为积极的作用 。 政府 的干预
一方面能够在

一 镇化的一般规律 ， 当农村人 口 转移到城镇 ， 他

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 问题 ， 如许多 国家存在们就同 时获得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

的城市贫民 窟现象 ， 但另
一

方面可能会形成新但是我 国城镇化进程 中存在着
“

半城镇化
”

这

的
“

政府失灵
”

。 我 国地方政府有着 比较强烈的
一

特殊现象 ， 新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 口特别是

发展地方经济 、 建设政绩工程的 冲动 ， 而城镇农民工群体并没有获得与城镇原居 民 同等的待

化的巨额投资需求能够带动经济增长 、 改变城遇 。 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 ：

一是
“

被城镇

市面貌 ， 且与土地和房地产有关的税收能够大化
”

的地区并不完全具备城市 的条件 。 随着城

幅度增加地方政府的收人 ， 因此推进城镇化对市的扩张 ，

一些农村地区被划为市 区 、 农民被

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 成 为地方政府刺划为市民 ， 但是基础设施 、 公共服务仍然是农

激投资 、 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 。

一些城市不顾村水平 ， 农村 的生 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实质 改

经济发展水平 ， 盲 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变 。

0 二是户籍分割 。 尽管 2 0 1 2 年我国按常住

率 ， 热衷于新城区建设 、 旧 城区改造和各种 开人 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 2 ． 5 7 ％ ， 但城镇

发区规划 开发 ， 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 ， 户籍人 口 的 比重却 只有 3 5 ％ ， 人户 分离人 口

过于追求马路宽 、 广场大 。 让农民进城就要有 2 ． 7 9 亿 ， 流动人 口 2 ． 3 6 亿 。 按照经常居住在某

产业发展 、 有就业 岗 位 ， 如果
“

土地城镇 化
”

地区半年 以上时间 （含半年 ） 口 径被统计为城

超前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 那 么 由于难以提镇人 口 的 7 亿人中 ， 有超过 2 亿多仍然是农村户

供充足的就业 岗位 ， 那么人 口 的城镇化就难 以口 。 三是城乡 割裂从农村扩大到城市 。 长久 以

同步推进 ，

一些地区甚至 出现
“

空城
”

、

“

鬼来 ， 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二元分割 。 随

城
”

， 不但造成耕地资源和资金的大量浪费 ，
也着城镇化 的推进 ， 原有的城乡 二元分割格局转

给 自 己绑上 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 例如在最具代变为城市 内部二元结构矛盾 。 尽管许多农民 已

表性 的
“

鬼城
”

鄂尔多斯 ， 2 0 1 1 年人均 （按户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 ， 但他们
一

方面

籍人 口 ） 道路面积达到 6 8 ．
2 1 平方米 ， 是排在

＂

就业在城市 、 户籍在农村 ， 劳力在城市 、 家属

第二位的深圳市的两倍还多 。 根据 《 国家新型在农村 ， 收入在城市 、 财富积累在农村 ， 生活

城镇 化 规 划 （ 2 0 1 4 ？ 2 0 2 0 年 ） 》 的 数 据 ， 在城市 、 根基还在农村
”

，

② 并 由此产生大规模
＂

1 9 9 6
—

2 0 1 2 年 ， 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 7 2 4 万农民工的
“

钟摆式
”

和
“

候鸟 型
”

流动 。 由 于

亩 ， 其中城镇建 设 用地 年 均增 加 3 5 7 万 亩 ； 大量农民工不能融人城市 ， 他们的子女 、 老人

2 0 1 0
—

2 0 1 2 年 ， 全 国建设用地年均增 加 阳 3 万仍然滞留农村 ， 造成
“

三八六一九九部队
”

（妇

亩 ， 其中 城镇 建设用地 年均增 加 5 1 5 万 亩 。 女 、 儿童 、 老年 ） 问题凸 显 。 另
一

方面被统计

2 0 0 0
—

2 0 1 1 年 ， 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 7 6 ． 4 ％ ，为城镇人 口的 2
．
 3 4 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

远高于城镇人 口 5 0 ． 5 ％ 的增长速度 ；
农村人 口在教育 、 就业 、 医疗 、 养老 、 保障性住房等方

减少 1
． 3 3 亿人 ， 农村居 民点用地却增加 了 3 0 4 5



万田 。

”

城镇化过程中 由于产业哀退造成的
“

产 ① 马晓河 ： 《我 国觀化的现状 与未来 》 ， 《 经济 日 报 》 2 0 1 3

业空心化
”

问题是另
一种形式的

“

土地城镇化
”

年 5 月 3 日 。

超前于产业发展 ，
也需要高度重视 。 以底特律② 叶兴庆 ： 《农民进城 ： 城市之门如何打开与农村之根如何割

、 ， ”、 士上 ｚ■ 丨上一 ｉＴｔ丄ｃ ＝
ｔ士？丄 、口认 ／＋ 她 ， 丨 、一 丨 丨舍 》 ，

2 0 1 0
年 5月 1 7 日 ，

ｈ
ｔｔｐ ：／ ／ｂｏｏｋｓ，

ｃｈｉｎａｒｅ ｆｏｒｍ．
ｏｒ

ｇ
．

为代表的城市因主导产业哀：退 、 接续替代产业ｃｎ／Ｅｘｐｂｒｅ／ 4 ／ 3 ／ 2 Ｑ ｌ
（） （） 5 ／ ｔ

2 Ｇ ｌ （Ｋ） 5 1 7 ＿ 9 7 9 8 ．
ｈ

ｔｍ
，

2 0 1 4 年 8

的发展没有跟上造成就业机会大量减少 、 城市月 1 2 曰 。

4 8



李晓华 ： 中 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研究 ：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面享受与城镇居民 同 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 1 9 9 5挥决定性的作用 ， 同时也要利用政府的
“

有为

年以来我 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之手
”

克服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 。

保险覆盖率不断提高 ， 但是 即使到 2 0 1 2 年 ， 仍对于发展什 么产业 、 产业的发展速度 、 城镇化

然分别只有 6 1 ． 9 4 ％ 和 5 3 ． 5 3 ％ 的城镇职工能够的水平主要应由市场说了算 ，
不宜把经济增长

获得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 险 。
2 0 1 2 年 ， 速度和城镇化水平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

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 、 工伤 、 医疗 、 失业标 ， 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转变到为产业的发展

和生育等五项基本社会保险的 比例仅为 1 4
． 3 ％ 、创造良好的 条件方面 ， 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

2 4
． 0 ％ ， 1 6 ． 9 ％ 、

8
．
 4 ％和 6

．
1 ％ 。

① 广大农民工加强劳动力 的教育培训 、 支持创新活动 、 加强

为经济和城市发展做出 了 巨 大的贡献 ， 但却无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 。

法真正享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果 。 由 于大量第二 ，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 城镇化要突出

农民工从事低收人工作 ， 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以人为核心 ， 走集约 、 绿色 、 低碳的道路 。 产

况下 ， 他们既无法真正融人城市 ， 也难以 在所业发展在保持较快增速、 创造 出足够多的就业

工作的城市安居 。岗位 、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的同 时 ， 也要

保持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 打破户 口制
四 、 推进城镇化与工业

，飾闘 ， 觀推动进城农民 的市 民化 ， 在就
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业 、 劳动細、 子女人学 、 医疗 、 养老 、 保障

我 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的
性住房等各方面获得与城镇原有居 民同样的待

国家 ， 在市场机制 的作用不断增强 的 同 时 ， ％使他们享受到 果和城市化的

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前難錢济增长 、 工
生财式 。 传細紐ａ 、 Ｍ ｒｍ ， 高排放 的

业发励難化等方面发歸非常重要歸用。

工业化和城難方式不但受到资源 、 环境和 国

即使是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 目标 ， 也不是完全
际条件的约束 ，

而且 已经损 害到人民群众的身

排斥政府 的作用 ，
而是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
体健康 ’ 因此必须实现产业 向更集约 、 更绿色 、

起决定性作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 因此 ， 我 更低碳的方向转型升级 ， 在产业发展、 難化

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既取决于細 的资
推进的同时 ’ 保证作为

“

美丽中 国
”

微观空 间

源禀赋状况 、 国际分工趋势 、 技术发展水平等
絲的

巧
镇能够保持蓝天绿水 、 麵和谐。

因素 ， 同 时中 央与 地方政府 的作用 已 经并仍然第三 ， 第一产业精致高效发展 。 城镇化 、

将发挥重要的影响 ， 这也是 国务院发布 《 国家
工业化的推进会造成农业劳动力 的减少与耕地

新型城镇化规划 （
2 0 1 4 ？ 2 0 2 0 年 ） 》 的意义之所

的 占用 ， 同时 由 于城乡 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差

在 。 絲的城镇化政策与产业政策 ， 既要解决
异 ， 随着城镇人 口 的增长 ， 对农产品 的需求也

当前存在的城镇化与产业化不协调 问题 ， 更要
提出更高 的要求 。 粮食安全是中 国 这样的人 口

促进工业化 、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 無Ｓ大国的头等大事 ， 农业生产首先要解决我 国 的

高层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粮食 自给＿ ？
－

方＿充分利用工业化的力

第
一

， 妥善处理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 。 城镇
进成果 ’ 除 了化肥 、 农药的广泛使用外 ， 还需

化的速度 和水平决定于产业发展 ， 同 时也会对
挪大农业観 、 信息化技术 、 讀科学技术

产业发展起反作用 。

“

腿城镇化 ， 应当坚持城＿用 ， 积极探索生态农业 、 无土栽培 、
工厂

市发展与产业成长
‘

两手抓
’

， 把城镇化与難
农业等农业Ｍ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 ’ 不断提

产业结构 、 培育新兴产业 、 发展服务业 、 促进


就业创业结合起来
”

，

② 在这个过程中 要正确处① 李培林 ：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思考 》

’ 《前线 》 2 0 1 3 年第 1 2

期

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 。 政府既要减少对市场
② 李克强 ：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 ，

的干预 ， 使市场在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过程 中发《行政管理改革 》 2 0 1 2 年第 1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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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 在农业人 口 和耕地减少的国第三产业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 这将成为

条件下保障我 国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 的稳产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 服务业在经

增产 ； 另
一方面 ， 要不 断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济发展和城镇化中 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 。 城镇化

构 ， 生产 出更多城镇居 民生活所需的农业产品 。带来的人 口 集聚 、 收人水平提髙 、 生活方式改

第四 ， 第二产业绿色创新发展 。 当 前我 国变都会扩大满足城市生活需求的房地产 、 餐饮 、

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住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 但是我 国第

剧 、 传统竞争优势削 弱的严峻局面 ， 同 时迎来三产业整体上的发展水平较低 ， 特别是金融保

新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 ， 要加快第二产业向创险 、 研发设计 、 信息服务 、 互联网 、 会计法律

新驱动 、 集约高效 、 环境友好 、 惠及民生 、 内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 相对于生活服务业 ，

生增长的转型 。 抓住新工业革命兴起 的契机 ，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高的特

培育壮大以 节能环保 、 生物 、 高端装备制造 、 征 ， 同时能够更好地利用城镇化带来 的人 口 集

新能源 、 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战略性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 要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新兴产业 ， 抢占 国 际竞争的制高点 ； 创造新的创造条件 ， 特别重视生产性服务业 内 部的融合

竞争优势 ， 大力发展以智能制造 、 机器人 、 3Ｄ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融合 ， 培育和发展

打印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 ；
高度重视劳 动密集战略性的生产性服务业 ， 鼓励产业业态创新 ，

型产业对城镇就业的支撑作用 ， 大力推广大数在促进服务业整体生产率提高 的 同时 ， 推进第

据 、 云计算 、 物联网等新
一

代信息技术 ， 改造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

提升传统产业 ， 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

展
； 继续推进淘 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工作 ，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工业经济研究

实现工业的绿色 、 低碳转型 。所研究 员

第五 ， 第三产业融合升级发展 。
2 0 1 3 年我责任编辑 ： 何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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