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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城市化
·

的城乡人口密度效应

朱宝树

市化发展态势有密切关系的
。

从 年 到

年
,

日本城市人口 比重由 。肠 增 至

呱
,

城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由。

裹 日本娜市化推移中的

城乡人口密度变化

年份
人口 密度 人

全国 城市 乡村
·

城市人口 城市面积

比重 肠 比重 肠

心曰吸勺,勺八‘月‘了丹一勺生以
﹃内舀八‘︺,自︸曰,曰,叹口月‘丹一台尺甘,﹃‘,侣

在国土面积既定的情况下
,

一国的总人

口密度势将随着总人 口 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

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表明
,

我国大陆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人 口密度已由 年

普查时的每平方公里 人增加到 人
。

而

据有关预测
,

在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前

提下
,

全国总人 口仍将在下个世纪前叶增长

到 、 亿的高峰
,

即届时全国火 口密度将

超过每平方公里 人
。

,

目前
,

我国人 口过密的矛盾在许多城乡

地区已很突出
,

那么
,

随着今后全国总人 口

密度的继续增高
,

是否城市和乡村的人 口也

将同步地越来越拥挤
、

越密集呢 有没有可

能在全国总人 口密度继续增高的情况下
,

促

使分城乡的人 口密度增长得相对缓慢一些
,

甚至转为下降呢 笔者在拙作
“

城市化的城

乡人 口密度效应
”

见《城市间题 》 。年

第 期 一文中
,

已对上述间题作了一些初

步分析
,

本文拟作进一步的讨论
。

八

一
、

日本的实例

日本是世界上人 口密度最高 的 国 家 之

一
。

从 一 年到 一 年
,

日本全国人 口密度

由每平方公里 人增加到 人
,

增加到原

来的两倍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同期内日本的

城市人 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 人 降 低 到

人
,

乡村人 口密度也由每平方公里 人

降低到 人
,

即分城乡的人 口密度分别下降

了 呱和 肠
。

显然
,

在全国总人 口密度增高的同时城

乡人 口密度却都大幅度下降这一情况是与城

资料来娜。 日 上野和彦

编 都市经济评论 》
, 。

·

乡村人口密度根据全国人口 ,

国土面积与城市人口
、

城市面积

的差额数推算
。

增至 肠
。

年间城市人口 由原来 的
’

。

万人增加到 万人
,

增加了 倍
,

而城

市面积则扩大了 倍
,

于是造成了 城 市

人口密度的下降
。

同时
,

乡村人 口 由 万

人减少到 万人 少了 呱
,

而 乡 村

面积则减少了 肠
,

因此又促成了乡村人

口密度的下降 这里反映了城市化对城乡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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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的双向绝对疏降效应
。

从 日本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变化

看
,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至 年的城市化初始阶段
,

城市人 口 比重由 。肠增至 。帕
,

城市面

积扩大幅度大于城市人 口增长幅度
,

乡村人

口增长了 肠
,

而面积却有所减少
,

因此城

市人 口 密度下降而乡村人 口密度上升
。

至 。年的城市化推进阶段
,

年内城市人 口 比重提高了 个百分点
,

城市人 口密度继续下降
。

乡村人 口 由 万

人减少到 万人
,

减少了
。

呱
,

但乡村

面积仅缩减了 呱
,

因此乡村人 口密度也

出现下降
。

至 。年的城市化波折阶段
,

因二次大战
,

日本的城市化出现倒退
,

城市

人 口比重由 。年的 肠下降到 年的
,

肠
,

战后经过 年的复元才于 年回

复到 肠的水平
。

从城乡人 口 密 度 变 化

看
, 。至 年表现为城市人 口密度下降

而乡村人 口密度上升
,

后 年则表现为较小

幅度范围内的反向变化趋势
。

至 盯 年的城市化持续发展阶

段
,

城市人 口 比重 由 肠
,

上升到 呱
,

上升速度的变化表现为先快后慢
。

因城乡人

口与城乡面积关系的消长变化
,

城市人 口密

度表现为幅度不大的先降后升变化趋势
,

而

乡村人 口密度则大幅度地由 年的每平方

公里 。人下降至 年的 人
。

不难理解
,

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

主要取决于城乡人 口与城乡面积增减量的对

比关系
。

就城市面积扩大而言
,

除与原有城

市范围扩大有关外
,

显然也与城市数目的增

多有很大关系
。

从 年到 一 年
,

日本城

市由 个增加到 个
,

增加了 倍
。

其中

尤以 年至 年增长最快
,

这 年内日

本城市数目由 个增加到 个
,

几乎增加

了一倍
。

而从 日本城市人 口 比重提高
,

城市

面积扩大及城乡人 口密度下降幅度看
,

也皆

以 年代的前 年为最大
。

当时日本城市大

量增加与 年实施城市
“

合并法
”

造成的放

宽设市标准有关
。

因新确定的市大多原属乡

村地域的人 口集聚地
,

此类地域人 口密度既

高于一般乡村地区
,

又低于老城市
,

因此划

入城市后使城乡人 口密度都明显趋于降低
。

一些观察家认为
,

当时所有新确定的城市实

际上并未都已城市化
· ·

哈里斯 《日

本城市人 口的增长
,

节
,

, , 。

指出这一点的 用

意主要在于说明
,

上述关于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分析是就全国整个城市 包括陆

续新增的城市 或乡村的整体平 均 效 应 而
曰牙
目

然而同时也应指出
,

日本继官方确定城

市数量大量增加以后
,

又于 年提出第一

个
“

国土综合开发计划
” ,

其中心思想就是

减少大城市集中程度
,

促进中小城市发展
。

日本通产省在人 口稀疏区选择了 个地点
,

鼓励工业在这里发展
。

东京都和大阪市等大

城市城区人 口在 年达到顶点后均出现了

转为减少的变化势头
,

而周围中小城市的发

展趋于兴旺
。

年以来
,

日本的城市化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
,

即大城市的职能和人 口开

始向外围中小城市扩散
。

万人 口以上城市

在全国总人 口中的比重已由过去的持续上升

转为下降
。

这说明
,

以上所指的整体平均效

应并不完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假现象
, 而

是确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 真 实 的 体

现
。

,

二
、

我国的实际

我国总人 口密度明显低于 日本
,

但分城

乡的人 口密度却远高于 日本
,

这显然是由于

城市化水平的悬殊差别
。

据第四次人 口普查

给果
,

我国市镇人 口 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肠 ,

市人 口 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肠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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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仅大体相当于 日本 年的水平 上述关

于日本城市人 口的数据均不包括规模在 万
、

人以下的集镇
。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

积已比 年增加了 肠
,

但仍仅 占 国

土总面积的 肠
。

城市建成区平均 人 口

密度达每平方公里 万人 因缺乏建成区

人 日数据
,

计算时近似地取市区非农业户口

人 口数
。

当然
,

我国的城市人 口密度也可

按市区人 口和市区面积计算
,

例如
,

据此计

算 年我国市区平均人 口密度仅每平方公

里 人
。

但是
,

这并不反映我国真实 的 城

市人口密度
,

因为
,

该年我国市区总人 口中

农业户 口人 口的比重达 肠
。

而 据 。

年人 口普查结果
,

在按行政建制分的市总人

口中
,

农业户 口人 口 比重更高达亏 肠
。

关于我国的乡村人 口密度
,

在具体计算

时可把乡村地域界定为全国国土 扣 除 市 镇

市指市区
,

镇指镇建成区 以外的地域
。

镇的建成区面权因无全面统计资料
,

只能根

据某些典型调查结果按镇非农业人 口人均用

地约 平方米作粗略推算
。

乡村人 口则特指

全国总人口扣除市总人 口和镇的非农业人 口

以后的剩余部分
。

这样计算的结果是
,

年

代以来我国的乡村人 口密度大体约为每平方

公里 人左右
。

衰 我口城乡人口密度变化

人 人 人 ,

匕几叮由
丹,乙八工甘‘,且

⋯
︸

︸,。

一

笔者在
“

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
”

一文中
,

已对我国城乡人 口密度的变化及其

所反映的城市化效应作了一定的分析
,

这里

不予重复
。

总体来看
,

我 国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在进入 年代以来确已出现了带

有一定转折性的新变化
。

其主要表现为
,

城

市人 口密度出现了绝对疏降
,

而乡村人 口密

度则表明为相对疏降
。

所谓相对疏降是指一

个时期内城市或乡村人 口密度的实际增长率

低于同期城市或乡村的人 口 自然增长率
。

例

如
,

年至 年
,

我国乡村人 口年均自

增率为
、

呱
,

如果没有城市化和迁移
,

那

么期内乡村人 口密度应按 自增率同步增长
,

但实际上此期内乡村人 口密度年均增长率仅

肠
,

这就反映了城市化对乡村人 口密度

的相对跪降效应
。

长期以来关于城市化的人 口学及社会经

济效应问题的论争一直是智者见智
,

仁者见

仁
。

就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而言
,

有

的意见只强调城市化导致大量乡村人 口向城

市集结从而促使大城市原已很突出的人 口过

密矛盾愈益加剧 有的意见则强调城市化大

量挤占农村土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原已

很突出的人 多 地少 矛 盾
。

事实上 , 城市化

作为变乡村人 口为城市人 口 同时又把部分乡

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过程
,

决不可能对城

人乡口密度同时起到双向加密效应
,

从总体

趋向看
,

城市化发展可以对城乡人 口密度起

到不同程度的双向疏降 绝对或 相 对 效

应
。

诚然
,

我国 年代以来所显现的城市化

对城乡人 口密度的双向疏降效应与 年以

后市镇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是有 很 大 关 系

的
。

以一 年与 年相比
,

市由 个 增

加到 个
,

增长了 肠
,

其中设区的 市 由

个增加到 个
,

增长了 呱
,

不设区的

市由 个增加到 个
,

增长了 倍多 县

辖镇则由 个增加到 个
,

增长 了

倍
。

至 年增设的地
、

县级市相当于

建国后头 年设市总数的 倍
,

年内中

小城市个数增长 呱
,

中小城市人 口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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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而大城市个数增长 肠
,

大城市人

口增加 肠
。

可见 年代以来我国中小城市

增长速度超过 了大城市
。

不可否认
,

大量增设中小城市是促使我

国城市平均人 口密度下降的重要因素
,

这与

日本 年代前期的情况有所类似
。

事实上
,

许多大城市老城区人 口过密的矛盾仍然相当

突出
。

从按人 口规模分组的城市人 口密度看

指市区
,

在中小城市的市区人 口密度趋

于下降的同时
,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市区

人 口 密度仍在趋于提高 表
。

裹 按人口分组的我国城市市区

人 口 密度与土地面积

人口规模 万人

甘﹄勺
︸

八曰,︺

合计

‘

勺内八‘几,人

⋯
一川钊川川叫人 口 密 度

人 ⋯⋯
⋯⋯

土地面积

肠

。

由于缺少按城市建成区人 口规模分组的

资料
,

表 采用的是按城市市区人 口规模分

组的人 口密度
。

我国城市建成区 占市区面积

的比重在 年仅 肠
,

至 年更降为
,

肠
。

显然
,

市区特别是新增的大量中小

城市市区非建成区范围很难说已是完全的城

市化地区
。

就城市建成区而言
,

中小城市人

口密度趋于下降而大城市人 口密度仍在提高

的况情肯定也是存在的
。

同时
,

许多乡村地

区人多地少矛盾仍在趋于加剧的况情也客观

存在
。

但是
,

能否 因此而否认城市化对城乡

人 口密度的疏降效应或因这种疏降只是一种

平均效应而否认其实际意义呢 关于这个间

题
,

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面临我国乡村人 口城市化加快发展

的客观趋势
,

中小城市的发展对乡村人 口直

接流向大城市起到了重要的
“

截流
”

作用
,

这实际上就是对大城市人 口密度起到了积极

的疏降效应
。

发展中小城市为逐步疏解大城市过

密人 口提供了重要途径
。

尽管目前我国总体

来看尚未出现大城市人 口 向中小城市转移的

趋势
,

但是
,

这一趋势终将是会出现的
。

城

市建制的增加与实际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是相

辅相成的事情
,

如前所述
,

日本城市化发展

中不是也出现过在一个时期内大量增设市建

制的情况吗 所谓疏降效应
,

既 要 注 意 近

期
,

更要注意长远效应
。

已在显示的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

效应经常为许多城乡地区人 口密度仍在有增

无减的现象所掩盖
。

对人 口密度仍在增长的

城乡地区来说
,

如果没有城市化
,

其人 口密

度在很多情况下将会增加得更快
。

这里存在

着一个是相对疏降还是绝对疏降的间题
。

我国 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

密度疏降效应并非完全只是由于大量增设中

小城市而带来的虚假平均效应
。

这种疏降效

应即使在一些人 口过密矛盾很尖锐的特大城

市也已初露端倪
。

以上海市为例
,

据第四次

人 口普查结果
,

年全市人 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 人
,

比 年普查时的 一 人增

加了 人 但与此同时
,

市区和郊县的人 口

密度却分别由 年的每平方公里 万人

和 人下降到 年的 万人和 人
。

当然
,

这主要是因市区面积扩大的结果
。

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
,

与 年普查时相比
,

上

海市中心街道的人 口密度确已普遍下降
,

而

市区外围街道的人 口密度则明显上升
。

市区

人 口密度最高的街道在 年是吉安街道
,

达每平方公里 万人
,

年时最 高 为

露香园路街道
,

为 万人
。

露香园 路 街

道的人 口 密度比 年时下降了 万人
。

可以认为
,

上海在人 口发展态势上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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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先兆性
,

在城乡人 口分布态势上也 已开始

有所显示
。

三
、

比较与思考

城市化从其有利于转变乡村人 口的传统

生育观及降低生育率的效应看
,

曾被形象地

比喻为是一种特殊的
“

避孕药
” 。

由上分析

我们又不妨可把城市化称作是一种对城乡人

口密度的
“

稀释剂
” 。

应 当承认
,

城市化对

城乡人 口密度的疏降效应是客观存在
,

然而

同时也应指出
,

这绝不意味着凭此
“

灵丹妙

药
” ,

我国人 口增得再多
、

总人 口密度增得

再高也不足为虑
。

如前所述
,

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应

直接取决于乡村人 口转移量与城市面积扩展

量之间的比例
。

其比例如果介于原城市和原

乡村人 口密度之间
,

即会对城乡人 口密度带

来双向疏降效应
。

然而
,

乡村人 口转移量与

城市面积扩展量都是不能人为地 任 意 摆 布

的
。

人 口过多本身就是城市化的重要制约因

素
。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等

因素制约外
,

还受土地资源有限的严重制约
。

当然
,

日本也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之

一
,

其人均耕地水平比我国更低
。

但是
,

从

人 口与经济
、

资源的关系看
,

日本主要是依

靠国外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从而维持高密度人

口容量的国家
。

日本的许多农产品主要依靠

进 口 ,

在美国专供种植出口农产 品 的 耕 地

中
,

有 万公项是专门供日本的
,

这 个数

字相当于 日本本国耕地面积的 倍
。

我国

的国情国力决定了我国的庞大人 口基本上只

能由本国资源来供养
。

为了加快
“

稀释
”

城

市人 口密度而大量挤占农村土地之举肯定是

行不通的
。

据国内有关专家预测
,

本世纪内按国民

经济年递增 肠左右
,

城镇人 口递增 、

的速度
,

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城镇人 口可逐

步增加到 一 亿人 其中城市人 口 亿

左右
,

镇人 口 亿左右
,

皆指非农业人 口
。

如要维持目前的城镇人 口密度 市建成区每

平方公里 万余人
,

镇建成区每平方 公 里

万人 的水平而不继续增密
, 。。年 时

城镇用地面积将由现在的 万平方公里增

加到 万平方公里左右
。

这就意味着从

年到 。年平均每年镇城建区成面积扩大需

征用土地 万亩左右
。

这个数字相当于
“

六

五
”

期间市镇建成区每年平均扩大用地面积

的 倍
。

显然
,

在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首

先要保证众多人 口吃粮需要的情况下
,

每年

要挤出 。万亩土地 城镇 建 设 占用 土 地

多为优质耕地 供扩大城镇之用是很难办到

的
。

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受 制于 社 会 经济条

件等因素的客观制约
,

不可人为地加快或遏

制
,

但是
,

对城市化在其客观发展进程中所
·

可能显示的积极效应
,

人们是可以有意识地

加以充分诱导和合理调节的
。

在全国总人 口

势将继续增长的既定态势下
,

唯有城市化才

能促使城乡人 口密度同时疏降
。 ·

在今后我国

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
,

应注意把城乡一体协

调发展的原则运用于城乡人 口密度的合理调

节
,

尽可能使分城乡的人 口密度比全国人 口

密度增长得相对缓一些
,

笔者认为提出这个

目标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

需要指出
,

从城市化的城乡人 口密度效

应看
,

过去我们在征用农村土地吸收农民进

城中的某些具体政策是有悖于城乡协调兼顾

的原则的
。

例如
,

只按土劳比例吸收被征土

地上的农村劳动力进城
,

而被征土地上的被

扶养人 口却仍被拒之于城门之外
。

这就在无

形中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

这种倾向

是应当笼免的
。

城市用地扩展既应有利于城

市过密人 口的疏解
,

也应同时有利于缓解农

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

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以

做
,

而且可以努力做好的
。

资任偏辑 徐云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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