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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一个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

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 然 历 史 过

程
,

意味着农村人 口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
,

城市数目增多
,

城市人 口在全国总人 口 中的

比重不断上升
,

同时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

活方式转变 城市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
、

经

济现象
,

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

的多重联系
。

要深入剖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这样一个涉及面广而对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

义的问题
,

当前无疑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

包

括理论分析和掌握充足数据等方面将会遇到

的困难
。

本文沿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思

路
,

试图探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些带规

律性的东西
。

一
、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统计分析

在讨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
,

国

内外学者用得最多
、

最频繁的指标就是城市

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能近似地反映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

并不是唯一的
、

十分

精确的指标
。

根据大量资料的分析和研究
,

城市化水平与国 民生产总值的人均 占有量呈

正相关的关系
,

并具有普遍性 世界银行每年

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 》都按低收入国家
、

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公布其城市化水

平和人均 值
。

我根据最近几年的《世界

发展报告 》的资料
,

分析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的关系
,

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结果也基本

吻合
。

见下表

国国 家家
、 、

年年 ,

器节梦穿穿
“““ 、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低低 收 入入 城市化 肠
。

国国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人人人均
。

美元

中中 等 收收 城市化 肠
。

入入 国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人人人均
。

美元

市市 场 经 济济 城市化 肠
。

工工 业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人人人均

。

美元

街料来橄 世界银行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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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正相

关关系不仅适用于分析世界各国的情况
,

而

且也适川于分析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的城市

化 水 平 与本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

用礴
个结论分析我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异性

,

同祥
也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

在这里
,

把人

均国民收入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

标
,

根据我国各省区国民收入的实际情况
,

将人均国民收入在 。。。元以上的省区分为二

组
,

即 元一 元为一组
,

元以上

为一组 再把人均国民收入在 。。元以下的

省区
,

按每 元为一 间隔分组
。

这样
,

按人均

国民收入的不同等级
, ’

将我国 个省区分成

组
,

则人均国民收入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

关系
,

就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

见表

裹
一

我喊各省区城市化水平与

人均国民收入的关系

一
爪下蔫石了一奄潇花形犷一

省 区 市人口

匕例肠

城市非农
业人口 比
例务

全相关
,

不应误认为它们是一

一对应的比例

关系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之间的强烈 的

正相关关系
,

说明了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和

某些不以人们的意春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

某些国家由于其国情
、

面临的时代背景和 国

际环境的差异
,

其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在某个阶段出现不相关的现象
,

应看

成是会部分出现的正常情况
,

并不影响对城

市化过程总趋势的分析
,

也不会改变城市化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与上述情况相类似
,

城市化水平与工业

化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之间亦呈 正 相 关 关

系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越高
、

城市化水

平越高
,

国家也越富 反之
,

一 个 国 家 愈

穷
,

其城市化水平可能愈低
,

工业化水平也

愈低
。

同时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

城市

化水平的提高
,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
,

具体说来
,

城市化水平与第一

产业呈负相关
,

与第二
、

三产业呈正相关关

系
,

即从总的趋势看
,

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相伴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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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上述的 讨论看
,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的关系可以说是强相关
,

既可以说是城市

化水平髓人均 的增长而提高
,

也可以说

是人均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两者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完

二
、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要把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我认为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些间题 城市化为

何伴随经济发展而来 城市化如何促进经济
·

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形

式如何 规律性何在 这里对这些重要而复

杂的间题部分地作出回答
。

一 城市化 为何伴随经济发展而 来

换句话说
,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必然的和

不可遴免的后果
。

林近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

历史考察
,

可以说其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

一 ‘

乡村城市伟
”

即城市化实现的历史
。

城市

化之所以伴随经济发展而来
,

是因为经济发
展需姿使劳动力和其他狡入从农村产业部门

向城市产业部门大量转移
。

也就是说经济发

展必然要求劳动力等生产资源非农化
, 一而行

业间劳动力等的转移正是城市化的特症
·“



毫无例外地
,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是农

业国
,

因为食物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

他们必

须把大部分生产力耗费在农业上
。

随着经济

的发展
,

投 入与产出从农业转移到工业
,

尤

其是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

年低收入

国家的劳动力有 帕从事农业 中等收入国

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是 肠
,

而在工业市场

经济国家
,

其百分比则只有 肠
。

在工业和

服务行业
,

劳动力所 占百分比分别是
,

低收

入国家为 和 中等收入国家为 和

工业市场经济国家为 和
。

在经济发展的

整个过程中
,

最贫穷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在 美元至 。美元之间
,

其农业劳动力的

百分比大约为 肠
,

在最富裕的工业市场经

济国家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在 美 元

至 美元之间
,

其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则

降到 一 肠
。

①

那么
,

为什么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增长

和繁荣起来的行业 工业和服务行业 主要

出现于城市呢 工业和服务行业区别于农业

的根本特征是农业受制于 自然
,

受 制 于 土

地
,

而工业品和劳务按其每单位产出需要的

土地投入要比农产品少得多
,

也即非土地密

集型的
。

这是工业和服务行业聚集于城市地

区的客观可能性
。

聚集于城市地区的必要性

体现在 规模经济的存在
。

在投入价格

固定的情况下
,

当产 出增加而单位成本长期

下降
,

就存在规模经济
,

规模经济存在于一

切经济活动中
,

即使小批量生产阶段也是如

此 运输费用的存在
。

投入与产出的输

送
,

需要物品与人去移动
,

如果运输是免费

的
,

就不需要在城市地区集中
。

但运输费用

是昂贵的
,

高运输费用促使商品和劳务的生

产者和他们的企业与顾客以及投入的供给者

位于彼此邻近的地点
,

以获得生产的规模经

济
,

而不致于将利润浪费在昂贵的运输费用

上
。

城市地区聚集经济效益的存在
。

一

座城市就象一个巨大的
“

磁场
” ,

吸引着周

围更多的人
、

财
、

物集中于其间
。

二 城市化如何促进经 济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城市化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同样毫无疑问地
,

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
,

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

具体说来
,

城市

化从 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

城市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

农业的进步毫无疑间受益于 许 多 发 源

于城市的技术革新
,

如铸铁业的发展
,

使铁

在传统农业器具和不断完善的新装备上更为

广泛的使用成为可能
,

新的耕作方法和新的

选种技术
,

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具

有 更 大 的 贡 献
。

开始 于 。

— 年

之间的第二次农业革命
,

以农业机械和人造

肥料为特征
。

内燃机是一种实质性地推动了

农业机械的使用的发明
,

其动力源和使之不

断完善的地点
,

是城市
。

拖拉机
、

汽车
、

铁

路的运用和推广
,

无疑对农业进步做出了重

要贡献
。

另一方面
,

随着城市的增加
,

城市

人 口 的增多
,

生活标准的提高
,

刺激了更多

种类的农产品如牛奶
、

肉食
、

蔬菜和水果消

费的迅速增长
,

这反过来促进了发达国家农

业生产结构的变化
,

刺激了农业 生 产 的 发

展
。

最后
,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 展
,

可 以
“

反哺
”

农业
,

加速农业的资金积累
,

加快

农业现代化进程
。

城市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的产生和

扩散
。

城市越大
,

人均革新的数量就越多
,

革新被采用也就越迅速
。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

布和邓肯联合研究发现
,

、 年美国

共有 项革新
,

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人 口超过

万的城市
。

② 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

革新与城市相关联 城市人 口较高的密度有

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
,

从而促进了信息的流

通 城市活动的多样性
,

相当自然地促进了

在一个部门采用另一个部门已经 运 用 的 技

术
,

城市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集中起来
,

而在

整个历史上
,

教育是将教学和研究与开发结

合起来的
,

从而为独创与革新提供了环境
,

而在农村地区
,

使大家齐步走的压力通常比



较强大
,

因而独创精神在那儿容易受损害
。

城市人 口的增长刺激了对工业品的

需求 相对于农产 品来 说
,

工业品的收入弹

性要大一些
,

随着城市的增多
,

城市人 口 的

增长
,

人平年收入的提高
,

对于工业品的需

求会大大增加
,

同时对工业品的种类
、

用途

会有更高的要求
,

这些都会刺激工业各部门

的发展
,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

城市规模的扩大
,

有利于城市内部

的劳动分工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城市规模的

扩大
,

劳动分工逐步由部门之间过渡到部门

内部
,

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

这对于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极为有益
。

城市化促进了经济货币化
,

从而有

利于经济发展
。

在相信经济货币化有利于经

济发展的范围内
,

城市在这方面无疑也起到

了积极作用
。

通常传统农村的显著特点是
,

它是一个以维持生计的农作和物物交换为基

础的世界
,

而另一方面
,

城市则是一个由市

场因而由货币偿付形式所构成的世界
。

工业

化与城市化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
。

而传统手

工业只要保留着它本来的工艺特色
,

就会有

三个方面的因素
,

大量减少对于货币使用的

需要 首先
,

对制成品的消费是有限的 其

次
,

相当大的一都分产品
,

是由农民为他们

自己的消费而制造的 最后
,

甚至城市里的

工匠
,

也以易货贸易形式交换他们的一部分

产品
。

显然
,

工业化的实现彻底改变了这些

状况 贸易包括了中间产品的交换
,

并造成

农村手工业者和物物交换几乎全部消亡
。

城市化扩大了社会流动性
,

促进了

竞争
,

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

西 方 有 句 古

谚
“

城市的空气使你 自由
” ,

除此之外还

应加上另外一句双关语
“

城市的空气促进

了流动性
” 。

这在工业革命之后尤其如此
。

城市世界对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社会流

动性
,

都比农村生活让人更加适应
。

由于城

市具有较之农村的一系列优越性
,

许 多 人
“

用双脚表明意志
” ,

大量向城市移居
,

以

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
、

生活条件 和 升 迁 机

会 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
,

无疑有利于经济

发展
,

尤其是促进合格人才供求之间更好的

竞争

可以肯定
,

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还可以进一步罗列下去
,

这些积极方面

当然不应遮蔽事物的反面
,

如资本主义城市

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弊端和经济间题
,

因

为反面是客观存在的
。

但城市化确实有利于

世界的经济发展
,

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
。

三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 系的一般规

律

以上分析了城市化为何伴随经济发展而

来
,

以及城市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

下面结

合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
,

探讨在不同的阶段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

的表现形式
,

并由此得出一些带有普遍适用

性的结论

近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
,

与产业革命

休戚相关
,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所走过的

道路
,

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产业

革命时期 实现工业化时期 后工

业社会或称现代化时期 伴随着 经 济 的 发

展
,

西方国家城市化相应也走过了初步城市

化
、

基本城市化和高度城市化阶段
。

结合城

市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形式的演变
,

也可以

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概括为 集中的城

市化阶段 , 分散的郊区化阶段 都

市区化或城市带化阶段
。

经济发展的三个阶

段与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之间不是完全一

一对应
、

相互吻合的关系
,

而是一种相互交

错的关系
,

即当西方国家开始产业革命的过

程一直到实现工业化的时期
,

城市化的发展

都以集中为特征 而西方国家迈入后工业化

或现代化时期
,

其城市化逐步向分散的郊区

化和都市化或城市带化阶段过渡和发展
。

但

从发展方向上看
,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

趋向是一致的
。



产业革命
、

工亚化与集中的城市化

一般都认为
,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

普遍现象发勒于 世纪 年代的英国产业革

命
。

而在此之前
,

世界城市人 口始终徘徊在

肠左右的水平上
。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

次产业革命
,

建立起了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

的工厂制度
,

成为了近代城市化的动力
。

正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指

出的
“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

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

还要大
,

自然力的

征服
,

机器的采用
,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

应用
,

轮船的行驶
,

铁路的通行
,

电报的使

用
,

整个大陆的开垦
,

河川的通航
,

仿佛用

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 口 ,

—过去

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

在社会劳动里呢
” ⑧ 产业革命对于城市化

的推动作用表现为 产业革命带来了

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兴起
,

扩大 了生产规

模
,

使小城市迅速发展为大城市 产

业革命要求生产走向集中
,

工业集聚产生了

大规模的城镇 产业革命后
,

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
,

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迅

速的发展
,

导致人 口死亡率下降
,

带来了人

口 的迅猛增长
,

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

的人 口来源 产业革命带来交通运输

方面的革命
,

促成了处于交通便利地位的城

市的发展
。

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进
,

特别是第二次技

术革命的到来
,

西方国家逐步实 现 了 工 业

化
。

以一系列新兴工业和新的能源为特征的

第二次技术革命
,

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

高度
。

电力的运用
、

化学工业
、

汽车工业和

飞机制造工业的发展
,

使城市规 模 急 剧 扩

大
,

同时新兴工业的出现导致了以新兴工业

部门为主导的新兴城市的发展
。

交通运输条

件的进一步革新是这一时期城市化进一步发

展的有力保证
。

铁路运输的革命性变化就是

钢轨 代替了铁轨
,

使笨重货物的长途运输成

为可能
,

同时
,

汽车的推广
,

水运的扩天
,

航空运输的采用
,

加强了城市之间
、

城乡之

间和地区之间的交流
,

使交通 洽线上的城市

逐渐兴盛起来
。

以上经挤方而的重大变化
,

为城市化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

在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期
,

城市化表现

出集中的特征
,

即在这段时期内极化效应占

主导地位
。

极化效应也就是集聚效应或吸引

效应
,

是指 由于城市集聚效应引起周围腹地

区域经济活动和产业要素趋向子城市中心的

过程
,

在这一极化过程中首先是经济上的极

化
,

然后不可避免地导致地理上的极化
。

城

市作为区域政治
、

经济
、

科技与文化中心
,

在资金
、

科技力量
、

交通运输
、

通讯设施
、

市场容量等方面比周围地区拥有 更 多 的 优

势
,

生产力配置向城市集聚
,

以取得集聚经

济效益
。

城市由于集聚经济效益成为区域经

济增长的发展极
。

后工业化即现代化与分散的郊区化

和都市区化或城市带化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
,

交通

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原有城市中心承载能力

的限制
,

经济活动向郊区分散
,

城市发展的

扩散效应开始 占主导地位
,

中心城市郊区次

级 中心 如卫星城镇 大量出现
。

尤其是在战
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

各国经

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

经济结构 日趋
“

软

化
” ,

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步入了
“

后工业社

会
”

或称现代化社会
,

在新的条件下
,

城市

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引人注 目的新特点
。

其

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都市区和巨大都 市区的发

展
,

代替过去单个的
、

孤立的据点式的城市

化
,

成为一个重要特色
。

如美国的大都市区

由 年的 个增加到 年的

个
,

其人 口 汀 万人 增 加 到 万

人
,

在全国人 口 中的比重由 肠 上 升 到

帕
。

美国的巨大都市区 年 共 有

个
,

人 口达 万人
,

分别 占全国大都市

区人 口和全国总人 口 的 呢和时
。

战



后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带的出现

与日臻完善
。

由聚集不经济引起的
“

外溢效

应
”

是城市带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原因
。

城市

带兴起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现代

科学技术的进步
,

尤其是交通工具的改进
,

现代通讯设备的发展
。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巨

大城市带有 个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巨

大城市带
、

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

带
、

美国五大湖沿岸巨大城市带
、

欧洲西北

部巨大城市带和英格兰巨大城市带
。

此外
,

美国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巨大城市带
、

美

国南部地区巨大城市带
、

法国意大利地中海

沿岸城市带
、

巴西南部沿海巨大城市带正在

形成之中
。

我国尽管经济发展总 体 水 平 不

高
,

城市化还不够发达
,

但在经济较为发达

的地区
,

也出现了巨大城市带的雏形
,

较为

成熟的是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巨大城市带
,

除

此之外
,

我国的京津唐三角地带的京徽城市

带
、

以沈阳为核心的辽中南城市带以及以武

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段城市带也正在酝酿
、

形

成之中
。

城市带在世界范围内的 兴 起 与 发

展
,

说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
,

城 市 化 的 推

进
,

必然要出现城市带化这么一个阶段
,

这

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演进的客观必然阶段
。

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或

地区城市化的水平
,

也标志着该国家或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

以上结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

展史和城市化进程
,

分析了经济发展与城市

化的关系
,

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经济

的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表现形式
。

纵观西方

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历程
,

就经济发

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而言
,

可以总结 出如下一

些 一般规律或基本趋势
,

城市化的发展始终受制于总的经济

发展状况
。

由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

确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

世界上绝大多

数囚家的城市化是 与其经济发展 相 伴 而 行

的
。

如果说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进行横向比较
,

会出现某些偏差
、

超

常的现象
,

那么如果就某一个国家而言
,

对

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城市化演化进行纵向

分析
,

则城市化的发展始终受制于总的经济

岑展状况的趋势更加确定无疑
。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

农业的进步
,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发展的推动

力
。

农业不仅提供城市生产
、

生活所必需的

农副产品
,

而且还要准备城市经济发展所需

要的劳动力
。

所以在一个相对独 立 的 区 域

中
,

城市化的发展直接受到农业生产力发展

的限制
。

年
,

沃伊廷斯基
· ·

曾指出
,

一个国家城市化 的界

限
,

一般是由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所决定
,

或者 由该国通过交通
、

政治
、

军事力量从国

外获得粮食的能力来决定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对城市化起决定

性影响作用的是工业化
。

工业化使城市化进

入实质性的急剧发展阶段
,

具体表现为工业

化给城市带来的引力作用和乡村的推力作用

两个方面
。

作为工业化结果的经济发展
,

摧

毁了以前许多世纪 以来诸多阻止城市发展的

障碍
,

工业化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

方式和消费标准
,

而且带来了全新的社会

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
,

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

了物质技术基础和其他所必需的条件
,

所以

凯利 和威廉森 。 认

为 工业化过去是
,

将来也将是 城 市 化 的
“

发动机
” 。

④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
,

第三产业迅速

发展
,

且尚具有巨大潜力
,

对战后城市化的

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

约翰生
· ·

一

认为在技术先进的国家里
,

对于刺 激

城市化的发展
,

服务业 已比制造 业 更 为 重

要
。

正是由于第三产业的重要性
,

目前闰际

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学说 —新的国际劳动分

工说
,

用国际劳动分工来划分城市等级
,

即

主要注重服务行业的发达程度
,

而不是人 口



的多少
。

高技术产业的崛起
,

对未来城市化

的发展
,

城市地区经济的兴衰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
。

尽管目前高技术工业与传 统 工 业 相

比
,

在各国国民经济巾所 占的比 重 还 不 很

大
,

但从其发展前景看
,

它处于方兴未艾的

上升时期
,

它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

不仅

体现在其发展速度快
,

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

展
,

还体现在它能提高各国就业水平
,

增加

就业机会
,

缓和经济危机对经济 的 打 击 程

度 而且体现在它能从产品的生产
,

经营和

管理 以及消费等方面
,

改变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的面貌
。

高技术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

对于未来城市的繁荣
、

城市经挤的兴衰具有

重大意义
。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西部
、

南部阳光带城市的崛起
,

其原因除了自然和

人力资源条件的优势
,

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

外
,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技术产业在该地区

迅速发展
,

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起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
。

据美国国会技术评 价 局 的 统

计
,

从 了 年到工 年间高技术工业就业人

数增长最多的 个都市地区 中有 个位于南

部和西部
。

到 目前为止
,

已经取得成功和健

康发展的高技术中心
,

绝大多数位于
“

阳光

带
” ,

如加州的硅谷
、

北 卡 罗 来 纳研究三

角园区
,

近年来又涌现出一些新的高技术中

心
,

如佛罗里达州
、

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和橡

树辱 —诺克斯维尔
。

最后
,

我把以上的理论分析抽象为一个

无限循环的流程图
,

‘

直观地表示 出城市化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公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赢 ⋯声硫
一

⋯
竺塑些 鲤变些

农业 , 工业转换
农工业 服务业

转换

第二三产业

一 在城市集 ,

厂 双业现代化

技术创新

工业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人人 口 向城市市

地地 区转移移

城城市化水平平

提提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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