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干 旱 区 地 理 一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修正及规律性分析

方创琳
’,

刘晓丽 ’, ,

蔺雪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北京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北京

摘 要 通过对建国 年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的深入 分析
,

修正 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三 阶段

论
,

提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的城市化发展 的四阶段论
,

即城市化起步阶段

城市化水平小于
、

中期阶段 城市化水平介于 一 、

后期阶段 城市化水平介于

和终期阶段 城市化水平介于 一 。

根据四 阶段论
,

将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划分为起

步阶段和成长阶段共两大阶段
,

其中起步阶段又可根据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划分为顺利起步
、

超速发展
、

倒退发展
、

停滞发展
、

迅速发展和低速发展共 个亚 阶段 完成我国城市化起步阶段
,

整

整化了 年的时间
,

相 当于半个世纪
,

目前处在快速成长阶段
,

进而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性

的空间分异规律
。

与世界平均水平 比
,

中国城市化水平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

中国城市化速度

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

如果按照 目前的发展速度
,

则估计再用 年时间可完成城市化中期阶

段
,

进入城市化后期的成熟阶段
。

关 键 词 城市化进程 三阶段论 四阶段论 空间分异规律

中国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人 文章编号 一 引 一 一 一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 年的曲折发

展历程
,

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
,

中国城市化进程

基本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

目前已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
。

城市化的发展正在对经济全球化

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

正如美国经济

学家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 ,

年 所说 影响 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

深刻的事情 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
,

第

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未来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

的几十年中
,

将有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的乡村

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

要从低生产力水平转向高生产

力水平
,

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
。

中

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

而且也决定着

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 。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国

际意义告诫我们
,

很有必要准确判断城市化所处的

发展阶段
,

深人 了解不同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阶段

性分异规律
,

进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差异化的健

康城镇化发展道路
。

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是各国城

市化进程中普遍遵循的基本规律
,

与经济发展的阶

段性规律相对应
。

城市化发展具有时间的阶段性规

律和空间的阶段性规律
。

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或滞后

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不健康的城市

化进程
,

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城市化发展的三阶段论及主要缺陷

城市化发展的三阶段论

城市化发展的 三阶段论是指城市化发展的三

阶段性规律
,

又叫城市化发展的 型曲线
。

年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 通过研究世

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轨迹
,

把城市化进程概括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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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被拉平的
“

’’型 曲线 〔’
叹图

,

并将城市化进程

分为三大阶段

城市化起步发展阶段
。

城市化水平低于
,

也称初期城市化阶段
,

对应于工业化初期发

展阶段
。

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

城市化水平介于

一 之间
,

也称中期城市化阶段
,

对应于工

业化中期阶段
。

城市化成熟稳定发展阶段
。

城市化水平大

于
,

也称后期城市化阶段
,

对应于工业化后期

阶段
。

罗除书牟堪绎

图 城市化过程的
“ ”

型曲线示意图
“ ” 一

城市化发展 的初期
、

中期
、

后期 三个阶段
,

总结 了各阶段人 口

流动
、

职业构成
、

产业结构
、

城市化水平等的特点和

判定标准
,

成为 目前引用极为广泛的经典规律 〔 〕。

同时
,

为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规模
,

农村人 口最后

稳定在 左右
,

后期的城市化不再表现为农村

人 口转变为城镇人 口的过程
,

而是城镇人 口 内部职

业构成由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转移
。

从国际经验来

看
,

城市化水平达到 左右确实会出现城市化

快速发展时期
,

并由此进人稳定阶段
。

例如
,

日本用

了 年的时间进人了城市化后期阶段
,

城市化水

平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韩国城市化水平由 年的 上升到 年

的
,

仅用了 年的时间
, 。

我 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

即 城市

化恢复和快速发展 阶段 一 、

城市化不

稳定阶段 一 、

城市化停滞阶段

和城市化正常发展 阶段 至今 〔’〕,

并

认为我国 年开始进人城市化中期阶段 〔“ 〕。

这

些研究
,

基本上是对以上城市化发展阶段性规律的

深化
,

其结果证明了该规律的普适性
。

城市化发展的上述三阶段性规律已经被大多

数学者所接受
,

但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划分比重上又

有所不同
。

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将城市化水平小于

确定为城市化发展初期阶段
、

将城市化水平介

于 一 确定为城市化发展中期阶段
,

将城市

化水平大于 确定为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
。

城市化发展三阶段论的主要缺陷

在正常情况下
,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遵循

型曲线规律
,

这是世界所公认的 〔 〕。

但将这条 型

曲线划分为二大阶段
,

提出城市化发展的三阶段论

似乎过于粗略
。

作者认为
,

主要有以下四点缺陷

城市化发展的三 阶段论无法与经济发展

的四阶段论一一对应 城市化发展必须与经济发

展相适应
,

城市化发展阶段也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

相对应
。

经济发展到今天
,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

陆续经过或正在经过
一

〔业化初期 人均 超过

美元
,

工业化率在 一 之间
、

工业化中

期 人均 在 一 美元
,

工业化率在
一 之间

、

工业化后期 人均 在
一 美元

,

工业化率下降在 一 之间

和后工业化 人均 超过 美元
,

工业化

率下降至 以下 四大阶段
。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

与工业化发展历程分析
,

城镇化发展阶段一般 与工

业化发展阶段相对应
,

即工业化初期对应城市化初

期阶段
,

工业化中期对应于城市化中期
,

工业化后

期对应于城市化后期
,

而后工业化阶段对应城市化

的哪 一 阶段就无法确定了
。

城市化发展的三阶段论无法与经济增长的

四 阶段论一 一对应 根据经济增长过程

过程 的基本原理
,

设区域经济总量为 尸
,

表示

经济总量随时间 变化的 函数
,

中 , 表示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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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
,

则 昭 、
曲线的微分方程为

、
, ’ 可丫人

式中 表示 区域经济增长条件中的限制因子所能

推动的区域最大的相对增长速度
,

表示 区域经济

增长条件中的限制因素所能推动的区域最高的发

展程度
,

即 二
,

将 微分方程分别求二

阶导数和三阶导数并令其等于零
,

则得到区域经济

增长的三个拐点
, 、 〔 、 ,

用这 三个指点可将区域

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四大阶段
,

即起步阶段
、

成长

阶段
、

成熟阶段和顶峰阶段
,

如图 所示 由图看

出
,

在起步阶段
,

经济增长速度缓慢
,

逐渐 上升至
,

经济发展总量缓慢 上升至

一 ”

总体较小 在成长阶段
,

经济迅速增长
,

由 迅

速上升至 并达到增长最大值
,

经济发展总量

猛增到 只 在成熟阶段
,

经济增长速度由最大值

转为逐年下降
,

但仍保持较高的速度 人汤
,

经济

发展总量继续增大但幅度变小
,

在顶峰阶段
,

经济发

展速度逐渐下降直至零增长
,

经济发展总量接近最

大值并趋于平稳过渡
·

〕二

这里
,

经济增长起步阶段对

应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

经济增长成长阶段对应

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
,

经济增长成熟阶段对应城

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
,

而经济增长的顶峰阶段对应

城市化的哪一个阶段就无法确定了
。

,

「‘

瞒 卜一一止乙

城市经济发展总量曲线

一

城 , 了经济增长速度曲线

图 城市经济增长的罗吉斯蒂曲线示意图
一 。 、之

·

”
, ,

, ,
· ·

城市化发展的三 阶段论过多地照搬或迁

就 了诺瑟姆的观点 世纪 年代美国地理学

家诺瑟姆 提出了 三阶段的划分观

点
,

而这种划分是基于美国 世纪 年代所处的

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发展阶段所进行的
,

未能站

在全球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审视世界

各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

不能反映 年代

以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总体变化趋势和基本

规律
,

因而具有时代的必然性
、

认识的局限性和视

野的局限性

城市化发展的三 阶段论中对第二 阶段的

划分区间过长过粗 在 三阶段论中
,

将城 市化中期

的城市化水平确定为 一 ,

无法反映城市化

水平达到 这一重要转折点对应的全球经济发

展和全球城市化的总体态势

提出城市化发展的四阶段论

基于城市化发展三阶段论存在的上述四大缺

陷
,

我们提出城市化发展的四阶段论
。

即在认同城

市化进程在遵循一条稍被拉平的
“ ”

型曲线的总体

演进规律的前提下
,

充分考虑 与经济增长阶段和经

济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
,

将这 条
“ ”

型曲线划分为

四大阶段
,

即城市化初期阶段 城市化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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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

为起步阶段
,

城市化中期阶段 城市化

水平在 一 之间
,

为成长阶段
,

城市化后期

阶段 城市化水平在 一 之间
,

为成熟阶

段
,

城市化终期阶段 城市化水平在 一

之间
,

为顶极阶段
,

见图 所示
。

第一阶段 城市化初期阶段

对应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经济增长的起步阶

段
,

为低速城市化阶段
。

城市化水平较低
,

一般不超

过 一 ,

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
,

年均增长速度

不超过
,

农业人 口 和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

位
,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于
,

第一产业就业 比

重超过
,

工业化率低于
,

工业化是城市化

的主要推动力
。

城市数量少
,

城市规模小
,

城市空间

结构呈现出零星的
“

点
”

状结构
。

城市化水平邝

终期阶段顶极阶段

一

二 石 一

后期阶段成熟阶段

决杯生
勺价少大 , 只 ,

泌班
认七二二乙三二飞

粼
娜爪浪

一

后期
阶公

︸’’’一,﹃一
·

一一一二

中期阶段成长阶段

·

芥二粼
兴聋琢

’

长 一

工业化中期

成 长 阶段

一初期阶段薪到引刻

···············二城市化发展阶
···········

⋯⋯丫

经济发展助段
经济增帐阶段

工业化初期

起 步 阶段

工擎利

成 熟

后工业化时
顶 峰 阶 段

图 城市化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对应关系示意图

脱 铭

第二阶段 城市化中期阶段

对应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和经济增长的成长阶

段
,

为快速城市化阶段
。

城市化水平开始迅速提高
,

可达到 一 以上
,

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
,

年

均增长速度超过 一 ,

城市人 口和工业经济逐

步 占主导地位
,

第一产业产值 比重下降至低于
,

第二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增加
,

工业化率

逐步提高到 一 ,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

动力
,

第三产业发展同时成为城市化的又一推动

力
。

城市数量迅速增多
,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

城市空

间结构呈现出连续的
“

带
”

状或
“

面
”

状结构
。

第三阶段 城市化后期阶段

对应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和经济增长的成熟阶

段
,

为减速城市化阶段
。

城市化水平继续提高
,

可达

到 一 以上
,

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开始减

慢
,

但仍可保持 一 ,

城市人 口和工业经济

逐步占绝对主导地位
,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至低

于
,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到 一 以

上
,

工业化率开始从由高到低下降到 一 ,

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城市化最主要推动力
,

工业化对

城市化推动力逐渐减弱
。

城市数量继续增多
,

城市

规模进一步扩大
,

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连续的
“

网
”

状结构 表
。

第四阶段 城市化终期阶段

对应于后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增长的顶极阶段
,

为极慢或零速城市化阶段
。

城市化水平提高至达到

极限值
,

可达到 一 ,

城市人 口 的增长越来

越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

城乡差别近于消除
,

并出现

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
。

城市化发展速度仅乎为

零
,

城市人 口 占绝对主导地位
,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下降至低于
,

但不能低于
,

第三产业产值

比重上升到 以上
,

工业化率进一步下降到

以下
,

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城市化最主要推动

力
。

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均衡网络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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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城市化四阶段的基本特征对比分析表

城市化阶段
第一阶段 第 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城市化水平

丁业化水平

产业结构比

就业结构比例

城市化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

城市化动力

主导经济类型

城市空间形态

按速度划分的城市化阶段

对应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应的经济增长阶段

城市化初期阶段

一

缓慢
,

缓慢增长

工业化占绝对卞导

农业经济

点状结构

低速城市化阶段

工业化初期阶段

起步阶段

城市化中期阶段 城市化后期阶段 城市化终期阶段

一 一 一

一

加速
,

减慢
,

极慢
,

二

快速增长 减慢增长 极慢
、

零增长或负增长

工业化占主导
,

第三产业为辅 第 宇、

业发展占主导
,

业化为辅 第 只产业发展占绝对主导

工业经济
一

商业经济 服务型经济

带状或面状结构 网状结构 均衡网络结构

快速城市化阶段 减速城市化阶段 零速城市化阶段

工业化中期阶段 「业化后期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顶极阶段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总体判断

中国城市化进程 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
,

也

符合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

城市化的发展一

定程度上可以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成

功经验 与一般规律
,

但中国的城 市化问题也存在

自己的特定特征
,

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 对中国

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论述
,

国内有多种不同的论述

和分法
,

包括两分法
、

三分法
、

四分法
、

五分法和六

分法
。

这些划分方法从不同的角度
,

根据不同的标

准和依据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做出了不同的判

断
,

并无优劣之分
,

无论哪一种划分方法对认识和

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都有一定的帮助和借

鉴作用
。

建国以来到现在
,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经历了不

同时期的曲折发展历程
,

但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呈上

升趋势
,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

城市化建设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
。

城市化水平由 年的 提高到

年的
,

城市个数由 个增加到

个
,

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年的 耐 扩展到

年的
,

世纪 年代末期以来

城市化进程年均增长达 个百分点 建制镇的规模

不断扩大
,

由 年的 多个增加到 年

的 万个
,

平均每年增加 多个 〔 〕。

推进

城市化是优化城乡结构
,

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

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

是实现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 的重要 方面
。

根据我国 一 年城

市化水平的历 史统计数据
,

采用城市化发展的四

阶段论判断我国城市化发展 阶段
,

是 比较科学的

划分方法
。

城市化水平的动态变化曲线如图 所

示
。

由图看出
,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整体上呈

上升趋势
,

城市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城

市化水平变化曲线是建国以来不 同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政策
、

人 口 户籍管理 与迁移政策
、

市镇建

制标准
、

城市化发展方针以及人 口普查与统计 口

径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
。

根据这一变

化曲线
,

结合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判断指标
,

将我国

城市化发展阶段分为两大阶段
,

每一阶段的发展

受国情
、

政治体制
、

经济波动
、

社会变迁等综合因

素的影响
,

又 可分为 个亚阶段
。

城市化起步阶段《 一 年 曲折动荡漫长

按照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判断标准
,

城市化水

平达到 时为起步阶段的结束
。

考察我国城市

化水平的变化清况
,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
,

到 年达到
,

到 年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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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除书担任葺

年 份

图 一 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变化曲线及发展阶段示意图

曰 侧 一

到 年达到 〔‘了 。

据此可以判定 自
一 年为我国城市化起步阶段

。

完成城市化起步阶段
,

我国整整化了 年的

时间
,

相当于半个世纪
。

用了如此长的时期才完成

城市化起步
,

主要是受到了国家政治
、

经济体制
、

社

会动荡
、

相关政策
、

城市化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影响
,

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从起步阶段就经历了前

所未有的曲折发展过程
,

体现出城市化进程的动荡

性
、

萧条性
、

停滞性
、

徘徊性
、

低速性等特点
。

根据

我国 一 年我国城市化在起步发展阶段的

几个主要转折点
,

从我 国的特殊情况出发
,

又可将

起步阶段划分为如下六大亚阶段 表
,

即

年的顺利起步阶段
,

城市化水平增加到 巧

一 年的超速发展阶段
,

城市化水平猛增

到 一 年的倒退发展阶段
,

城市

化水平降低到 一 年的停滞发展

阶段
,

城市化水平停滞在 一 年

的迅速发展 阶段
,

城市化水平增加到
一 年的低速发展阶段

,

城市化水平增加

到
。

城市化中期阶段 年以来 快速稳定成长

年我 国城市化水平首次突破
,

按照

国际上城市化发展 的阶段性规律判断
,

我 国 自

年开始进人城市化快速成长阶段
。

从

年的 年时间里
,

城市化水平净提高了
,

平均每年增长 个百分点
,

属于城市化高速发

展时期
。

这主要得益于 年国家城市化方针的

转变
,

由 年的
“

严格控制城市规模
,

合理发展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

转向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

目标
,

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

加快城市化进程为重

点
,

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

坚持大
、

中
、

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
。

并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市化发展

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

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

动
。

这一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方针有力推动着中国

城市化的高速稳定发展
。

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

步明确和完善了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

指出
“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

坚持大
、

中
、

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
,

走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

发展小

城镇要 以现有县城的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
,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
” 。

这是协调化的城镇化道路
。

我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

要 》指出
, “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

坚持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

按照

循序渐进
、

节约土地
、

集约发展
、

合理布局 的原则
,

积极稳 妥地推进城镇化
,

逐步改变 城 乡二元结

构
” 。 “

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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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若干城市群为主体
,

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

状分布
,

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
,

高效协调

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 。

这是和谐化的健康城

镇化道路
。

表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总体判断及亚阶段的划分一览表

比 血 址 廿

城市们推登 城市化亚阶段 时间期限 主要特征 影响机制 影响结果

顺利起步阶段 一 国民经济恢复发展
,

城 政府实行自由迁徙政策
,

个重点项 目的 顺利起步
,

到 年

市化进程加快
,

平均每 建设使大批农民在短期内迅速进城
,

或沿 城市化水平 由

年增长 个百分点 传统路线
‘‘

闯关东
” 、“

走西口 ”

年的 增加到

巧

超速发展阶段 一 城市化进程过快
,

平均 人口迁移流动猛增期
, “

总路线
” 、

大跃进和 城 市人 口 猛 增
,

到

每年增长 个百分 人民公社运动使大量农民涌人城市 年城市化水平

点
,

仅 年有 以刃 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

使全国人口 出现 猛增到
,

达到

万农民涌人城市 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有史以来最高值

倒退发展阶段 一 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甚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和 年城镇人口 占总

至是倒退 年《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 》的实施
,

人口比重为
,

对城乡人口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
,

限制 到 年下降到
了城乡之间人口流动 年后中央提出

,

年全国建
了精简城镇人口

、

调整市镇建制
、

缩小城市 制镇为 个
,

比

郊区的问题
,

提高了市镍标准
,

规定城市人 年减少 个
口和集镇人 口只包括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
口

,

缩小了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

中

国 城

城 市

市 化

化 起

发 步

展 阶

阶 段

段

停滞发展阶段 一 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
、

长达十年的
“

文化大革命
” ,

多万知青 城市化水平 由

动荡发展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和 多万干部下放农村 年的 微降到

劳动
,

使大批城镇劳动力转移到农村
,

出现 年的 料
,

了人口城市化的萧条
、

停滞期
。

受国家政策 十年期间始终停滞在
影响

,

人口在城乡之间大规模迁徙流动
,

导 左右

致城市化发展动荡起伏
。

迅速发展阶段 一 城市化进程加快
,

城市 大批干部和部分知青返城
,

但由于国家继 城市化水平 由

化水平年均增长 续执行严格控制城市人口政策
,

使人口迁 年的 迅速增加

个百分点
,

原有城市吸 移发展平稳
,

城市化发展主要依靠农村经 到 年的

纳人口和新建城市转化 济体制改革的推动

人口速度均很快

低速发展阶段 一 城市化发展速度放缓
,

国家实施
“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

积极发展 年城市数量增至

到 年达 中先
,

城 小城镇
”

发展战略 国家于 年重新修 个
, 一 年

市化水平年均增长 订了市镇建制标准
,

城市与建制镇数量急 期间年均增加 个
,

个百分点
,

小城镇建设 剧增加 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为城市 建制镇增至 个
,

蓬勃发展
,

顺利完成城 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

比 年增长 倍
,

市化的起步阶段 一 年期间年

均增加 奶多个
。

快速成长阶段 一 场 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
,

自汉 年国家城市化方针的转变
,

由 年 年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进程持续稳定推 的
“

严格控制城市规模
,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已经突破
,

按照

进 和小城市
”

转向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 国际上城市化发展的

标
,

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

加快城市化进程 一般规律
,

已经进人
为重点

,

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

坚持大中小 高速发展阶段
,

年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

并提出要消除不 时间城市化水平提高

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

引导 了
,

年均增长

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

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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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动态分异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以 年为界
,

大致分为

年以前的起步阶段和 年以后的成长阶段
,

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

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城市化

进程各不相同
,

导致在全国总体处于城市化起步阶

段的大背景下
,

部分省区率先迈人城市化中期阶段
,

甚至进人城市化后期阶段
。

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阶

段性的动态差异性
,

有助于因地制宜地选择差异化

和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

省际差异的动态变化分异特征见表 所示
。

由表看出
,

年处在城市化初期阶段的省

份有 个 图
,

它们分别是河北
、

西藏
、

青海
、

云

南
、

河南
、

四川
、

贵州
、

宁夏
、

湖南
、

山西
、

山东
、

广

西
、

安徽
、

湖北
、

甘肃
、

陕西
、

辽 宁
、

浙江
、

新疆
、

吉

林
、

江苏
、

广东
、

江西
、

内蒙古
、

黑龙江
、

台湾
、

福建
、

海南
,

到了 年降为 个
,

到 年进一步降

为 个
,

即西藏
、

云南
、

河南
、

广西
、

安徽
、

河北
、

江

西
、

贵州
、

湖南
、

甘肃
、

四川
、

陕西
、

宁夏
、

江苏
、

青海

和山西 图
。

从 年到现在的 年
,

是我国城市化发展

进人成长阶段的时期
,

这一阶段还将维持约 巧

年
,

才能完成城市化的中期成长阶段 这一阶段

我国城市化水平高于 的省份逐渐增多
,

绝大

多数份进人城市化中期的成长阶段
。

年全国

城市化水平高于 的省份有 个
,

到 年

增加到 个
,

到 年增加到 个
,

除了西藏和

贵州外
,

全国其他省份全部进人城市化发展的中期

成长阶段 图
。

城市化水平最大值与最小值的相

对差距逐渐缩小 除港
、

澳
、

台外
,

年城市化水

平最高的 仁海市为
,

城市化水平最低的西

藏 自治区为
,

最高值 与最低值之差为
,

到 年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为
,

城市化水平最低的贵州省为
,

最高值 与

最低值之差为

到 年
,

部分省市开始进人城市化后期或

终极阶段
,

北京
、

上海
、

香港
、

澳门四地城市化水平

均超过 以上
,

其中香港
、

澳门分别达到
,

进人城市化的终极阶段
。

天津和广东分别进人城市

化后期阶段

图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级差异示意图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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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省际差异的动态变化表

而

处在城市化初期阶段的地区 处在城市化中期阶段的地区
处在城市化后

期阶段的地区

处在城市化终
极阶段的地区

省份名称 省份名称 省份名称 省份名称 警数量数旦里数量

河北
、

西藏
、

青海
、

云南
、

河南
、

四川
、

贵州
、

宁夏
、

湖南
、

山西
、

山东
、

广西
、

安徽
、

湖北
、

甘肃
、

陕西
、

辽宁
、

浙江
、

新疆
、

吉林
、

江苏
、

广东
、

江西
、

内蒙
古

、

黑龙江
、

台湾
、

福建
、

海南

北京
、

天津 香港
、

澳门
、

上海
、

西藏
、

河南
、

广西
、

湖南
、

四川
、

山东
、

吉林
、

辽宁
、

黑龙江
、

天津
、

台湾
安徽

、

云南
、

河北
、

甘肃
、

湖北
、

贵州
、

宁夏
、

内蒙古
、

山西
、

江西
、

江苏
、

广
东

、

浙江
、

陕西
、

新疆
、

青海
、

海南
、

福
建

西藏
、

广西
、

河北
、

湖南
、

云南
、

山东
、

辽宁
、

黑龙江
、

天津
、

北京
、

台湾
四川

、

安徽
、

河南
、

江苏
、

湖北
、

贵州
、

浙江
、

江西
、

甘肃
、

广东
、

山西
、

宁夏
、

陕西
、

青海
、

新疆
、

内蒙古
、

吉林
、

海
南

、

福建

广西
、

河南
、

云南
、

湖南
、

西藏
、

河北
、

黑龙江
、

吉林
、

辽 宁
、

北京
、

上

安徽
、

四川
、

山东
、

浙江
、

甘肃
、

江苏
、

海
、

台湾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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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阶段 由 个减少到 个
,

年净减少 个 由 个增加到 个
,

年净增加 个 由 个增加到 个
,

由 个增加到

变化 年净增加 个 个
,

年净
特征 增加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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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

分析

中国城市化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

花了近半个世纪进入城市化成长中期阶段

根据各国统计资料表明 一个国家从 的

人 口住在 万人以上 的城市里变到 的人 口

住在这样的城市里
,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需要 年
,

在美国 年
,

德国 年
,

日本 年
,

澳大利亚只

有 年
’。

气 而中国从 年城镇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

到 年城市化水平达到
,

经过 了 年时间
。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在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不到 年的时间里
。

从建

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 年时间内
,

中国城市化水

平只提高了 个百分点 而改革开放之后的

年时间内
,

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个百分

点
,

是前一阶段的 倍多
,

平均每年提高 个百

分点
。

根据世界银行人 口 资料数据
,

从 年到

年
,

世界城市人 口 比重提高了 个百分点
,

中

国提高了 个百分点
。

其它国家中
,

土耳其提高了

个百分点
,

韩国提高了 个百分点
,

菲律

宾提高了 个百分点
,

巴西
、

印度尼西亚
、

尼 日

利亚和马来西亚分别提高了 个百分点左右
,

其余

国家都低于 个百分点 从 年到 年的十

年中
,

世界城市人 口 比重提高了 个百分点
,

中

国提高了 个百分点
,

仅次于泰国
、

印度

尼西亚
、

和菲律宾 从 年到

年的最近 年中
,

世界城市人 口 比重提高 个百分

点
,

中国提高了 个百分点
,

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
。

由此可见
,

从 一

年的 年中
,

中国城市化水平历年平均增长速度

高达
,

远快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历年平

均增长速度

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个百分点
。

城市人 口 比重仅高于孟加拉国
、

印度
、

斯里兰卡
、

越

南
、

缅甸
、

巴基斯坦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与西

方城市化发展进人成熟阶段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相

比
,

差距较大
。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 提

高到
,

英国用 了 年
,

德国用了 年
,

法

国
、

日本
、

美国等用了 年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十五
”

计划研究课题组认为
,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重 在未来的 年 一

年内可能达到 左右
。

选取 年中国第四次

人 口普查和 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数据
,

运用联

合国预测法得到的预测结果为 到 年
,

我国城

市人 口 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年为
,

年为
。

按照城市化进程一般呈
“ ”

型 曲

线上升的规律
,

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进行预测
,

结

果为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巧

年将达到 年将达到
。

综

合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
,

发展到 世纪 年代中

期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

进人城市化

后期的成熟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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