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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现状处于严重滞后状态 ,主

要是以人口规模为依据的 ,而人口本身仅仅是一个

数量标准 ,它并不能反映城市化的质量水平 ,错误地

认识城市化发展水平 ,不仅歪曲了城市化本质内涵 ,

而且会给我们实施城市化战略予以错误导向。片面

追求城市人口的增多 ,城市区域的扩大 ,而忽视了城

市化质量上的提高 ,结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实际上 ,城市化滞后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城

市人口数量过少 ,而在于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的改变 ,在于我们如何去改变城乡地区的

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 ,提供更多更良好的教育条件

和居住条件 ,使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因此 ,

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城市化指标体系来体

现城市化的深层次内涵。以南美洲阿根廷和巴西为

例 ,片面强调人口向城市迁移 ,而忽视了城市内部功

能的完善 ,没有真正理解城市化的内涵 ,以人口来表

示的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工业化水平 ,可经济却陷

入萎靡不振的恶性循环之中。城市化指标是城市化

实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城市化指标问题关系到对城

市化内涵的理解 ,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城市化指标

体系 ,有利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现状 ,理解城市化内

涵 ,有利于国家制定各项就业、产业和环境等方面的

政策 ,进一步实施宏观调控 ,使城市化成为我国实现

现代化建设新的推动力。

1 　城市

城市是城市化的主体 ,为了更好的理解城市化

的定义 ,我们有必要先从城市谈起。据《辞海》解释 :

“城 ,古时指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 ,一般有两

层 ,里面称为城 ,外面称为郭”,《孟子 ·公孙丑》中

说 :“古之市也 ,以其所有 ,易其所无 ,有司者治之

耳”[1 ] 。“城”、“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两个不同的实

体 ,“城”是指四周建有墙、沟、池等防卫设施的人类

固定居民点 ,“市”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 ,商品生产日渐发达 ,商品交换也就日趋频

繁 ,客观上要求为这种交换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

境 ,这样“城”与“市”相互结合融为一体 ,我国早在西

周时期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城市系统。目前国内外

经济、政治、社会、地理、历史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

者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城市做出各种不同的定义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城市是

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是现

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起主导作用”[1 ] ,这是当前我国最具有代表性

的城市定义 ,其余论述大同小异。笔者认为从城市

入手分析城市化问题 ,首先可以说明城市是城市化

的主体 ,突出其重要性 ;其次是可以说明城市的产生

发展过程并非就是城市化过程 ,两者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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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化

何为城市化的定义 ,学术界至今仍众说纷纭 ,莫

衷一是 ,概括起来有几十种之多 :刘志军[2 ] 从传统

型、现代型、后现代型三方面详细阐述了城市化定

义 ,并对以上城市化定义进行了归纳和划分。传统

型城市化是指随着产业经济向城镇的集中而发生的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现代型城市化是在强

调人口转移、职业转移和产业集中的同时 ,突出了生

活方式和都市文明的扩散过程。后现代型城市化强

调和突出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都市文明的渗透这些

深层的内涵 ,甚至对传统型城市化定义中所强调的

人口、地域、生产要素等集中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笔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同

一定义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阶段加以理解 ,鼓励“兼

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说法。譬如经济学认为城市

化是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向第二、第三产业为

主导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变的过程 ;人口学认为城市

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即非农化 ;地

理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和集中

的过程 ,即城镇化 ;社会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社区的

生产、生活方式向城市社区的生产、生活式转化的过

程 ;还有一些学者从环境和生态方面阐述城市化实

质。除此之外精神领域的城市化是指一个由乡村社

会、乡村文明逐步变为现代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的

自然历史过程。上述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可以说仅

是从某一学科领域或某一角度来揭示城市化的某一

个侧面 ,并没有完整地概括出城市化的本质内容。

但任何客观和主观世界的事物实质却是客观存在

的 ,因而城市化也应该有一个有说服力被广泛认可

并接受的概念。

笔者对于城市化比较赞同从古典型、现代型和

后现代型三方面来理解 ,但这一提法并不能按字面

意思理解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提出的 ,而是对城市化

有一个逐步提升认识的过程 ,应避免产生错觉 ,后现

代型城市化基本阐述了城市化的真正涵义。其中有

代表性的是周加来教授提出的城市化概念 ,多层次

深刻地揭示了城市化内涵。城市化是指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 ,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

程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

统一 ,这里的要素既包括物质要素又包括精神要素 ,

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

域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等 ,

同时伴随着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的过程等 ,最终向

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量变

和质变的统一[3 ] 。主要表现在非农人口比重、城市

区域、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

活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变化。

长久以来对城市化概念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说理 ,使我们无法正确认识城市

化的实质 ,这一概念的统一和完善有利于我们构建

新的指标体系 ,从该定义所表现出来的几个方面着

手构建城市化指标体系 ,而不再仅仅依据人口的变

迁这一单一指标 ,更能理解和认识城市化内涵 ,从而

更准确地测度城市化水平 ,推动城市化进程 ,最终加

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3 　城市化指标

学术界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相关成果相当丰富 ,

在 SPRIN GERL IN K 数据库中 ,关于城市化相关问

题的英文文章可以搜索到 248 篇 ,在 CN KI 数据库

中 ,可以搜索到 5000 多篇关于城市化相关问题的中

文文章。但关于城市化指标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相

对有限 ,在 SPRIN GERL IN K数据库中仅仅搜到 25

篇关于城市化指标问题的文章 ,在 CN KI 数据库中

也只有 16 篇。因此 ,关于城市化指标的研究有待于

进一步充实和加强 ,当前国内外关于城市化指标问

题的学术成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

311 　单项指标

目前国内外通常采用的单项指标主要有四种指

标 :城市人口比重指标、非农业人口指标、城市用地

比重指标和就业结构指标。由于是通用的指标 ,所

以很难复述各项指标的具体创立背景。

31111 　城市人口比重指标

城市人口比重指标 ,是指某一地区内的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反映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空间

分布 ,是目前最为实用的 ,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城市

化水平指标 ,通常也叫城市化率。但该指标也存在

缺陷 :第一 ,由于各国设市的人口数量标准差距悬

殊 ,低则几百 ,多则上万 ,相差几百倍 ,更何况随着实

际情况的变化 ,同样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设市标准

也会不断变化 ,这样城市化指标就缺乏可比性 ;第

二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和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 ,也

会导致城市人口的突变 ,造成城市化水平忽高忽低 ,

缺乏连续性。

31112 　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

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 ,是指某一地区内的非农

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该指标体现了人口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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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上的结构关系 ,较准确地把握了城市化的经济

意义和内在动因 ,反映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广度与深

度 ,较之城市人口比重指标 ,更具有科学性[1 ] 。但该

指标往往忽略了城镇中常住农业人口和暂住人口 ,

而目前城市人口包括四部分 ,即城镇常住人口 (非农

业人口和农业人口) 、城镇暂住人口、城乡间通勤人

口、城镇流动人口。据此通常计算的城市化水平偏

低 ,也是该指标缺陷所在。

31113 　城市用地比重指标

城市用地比重指标 ,是指某一区域内的城市建

成区用地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它体现的是城乡之

间在地理景观上的分野 ,对于成长迅速的城镇密集

地区 ,具有直观性和说服力 ,但其忽略了人口密度的

大与小所造成的城市用地的紧与松 ,以及在统计上

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应用不广泛。

31114 　就业结构指标

就业结构指标 ,是指某一区域内的第二、三产业

的就业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之所以采用这种

指标 ,是基于城镇是非农业活动集中的场所这个认

识。它可以反映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化状况 ,揭

示出农村城市化的水平及其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

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化过程中所引起的经济影响 ,但

不能较全面地诠释系统城市化内涵。

312 　复合型指标

鉴于城市化是一项系统过程 ,内涵丰富多样 ,不

少学者提出以复合型指标 ,即以多项社会、经济、人

口等指标替代单一指标 ,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城市化

水平。

31211 　国外相关指标

1971 年日本“东洋经济新闻报社”在《地域经济

纵览》提出城市成长力系数法 ,该方法提出用 10 个

复合指标来测算城市化水平 ,包括地区总人口 ,地方

财政年度支出额 ,制造业从业人数 ,商业从业人数 ,

工业生产总值 ,商业批发总额 ,商业零售总额 ,住宅

建筑总面积 ,储蓄率和电话普及率。联合国人居中

心 ( HABITA T) 编制了城市发展指数 ,该指数由生

产能力、基础设施、废品处理、健康与教育 5 个部分

组成 ,共涉及 12 个指标。1960 年日本城市学家稻

永幸男、服部吉二郎、加贺谷一提出的城市度测量

法 ,城市度包括下列指标 : ①城市规模 ; ②城市区位 ;

③城市经济活动 ; ④城市就业 ; ⑤城市人口增长。

31212 　国内相关指标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与中国统计

学会城市统计委员会构建的中国城市发展指数 ,该

指数由经济、基础设施、环境、社会、生活质量 5 个方

面 ,20 个指标构成。倪鹏飞等提出的城市竞争力概

念框架 ,该框架将城市竞争力概括为硬竞争力和软

竞争力 ,它们分别由 7 个和 5 个部分 ,共 162 个解释

性指标构成 ,并构建城市竞争力显示性指标体系 ,该

指标体系包含 4 个指标。王慧提出的区域城市化发

展水平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是从四个方面来衡量

城市化发展水平 : ①经济城市化水平 ; ②人口城市化

水平 ; ③空间城市化水平 ; ④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

代合治、刘兆德两位学者提出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指

数 ,包括以下四大类 22 项具体指标 : ①人口类 ; ②经

济类 ; ③社会文化类 ; ④地域景观类[4 ] 。

复合型指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城市化内涵 ,但

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 ①有些指标对于反映城市化

水平来说并非充分必要的 ,指标的高低对衡量一地

区城市化水平缺乏说服力 ,缺乏理论依据 ; ②指标过

多 ,不少指标政府统计部门并不统计 ,需研究者自行

调查采集 ,计算工作量大。

313 　城市化水平测度

由于不同学科的专家从自身研究的领域出发 ,

这样往往无法系统地认识到城市、城市化、城镇化、

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

从而无法对城市化实质形成全面的认识 ,内涵认识

的不统一导致城市化水平测度难度加大 ,这样城市

化指标问题也随之出现。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

同时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所以对城市化某一

点上的水平给予准确地测度是比较困难的 ,当前理

论界对城市化指标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主

要通过单项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种测度方法 ,单项指

标因为不能较全面地反映城市化的内涵 ,同时因为

不能分化测量过程的误差问题 ,因而笔者赞同用复

合指标来测量城市化水平 ,但由于复合指标在应用

过程中缺乏合适的理论依据 ,指标选取的随意性很

大 ,搜集数据也比较困难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公

认的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已有的复合型指标只

是通过综合评价而得出的综合得分来反映一个国家

和地区的城市化大致水平 ,主要是用来比较不同地

区的城市化水平 ,也就是排序问题 ,其结果并没有用

数据反映出城市化的实际水平 ,更不用说进一步预

测城市化水平 ,所以多数学者测度城市化水平时仍

用单项指标加以衡量 ,这样就为我们城市化指标体

系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空间。

在利用复合型指标来测度城市化水平过程中 ,

可以将城市化水平概括为相对城市化水平和绝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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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水平。利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出的城市化水平

即为相对城市化水平 ,通常我们看到的文章测度出

来的城市化往往停留在相对城市化水平计算上 ,主

要是通过三步骤 :首先是各指标权重问题 ,一般采用

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 ;其

次是各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问题 ,一般采用模糊隶

属度函数法、统计标准化、极值标准化、指数法、定基

与环比转换法等 ;最后是通过综合评价方法将无量

纲化后的数据和各指标权重相乘再求和 ,所得结果

即为相对城市化水平。科学的理论依据 ,切合实际

的指标选取原则 ,在这样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相对

城市化水平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城市化内涵 ,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但相对城市化水平只是反映一个国家

和地区的城市化大致水平 ,主要是用来比较不同地

区的城市化水平即排序问题 ,结果并没有用数据反

映出城市化的实际水平 ,更不用说进一步预测城市

化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前提下 ,提出绝对城市化水平

计算 ,主要是用来克服相对城市化水平留下的遗憾

和不足。绝对城市化水平是指通过实际测算某城市

或区域的城市化指标体系内各项指标的发展趋势 ,

所得出的该地区城市化总体发展水平。所谓城市化

指标变动趋势是指用各子指标作为单一指标反映的

城市化实际水平 ,用以测量城市发展过程中各构成

要素的聚集程度。城市化变动趋势最早是在非均衡

城市化发展理论中提出的 ,“增长极”的产生 ,使人

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 ,产生城市化

趋势。主要通过二步来加以计算 ,首先 ,通过确定一

个城市化水平基准 ,从而使城市化相对发展水平反

映在城市化发展趋势中 ;其次 ,通过阐述各子指标城

市化发展趋势 ,来确定绝对城市化水平。每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若想利

用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来衡量不同地区的城市化

绝对水平 ,必须要结合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基准。

所谓城市化水平基准是指为复合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中各项子指标在某一地区某一时点确立一个用来比

较的参照物 ,而参照物将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各项指

标的标准状态 ,通过与之比较得出各指标用来反映

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数值。类似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是指用生产产品和劳务的那个时期的价格计算出来

的国内生产总值 ,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指用从前

某一年作为基准年时的价格计算出来的国内生产总

值 ,在城市化水平测度过程中涉及到各子指标的相

对水平与绝对水平之间的矛盾 ,显得更为复杂。

F = ∑
n

i = 1

( x i

X i
×m)

xi 表示各子指标的城市化趋势 ,Xi表示参照物

子指标的城市化趋势 ,m 表示基准城市化水平 ,F 为

该区域绝对城市化水平。

笔者认为城市化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特定的参考

标准 ,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美国城市化水平达到

41 %时 ,各项指标数据在中国并不能保证城市化水

平能达到相应水平 ,通常选择全国平均水平下相应

指标数据为基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还有该指标体

系也同样适应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测度 ,只要选

择好基准即可。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测度城市化

实际发展水平 ,克服已有方法的不足。已有关于城

市化的理论基本上是用人口指标来反映城市化水平

的 ,因而通过复合型指标测算绝对城市化水平 ,不仅

改进了已有的城市化水平测量方法 ,而且可能会引

起对某些理论相关问题的新认识 ,如工业化与城市

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经济增长水平预测城市化发展

水平即对钱纳里的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进行改良 ,

对城市化发展进程的规律分析等问题 ,与此同时 ,也

可将该方法应用于其他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 1 ]谢文惠 ,邓卫. 城市经济学 [ M ]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96.

[ 2 ]刘志军. 论城市化定义的嬗变与分歧 [J ] . 中国农村经济 ,

2004 (7) :58 - 63.

[3 ]周加来. 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J ] . 中

国农村经济 ,2001 (5) :40 - 44.

[4 ]林毓鹏 ,李文溥. 福建省城市化水平 :测量与分析[J ] . 福建论

坛 ,2000 (11) :53 - 56.

[5 ]戴均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J ] . 城市发

展研究 ,2003 (2) :44 - 49.

[6 ]沃纳·赫希. 城市经济学 [ M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0.

[ 7 ]Black D ,J V Henderson. A Theory of Urban Growt h [J ]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 :252 - 284.

(下转第 127 页)

78

　　　　　　　　　　　　　　　　　　　　　　　　　　　　　　　　　　　　　　　　　　城市化指标问题探析



29 - 30.

[ 6 ]李仙娥 ,王春艳. 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 [J ] .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5) :69 - 75.

[ 7 ]数据分析员.“十一五”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与产业选择比较

分析[J ] . 领导决策信息 ,2004 (28) :30 - 31.

The Study of Transferring Module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West Countryside

ZHAN G Ya2li1 , FAN Xiu2rong2

(1. Nort hwest A &F University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 , Yangling Shanxi 712100 ,China ;

2. Statistics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 Drawing lessons f rom t 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rural surplus labor’s t ransfer , in order to raising t he problem t hat

how to t ransfer t he western rural labor we must begin wit h t he actual circumstance of native area , a target t hat t he economy develop harmoni2
ously and society is stabilized , face to t he big market bot h at home and abroad , have a foot hold t he resources is in t he western , basing on t he

exploitation and using of western special resource , grow an develop t he predominant indust ry and advantage indust ry , on t he condition t hat t he

social economy can develop continually arouse an employment by indust ry development , carry out t he steady t ransfer of rural labor .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rural labor ;t ransferring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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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 G Shi2yin , ZHOU Jia2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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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J . E Stiglitz as one of t he 2001’s Nobel Prizes said t hat China will face t hree challenges , and issues of urbanization issues will be most

of int ractability ,especially t he index issues of urbanization. The text begins wit h basic concept s of city , urbanization and so on , and summarizes

t he index of urbanization and it s problems to const ruct t he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 finally , in t he basis of t he index system , we compre2
hend urbanization and inst ruc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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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 experienti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a’s regional panel data

ZHAO Wei , H 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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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Open and Reform , t he enlarging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n China aroused much at tention. This paper uses Shorrock’ s

met hod to decompose t he effect of foreign t rade on t he widening of regional economic gap . The conclusion is t hat f rom 1978 to 2005 , t he cont ri2
bution rate of foreign t rade to t he increasing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s 331 77 percent . After t hat , t his paper pointes out t he mechanism

t hrough which foreign t rade can work on t 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 h disparity. They are multiplier mechanism , technology t ransfer mecha2
nism ,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At last , t his paper holds t hat reducing t he regional disparity on foreign t rade de2
velopment can do well to t he declin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 h disparity t hus boost t he harmonious growt h among regions.

Key words :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 oreign t rade ; experiential research ;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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