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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越过 50% 的转折点。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 50% － 70% 的区间是城镇化减

速时期，因此未来中国城镇化将由加速向减速转变，这种转变将对中国城镇化趋势、城镇发展和城镇体系结构产

生重要影响。本文回顾了城镇化速度相关研究成果，简要描述了中国城镇化历史，运用多种方法预测城镇化率。

研究结果表明，2011 － 2050 年中国城镇化增速趋缓，按三种预测方法平均计算，年均提高 0． 793 个百分点，2020、
2030、2040 和 2050 年城镇化率分别为 60． 34%、68． 38%、75． 37% 和 8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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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

镇化不仅对本国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

响，曾经被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之为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城镇

化速度如何以及如何配置新增城镇人口不仅会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将对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城镇化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经

济发展: 在需求方面，城市的集聚形态相比农村分散

化形态增加了对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工业品、服
务产品需求，特别是人口向城市集聚形成“密集市

场”效应，促进了服务产业发展; 在供给方面，劳动

分工和专业化不仅扩大市场规模，也加速人力资本

积累，提高地区发展的内生比较优势，维持经济持续

增长。城镇化速度越快，向城市集聚的人口越多，意

味着需求和供给都将有效扩大，因此城镇化将成为

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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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有两个重要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城

镇化水平快速增长。从 1950 年到 2010 年，中国城

镇化率由 11． 18% 提高到 2010 年的 49． 68%，年均

增长 2． 52%，而同期世界城镇化率从 29． 1% 增加到

50． 6%，年 均 增 长 0． 93%。尤 其 是 从 1978 年 到

2010 年，中国城镇化更是以年均 3． 2% 的增速、年均

提高 0． 99 个百分点的速度处于世界最快水平。然

而，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 30% － 70% 的区间属

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其中 50%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点，30% －50%区间是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50% －
70%区间是城镇化减速推进时期( 魏后凯，2011 ) 。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这一快速推进时期，适度的

城镇化速度和经历较长的时间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

主要经验。如日本快速城镇化阶段 ( 约保持了 30
年) 年均提高 1． 14 个百分点，英国 ( 约保持了 70
年) 年均提高 0． 67 个百分点，德国 ( 约保持了 70
年) 年均提高 0． 55 个百分点，法国 ( 约保持了 98
年) 年均提高 0． 41 个百分点，美国( 约保持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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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均提高 0． 45 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化道路面临

大城市“膨胀病”和中小城市规模不经济的两难选

择。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制造业优势较为明显，工业

化促进了城市发展水平提升，但因集聚规模有限、产
业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

大吸引力，于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面临一个悖

论: 要吸纳就业，首先必须达到一定规模; 而要达到

一定规模，必须要有能力集聚产业和人口。大城市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明显，就业便利和较高收入吸

引人口流入，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导致越来越高的

“拥挤成本”，获取服务的排队成本和通勤成本极大

地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由于中小城市( 镇) 和

大城市各有利弊，因此中国城镇化道路也在两者间

犹豫不决，并不断进行调整。因此，中国城镇化道路

面临居民福利水平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
本文关注未来城镇化速度，城镇化速度如果下

降，则表明尽管中国快速城镇化阶段仍将延续，但发

展加速程度趋向减缓，城镇化人口和相关产业的空

间配置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城镇化总体战略也应当

随之发生变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重点讨论未来

中国城镇化是否仍能够按照以往的速度快速增加。
全文共五个部分: 第二部分综述城镇化水平以及城

镇化道路的相关文献; 第三部分利用多种计量方法

利用 1949 － 2010 年城镇化数据从宏观层面估计中

国 2011 － 2050 年城镇化速度; 第四部分分析中国区

域城镇特征并预测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第五部分

总结全文。

二、相关文献

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一直

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政策含义是，如果城

镇化水平相对滞后，那么政府就应当出台加快推进

城镇化的政策。通过跨国比较工业化和城镇化等多

种方法，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短期内

中国仍将处于高速城镇化阶段［1 － 2］; 也有学者持相

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城镇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镇

化，即中国的真实城镇化率已达 60% 以上，同国际

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镇化了［3 － 4］; 还有学者认为，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双加速的阶段［5］。但直到目前，城镇化滞后的结论

似乎得到更多支持，广泛见诸于报纸和杂志，同时中

国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推进城镇化，2008 年金融

危机时，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更是成为扩大内需的

重要论据。

表 1 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评价( 1990 － 2012) ［5 － 11］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

滞后论

辜胜阻 1991 IU 比、NU 比，亚洲模型 城镇化水平滞后 10 多个百分点

杜辉 1992 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偏差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 1994 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 城镇化水平滞后约 15 个百分点

俞德鹏 1994 大国模型 城镇化水平滞后约 10 个百分点

付晨 1995 114 个国家人均 GNP 与城镇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城镇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7 个百分点

孙立平 1996 修正后的人均 GDP 及其城镇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中国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同等发达程度国家 13 至 33
个百分点

叶裕民 1999 中、日工业化与城镇化比较
1997 年中国与 1965 年的日本相比，城镇化水平的差
距为 38． 2 个百分点

周一星 1999 人均 GDP 与世界下中等国家及平均水平的比较 城镇化水平滞后 12 至 14 个百分点

孙永正 2001 与同期世界城镇化进程相比较 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低 12 个百分点

王茂林 2000 工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国际比较
199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应该达到 43% 左右，滞后
约 17 个百分点

范剑平［5］ 2009 多方法比较 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的阶段

贾康［7］ 2012 综合判断
中国城镇化水平仍较低，常住人口未能享受户籍人
口相同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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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评价( 1990 － 2012) ［5 － 11］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

适合论

刘连银 1997 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比较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这些国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
后

刘勇 1999 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均模式”相比较
中国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符，仅稍显滞
后

郭克莎 2001 人均 GNP 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 中国的城镇化并没有严重滞后

李京文，吉昱华［8］ 2003 综合比较 中国城镇化水平略为滞后

周一星［9］ 2006 综合分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宜

许庆明 胡晨光［10］ 2012 沿海发达地区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比较 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

超前论

陈阿江 1997 把已经城镇化了的农村人口统计进城市人口 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50%

董黎明 1999 1990 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发展” 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 1999 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算入城市人口
1997 年中国的隐性城镇化率，加上公开的城镇化，实
际水平超过 60%

陆大道［11］ 2007 城镇化脱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 实际城镇化率偏高

资料来源: 转引自钟水映( 2002) ，《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人口研究》第 5 期。2002 年后文献由作者补充。

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城镇化是否仍处于加速阶

段还存在争议。由于学界对城镇化滞后与否的判断

缺乏明确的合理的参照体系，因此国际比较的结论

只能作为参照而不能作为政策依据。一些发达国家

城镇化实现时，经济全球化、计算机技术、生产模块

化的程度均不如现在，而且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

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情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通过

国际比较分析得出城镇化是否滞后的结论值得推

敲。自 1980 年以来，学术界的争论一直不断，目前

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城镇化道路应当多样化。从发展

趋势看，魏后凯预计今后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幅

度将保持在 0． 8 － 1． 0 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

五”和“十五”时期平均每年提高 1． 35 － 1． 45 个百

分点的增幅［12］。

三、中国城镇化速度分析

自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进程

相对缓慢，远远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 1950 至

1980 年的 30 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 28． 4%
上升到 39． 1%，其中发展中国家由 16． 2% 上升到

30． 5%，但中国仅由 11． 2% 上升到 19． 4%，30 年仅

仅提高了 8． 2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0． 27 个百分点，

中国城镇化水平远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见图 1 ) 。
这段时期，由于担心城市人口与福利对财政的巨大

压力，政府把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相关的建设

视为“非生产性”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遏

制了城市发展。

图 1 1949 － 2010 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变化

资料来源: 中国 1949 － 1999 年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1999 年后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世界城镇化率数

据来自 United Nations( 2012) 。

1978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城市产业

结构得到重大调整，制造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服务

业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发展迅速，极大地促

进了城市的发展，中国城镇化也进入了快速推进时

期。不仅城市的数量增多，而且城市现代化水平和

居民素质与生活方式也有了巨大变化。“九五”、
“十五”和“十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化率分别年均提

高 1． 44、1． 35、1． 34 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世界同期

0． 36、0． 4、0． 4 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走过了其他国家 60 年甚至需更长时期

才能实现的城镇化历程。
1990 年中后期以来， 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

至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1． 27%，已经接近

52． 1%的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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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2008 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化率超过

50%，1950 年，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3%，

但欠发达国家将要到 2019 年，城镇化率才有可能达

到 50%［13］。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

个现实问题也随之浮现: 如果说近年来城镇化快速

推进是对以往的矫正，带有一定的补课性质，那么在

接近并越过世界平均水平后，中国能否维持较高的

城镇化速度值得讨论。

四、未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预测

关于城镇化速度的预测，近年来已经形成了诸

多预测方法和模型。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类: ( 1 )

曲线拟合法。饶会林利用诺瑟姆曲线实证分析了

1949 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认为中国城镇化进

程并不符合标准的“S”型曲线规律［14］; 屈晓杰和王

理平修正了该预测模型，他们假定标准的“S”型曲

线中城乡之间人口增长率差距始终保持不变［15］。
( 2 ) 时 间 序 列 模 型。如 李 林 杰 和 金 剑 根 据 中 国

1949—2004 年城镇化水平的时间序列资料，构建城

镇化水平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和

预测［16］。( 3)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类模型。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向

城市流动，提高城镇化水平。如钱纳里指出，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结构将随之发生

大的转变，首先是工业化，即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

转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 其次是城镇化，即农村

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第
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不断增加［17］。( 4) 联合国城乡人

口比预测方法。考虑到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结果偏差

较大，下面分别使用其余三种方法估算 2020、2030、
2040 和 2050 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

( 一) 曲线拟合法

城镇化进程的 S 型曲线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 =
1 / ( 1 + Ce － rt ) ，其中，Y 为城镇化水平，C、r 均为积分

常数，C 为城镇化起步初始值，r 为百分点表示的城

镇化率增长幅度，t 为年度表示的时间。对上式进

行处理可得到最后的估计方 程 为: Ln ( 1 /y － 1 )

= lnC － rt ，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估计出相应参数( 参

见表 2) ，并推算中国未来城镇化水平。

表 2 曲线拟合法统计表

城镇化率 1949 － 2010 年 1978 － 2010 年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r － 0． 029 0． 001 － 23． 84 － 0． 045 0． 001 － 42． 59

Ln( c) 2． 12 0． 044 48． 22 1． 58 0． 020 76． 24

F 值 568． 58 1814

Ｒ2 0． 90 0． 98

图 2 曲线拟合法预测结果

利用 1949 － 2010 年、1978 － 2010 年期间中国

城镇化率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可得到表 2 中的估计

结果。运用两个估计参数分别计算了 2011 － 2050
年中国城镇化率，并将预测值绘制成图 2。从图 2
可以看出，使用不同的基期其预测结果有显著差异，

若以 1949 年为基期进行预测，则估计结果总体偏

小; 而使用 1978 为基期进行预测，则结果比较符合

当前的实际情况。
若按 1978 年基期进行预测，则 2020、2030、2040

和 2050 年中国城镇化率分别为 59． 12%、69． 5%、
78． 1%、84． 97%。

( 二) 经济模型法

经济增长无疑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通过估计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并假设其在未来保

持不变即可估计出未来城镇化水平。但是，经济模

型法相比前两种方法，误差更大。一方面，选择影响

城镇化水平的经济因素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实际进

入回归方程的因素偏少; 另一方面，经济模型的选择

也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利用经济模型往往不能直

接得到预测值，还需要知道模型中经济因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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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由此才能估计出城镇化的水平。综合起来，其

估计误差可能被放大。我们利用对数线性模型估计

了 GDP 对城镇人口的拉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估测了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模型为 LnU = aLnGDP + c，其

中 U 为城镇人口，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a、c 为待估

参数。分别采用 1952 － 2010 年、1978 － 2010 年两

个时段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进行分析，数

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但由于 1978 年后城镇化

增速较快，使用 1978 － 2010 年数据进行预测估计结

果偏差较大，因而最后使用 1952 － 2010 年数据进行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这里分析结果表明，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大约能增加 0． 19 个百分点的城

镇人口。

表 3 经济模型法统计表

城镇化率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常数项 1． 41 0． 046 30． 85

GDP 0． 19 0． 010 38． 98

Ｒ2 0． 92

F 值 1520． 05

在经济增长的预测中，大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

增长率将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世界银行估计

2011 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有所回落，2011 － 2020
年大概为 6% 左右，2021 － 2030 年为 5% 左右［18］。

有学者预测中国 2050 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呈现明显

递减 趋 势，估 计 2010 － 2015 年、2015 － 2020 年、
2020 － 2025 年和 2025 － 2030 年的实际增长率分别

为 5． 9%、5． 0%、4． 6%和 4． 1%，He 和 Kuijs、潘文卿

和李子奈等人的预测也显示同样的结论［19 － 20］。

综合各方 GDP 增长率预测结果，我们认为 2011
－ 2020 年 GDP 增长率平均大约为 6%，则城镇化率

年均提高 1． 14 个百分点; 2020 － 2030 年 GDP 增长

率平均为 4． 5%，则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0． 855 个百

分点; 2030 － 2050 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GDP 增长率平均为 4%，则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0． 76
个百分点。相应地，2020、2030、2040 和 2050 年中

国的城镇化率分别为 61． 08%、69． 63%、77． 23%、
84． 83%。

( 三) 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

这里使用城乡人口比确定城镇化率，设 I 为城

乡人口比，I = U /Ｒ，其中U 为城市人口，Ｒ为农村人

口，则城镇化率UＲ = U / ( U + Ｒ) ，将 I代入后可得到

UＲ = I / ( I + 1) 。由于城镇化率演变遵循 Logistic 增

长模型，城镇化率变动呈指数上升，设 i 为城乡人口

比的增长率，并令 i = n－1Ln ( It+n / I t ) ，则有 It+n = It
exp( i* n) ，其中 n = T － t。将 UＲ = I / ( I + 1) 代入，

则可知 it+n = ut+n － rt+n，u，r 分别为相应时期城镇和

农村人口增长率。计算过程如下: ( 1) 以1978 － 2010
年城镇和农村人口平均增长率结合 it+n = ut+n －
rt+n，计算实际城乡人口比的增长率 i1。( 2) 以联合

国《世界城市化展望: 2003》中公式 0． 037623 －
0． 02604* UＲ，计算初始状态下的城乡人口比的增

长率 i2 UＲ为2010年城镇化率［21］。( 3) 给 i1 予0． 8的

权重，给 i2 予 0． 2 的权重，计算城乡人口比的平均增

长率 i。( 4) 采用上面的 i 和 It + n = It exp( i* n) 计

算城乡人口比，其中，It 为 2010 年城乡人口比，n 为

时间间隔。( 5) 用 UＲ = I / ( I + 1) 估算城镇化率。
估计 结 果 表 明，2015、2020、2030、2040 和

2050 年中国城镇化率分别为 55． 38%、60． 81%、
66． 00%、70． 79%、75． 09%，这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

1978 － 2010 年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用了 32 年时

间; 而在此基础上再提高 26 个百分点，则需要 40 年

时间。总体上看，按照这种方法预测，在近中期内，

中国城镇化仍将呈现出快速推进趋势，并在 2011 －
2020 年间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随后城镇化速

度开始迅速下降，城镇化率年均增幅约为 0． 5 个百

分点。

五、中国城镇化速度预测综合评价

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估计，2011 － 2025 年

世界城镇化率将以年均 0． 43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其中较发达地区年均提高 0． 24 个百分点，欠发达地

区平均为 0． 51 个百分点，而亚洲国家为 0． 58 个百

分点，是未来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中国是世界

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1996 － 2010 年中国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39 个百分点，远高于世界同期

年均提高 0． 46 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在今后较长

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镇化能否继续保持这样的高

速度? 我们使用三种不同方法预测结果有所不同。
按照曲线拟合、经济模型和城乡人口比增长率三种

方法预测，2011 － 2050 年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幅度分别为 0． 876、0． 87 和 0． 627 个百分点( 见表

4，表 5) 。
1949 － 2010 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幅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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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4 个百分点，其中 2000 年以后年均增幅为 1． 37
个百分点，未来城镇化率年均增幅将略有下降，2011
－ 2050 年年均增幅将维持在 0． 6 － 0． 95 个百分点

之间，三种方法预测结果的平均值为 0． 793 个百分

点，即 2011 － 2050 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加 0． 793 个

百分点，相比中国“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

期，增幅显著下降。总的看来，中国未来城镇化率年

均增幅下降概率较大。

表 4 按不同方法中国城镇化率预测 单位: %

预测方法 2020 2030 2040 2050

曲线拟合法预测 59． 12 69． 50 78． 10 84． 97

经济模型法预测 61． 08 69． 63 77． 23 84． 83

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预测 60． 81 66． 00 70． 79 75． 09

综合预测 60． 34 68． 38 75． 37 81． 63

注: 综合预测为三种方法预测结果的平均值。

表 5 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年均增幅比较 单位: 百分点

未来城镇化率增幅 年均增幅

中国( 2011 － 2050) : 曲线拟合法 0． 876

经济模型法 0． 87

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 0． 627

综合预测 0． 793

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 2009 － 2050) 0． 477

发达国家 0． 276

欠发达国家 0． 52

资料来源: 世界城镇化速度根据 United Nation( 2010) 计算，其余
为作者计算。

六、主要结论

综合前面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随着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未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也

将逐步放慢。预计到 2050 年，按不同方法预测的城

镇化率年均增速维持在 0． 6 － 0． 9 个百分点之间，三

种方法预测结果的平均值为 0． 793 个百分点，即

2011 － 2050 年间年均增加 0． 793 个百分点。综合

预测结果表明，2020、2030、2040 和 2050 年中国城

镇化 率 分 别 为 60． 34%、68． 38%、75． 37% 和 81．
6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水平在 1978 － 2010 年间

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用了 32 年时间; 而在此基础上

再提高 32 个百分点，则需要 40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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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exceeded the turning point 50% in 2011．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50% -70% interval is the urbanization deceleration period，so the future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will be turned from acceleration to deceleration． This chang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
pact on the Chinese urbanization trend，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system struc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predicts the urbanization rate by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1 to 2050 China's
urbanization growth will slow down． If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ree kinds of forecasting methods，an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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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07 to 2010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the paper finds that trade openness is unfavorable to the out-
put growth of hi-tech zones and widens the gaps of the income structur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oles of
FDI． Furthermore，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rad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to the technical revenue for hi-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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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ve service is mainly amassed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It is more objective to ref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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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trend and features of provincial capitals' productive servic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growth chang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of the thirty provincial capitals' productive service in China and makes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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