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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是国家发改委下属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秘书长、研究员，作为中国较早提出要发展都市

圈的学者，参与过多次国家区域的宏观规划，王建称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国家发改委做规划的背景

资料。 

 

   1992年，王建带领课题组开始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3年帮原国家计委做九五

规划背景资料，王建提出了2010年建设9大都市圈的想法。这一设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很多

人以为这将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方向。但让王建沮丧的是，随后国家制定的城市建设规划是要走小

城镇的道路。都市圈的想法成了彻底的少数派。 

 

   2005年，到为十一五区域规划做背景资料时，王建完成了一份 《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的

报告。报告再次提出了要建设都市圈的设想，都市圈的数目也从9个增加到在2030年建设20大都市

圈。 

 

   到了今年年初，囿于2008年年底的次贷危机影响，中国也在重新思考增长模式的问题，经济

增长原有动力消失之后怎么办？建设都市圈再次成为王建建议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去年以来获批的

多个区域性规划也与都市圈有关，只是名称为 “城市群”。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强调要以城市化作为中国新的增长动力？ 

 

   王建：我们可以看到，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国内方面，是新

世纪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爆发性需求，引导的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国际方面，是新全

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但次贷危机之后，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国内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发达

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这个比例仅占15%，因此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

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而世界贸易方面，尽管美国

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中国出口不可依赖。 

 

   这个情况之下，未来创造中国经济的新的高增长动力，既不能寄希望于一些短期的小措施，

也不能幻想新全球化在中期内就恢复到以前的磅礴气势，而是要踏踏实实、不畏艰险地解决中国的

分配结构问题。推动城市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成因不在体制而在战略选择，因此只要改变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工业化优先”转向“城市化优先”，就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

从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入手解决分配关系问题比较，从加快城市化步伐角度切入，不仅遇

到的阻力小，而且会见效快。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从城市化角度切入，阻力会小，见效会快呢？ 

 

   王建：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



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工业化是为城市人口生产商品，因为农村居民可以以自然

经济生产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业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

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 

 

   但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

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

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过去前30年，为了重工业的高积累，国家不让农民进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搞的是离土不

离乡，进厂不进城，搞就地工业化，也不搞城市化。原因是当时中国农民剩余人口压力太大，为了

快一点把工业化搞出来。 

 

   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当时中国还很穷，没有资金可以投入。甚至上世纪

90年代前半期中国也还不是很富裕。到90年代后半期，特别到了现在，中国才真正富裕起来。现在

我们有大量剩余资本，2008年的数据显示银行的存贷差达到了17万亿。既然农村有过剩劳动力，城

市有过剩资本，我们为什么不将两个组合让其形成生产力呢？而城市化正好可以把两者连接起来

了。 

 

   经济观察报：与都市圈相比，城镇化这种城市化的路径有何不妥吗？为什么一定要建设都市

圈？ 

 

   王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小城镇为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但小城镇和小城市的人均占

地水平要远高出大城市，以20万人口的小城市来说，2002年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60平方米，如

果未来还要新增8.5亿城市人口，也按人均160平方米计算，需占用2亿亩以上耕地。 

 

   城镇化是以镇为主的。西方国家搞城镇化，比如美国，才3亿人口，我们有15亿人口，人家搞

镇没问题，我们所有土地都搞成城镇，就没有土地吃饭了。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

都市圈之所以为圈，是指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都市圈的单

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比中、小城市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

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

小城镇内地也占2/3。所以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对象扩容，就是主要在内地增加城市人口，

但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 

 

   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

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城镇化对中国来说是错误的倾

向。如果这个原则不明确，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是盲目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建设多少个都市圈比较合适？ 

 

   王建：我在《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报告中曾指出，由于中国地形地貌决定，中国在未来

建立的都市圈必须主要在东、中平原地带，可以建20个。每个都市圈可容纳5000万城市人口，每个

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4～5万平方公里。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导致都市圈形成的时间也是不同的，我们把人口3000万、GDP产出

8000亿元的都市圈称为 “发展型”都市圈，人口5千万、GDP产出4.5万亿元 （按到2030年GDP年均

增速8.5％，都市圈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75％，GDP占85％计算）的都市圈称为“成熟型”都市圈，

这样就可以排出20大都市圈的发育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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