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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化实践对我国西部城市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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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而且使人

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革。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情不同，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城市化模式有很大

差异，但也有值得学习的经验。  

  一、国外的城市化实践  

  (一)日本是由政府引导的城市化。日本的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

当时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956～1973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城市化进入

加速期，并于1975年达到75.9％，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

重要指导作用。为保证城市化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

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二)德国是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德国是个封建割据的国家，在各个狭小的诸侯领地上

只能发展小规模的中心城市，统一后的德国采取平衡发展政策。2001年，德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高达96％，城市化水

平高达95％以上。德国的小城镇战略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德国产业政

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功能明确，经济异常发达。市

政管理实行市政经理负责制，市政经理由市民聘任，统管城市管理中的日常事务。这种管理体制融服务、经营、收益

于一体，把城镇资源的开发和经营作为市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围绕服务和开发来聘用管理人员，真正把“该管的事管

好”。  

  (三)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城市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两个

大三角形地区，其经济发展、投资和城市人口增长一直保持全美领先。根据1990年的人口规模划定的全美十大城市中

有六个位于西南部和东南部。其中，绝大部分城市都兴起于毫无人烟的荒原之上，超越了农业开发阶段。如，亚利桑

那、新墨西哥等，区位极为不利，经济基础薄弱，然而，它们竟能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美国发展最快的十个州之

一。20世纪50年代，太平洋沿岸各州和俄克拉何马、德克萨斯等州仅用10年就步入工业成熟阶段，而按常规则需要一

代人的时间。1980年，美国西海岸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四)韩国通过“新村运动”实现城市化。从1970年开始，韩国政府开展了著名的“新村运动”，开创了农村

向现代化推进的“韩国模式”。“新村运动”是因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而出现的，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

大，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

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农民整体脱贫，城乡差距缩

小，1988年，农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

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

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

城市扩展，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

多的社会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到2000年，韩国的城

市化达到100％。  

  二、我国西部城市化进程存在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较低，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截止2006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43.9％，东部地区为

54.12％，西部地区仅为35.72％，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水平。并且城市体系发育不全，据统计，2005年西部城

市仅有171座，占全国城市总量的25.8％，其中，大、特大和超大城市15座，仅占全国同类城市总量的10.79％，中心

城市竞争力不足，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发展的作用。  

  (二)城市建设投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雪地、高山、沙漠、戈壁等不适宜人类居

住的地区占了很大比重，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明显处于劣势，很多地方不具备城镇建设的条件。加之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低，由此导致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乏力，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吸引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难以从根本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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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就业，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三)工业化水平低，城市仍以外延扩展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经济快速发

展，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西部地区缺乏区位优势，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开放较晚等原因，使西部工业化水平落

后于东部。到2005年，西部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8％，东部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1.3％，而东部

第二产业的产值大约为西部地区的5倍，西部城市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  

  (四)城市化的内生动力不足，城市竞争力低。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资源诱导成为城市发

展的最直接动力。城市化发展中过分依赖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而忽视高级人力资源、知识、技

术与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发展。然而，在实际竞争中，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本因素往往造成资源配置没有效率。

低端化的路径依赖，是造成城市竞争力低下的因素之一。  

  三、国外城市化的实践对我国西部城市化的启示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分析可看到，政府的政策调控对城市化的发展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城市化中的最大作用是生成、催化与提升市场力量。借鉴德国的市政

管理经验，结合我国西部的实际，政府应根据城市功能对城市环境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中可用来经营的资

源和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以实现这些资源和资本最大化与最优化使用，从而实现城市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

性循环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健全城市体系，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美国西部开发，超越农业开发阶段，是以城市为先导的开发模式，

这在边远地区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我国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密度较低，难以在广大地域同时进行开发，

我国西部开发历史远较美国西部悠久，但长期停滞于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待转移的农村人口

太多。因此，不宜沿袭传统开发模式和分散渐进性的农业垦殖，应超越传统的农业开发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

重点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目前，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本地区最

具发展前景的城市群，具有明显的聚集性、扩散性、高效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并增强兰州、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

综合功能，将其变成各省及周围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并将其中有条件的城市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商贸、文化、

科技、教育、金融、旅游中心，使它们成为本地区传播经济信息和高新科技、吸引外资及融通国内资金的枢纽和经济

能量聚合裂变的加速器，辐射和带动周围地区中小城市群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通过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民

族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途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使每个大城市周围分布三到五个中小城市作为卫星城。如把西宁、银

川、包头、呼和浩特、榆林、延安、安康、宝鸡、咸阳等作为卫星城发展为中等或大城市。三是积极发展多层次的小

城市和小城镇。西部地区小城镇数量少、层次低，加快西部城市化的进程，应积极发展小城镇，以扩大西部投资需求

和消费要求。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高起点搞好小城镇规划，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小城镇。  

  (三)加强对“三农”的保护和扶持力度。城市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韩国的“新村运动”将农

村发展、工业繁荣与公民精神改造并高度融合，这给了我们以启示。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改变城乡差距过大的局

面，努力使农村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要整合各类资源和力量，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为重点建

设“三村四化”，即以小康村、文明村和和谐村为目标，以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住房新型化、社会和谐化，山

区以农业产业特色化、道路房屋整洁化、村风民俗文明化、团结互助和谐化为途径，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挖掘潜

力，实现农村与城市同步发展。  

  (四)促进城市内涵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纵观国外的城市化过程，无一不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

程。产业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要素聚集规模及城市人口规模。因此，必须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适应

城市化建设的需要，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为城市化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为促进城市化进程，西部地区应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一是在城市产业布局上，要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作为城市建设和

产业集聚互动的连接点，是承载城市工业布局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充满活力的产业群。如，煤化工产业

群、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产业群、绿色生物资源加工产业群等。二是在产业选择上，要大力发展“两型产业”，加快发

展现代制造业，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重视信息咨询、物流配送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又要注重零售、餐饮等传

统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使西部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三是在发展方式上，

要以推进信息化为依托，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信息化城市建设。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需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过去陈旧的规模扩张、外延拓展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一条全新的质量提升、内涵丰

富、品质拓展的城市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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