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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当前太湖流域城市化再推进和人口再分布的新态势与新问题 , 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发达地区城市化再推进和人口再分布
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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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 是我国经济最

发达的地区之一, 也是我国城镇密集、区域城市化水平较高

的地区。进入21 世纪以来, 太湖流域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的进程中, 郊区化趋势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和此前的人口

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态势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如

何针对这些新变化、新特点 , 促进城市化再推进和人口再分

布, 已经成为进一步提升该地区整体实力和水平的关键。

1  太湖流域城市化再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1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明显滞缓的劳动力非农化转移  

有关研究表明, 当人均GDP 达到1 000 美元左右时, 产业结构

的变化将出现转折。2006 年全国人均 GDP 超过24 000 元人

民币, 而太湖流域所辖的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

和上海市人均GDP 为57 310 元人民币, 按当年汇率计算, 约

为7 000 美元, 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照钱纳里发展模型来评价[ 1] , 太湖流域处在工业化加速发

展的第3 阶段。这种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新趋势必然伴

随着城乡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新态势。可以认为太湖流域城

市劳动力转移的重心, 已经由郊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

移, 转变为城市劳动力的“三产化”转移[ 2] ( 表1) 。

  表1 太湖流域三次产业比重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年份
GDP

亿元

增加值比重∥%

一产 二产 三产

从业人员

万人

就业比重∥%

一产 二产 三产

1990 1 540 11 .30 60 .35 29 .15 2 291 .32 27 .04 48 .17 24 .79

1995 5 803 6 .50 57 .30 37 .10 2 321 .65 21 .15 48 .40 30 .45

2000 10 193 4 .75 51 .93 43 .32 2 290 .65 20 .90 43 .19 35 .91

 注 : 资料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 2001) 、《江苏省统计年鉴》( 2001) 、

《浙江省统计年鉴》( 2001) 。

  但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太湖流域农村劳动力的

非农化转移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快速推进而加速。

相反, 这一过程趋于滞缓, 人口城市化更加滞后于产业非农

化。表1 表明, 1990 ～1995 年的5 年时间里, 农村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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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转移的比例高达5 .89 % , 平均每年变化1 .18 % 。但在

随后的5 年内,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比率仅为0 .25 % ,

平均每年变化0 .05 % , 速度明显减慢。

1 .2  非农业人口迅猛增长与隐性城市化  太湖流域城市化

过程是农村城市化和区域内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发展相结

合的类型 , 非农业人口在近10 年一直呈增长趋势, 特别是苏

州、常州等市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图1) 。2003 年全

流域总人口达3 686 .7 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为1 890 .7 万

人, 非 农业 人口 占总 人口 的 51 .3 % , 其 中上 海最 高, 达

74 .6 % ,苏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为

40 %～50 % , 而嘉兴、湖州等地 , 非农业人口比重还 不到

30 % 。城市化水平相对于上述地区的工业化和非农化水平 ,

表现为明显的显性化滞后。

在显性城市化明显滞后的同时, 由经济发展必然拉动城

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 必然存在隐性城市化现象[ 4] 。

据典型调查,1995 年苏南农村隐性城镇化人口占农村总人口

比重约为40 % ～70 % , 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0 % ～50 % [ 3]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非农化的继续推进。

图1 太湖流域1990～2000 年非农业人口增长情况

1 .3 城市人口的郊区化扩散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 由于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变革, 大量市区内的工业企业外迁, 特

别是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城市居住区的空间结构

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不少大城市出现了城市人口的郊区化现

象。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 太湖流域城市的核心城区人口

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市区的人口分布重心由核心城区向边缘

城区、乡镇转移。以郊区化较明显的上海市为例, 在1993 ～

1999 年的6 年时间里[ 3] , 近郊人口增加了39 .68 万人, 增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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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12 .91 %( 表2) 。

随着城市郊区化的进一步发展, 市中心区域的“空心

化”、边缘农村地区的“稀疏化”和中间地带的“密集化”也将

进一步继续。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心城区消费力的下降 , 也加

大了城市交通的负荷, 增加了市民的通勤成本 , 影响了城市

的良性发展。

  表2 上海中心城区人口的变化(1990～2002) [3] 万人

地区 人口减少数 人口增加数 人口增减合计

中心城核心区 50 .920 3 6 .782 0 - 44 .138 3

中心城边缘区 42 .675 3 72 .546 7 +29 .871 4

合计 93 .595 6 79 .328 7 +14 .266 9

1 .4 城市等级规模的优化与城市间的无序竞争  目前, 太

湖流域大、中、小城市发展到24 座, 其中特大城市4 座( 上海、

杭州、无锡、苏州) , 大城市2 座( 常州、镇江) , 中等城市10 座

( 江阴、张家港等) , 小城市8 座( 武进等) , 形成了以上海为中

心, 沿沪宁、沪杭铁路和大运河分布的巨型城市带, 初步构

成了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内的相对

完善的城市体系。

由于行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城市之间的无序竞争一刻

也没有停止过。城市与城市之间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导致城

市经济的无序发展 , 影响了大城市与特大城市集聚功能和辐

射功能的发挥, 因而难以形成城市体系的整合优势。

1 .5 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模式的新变化与农民

贫困问题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建设试点和撤乡建镇

等工作的开展, 政府行政决策的“自上而下”的扩散力和市场

机制调节的“自下而上”的集聚力不断增强, 发达地区的农村

城市化已经形成“乡村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相结合的发

展模式, 大量的农村亦工亦农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人口, 有

力地推进了发达地区的城市化。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上述地区乡镇企业纷纷进行结构调

整与改制, 大批原已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失去了

原有工作。同时, 对于很多农民而言, 非农化的利益驱动亦

大大减弱。另一方面, 在乡村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过程中 ,

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从级差地租转移中获得相应的补偿 ,

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贫困问题。这些现象均不符合

农民的根本利益, 近年来上述地区务工农民逐年回流、非农

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正是这些问题的反应, 加大了农民“离

土又离乡”的难度。

2  新形势下太湖流域城市化再推进和人口再分布战略构想

2 .1  世界城市化的新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

界。各国、各地区、各大城市之间, 经济、金融和贸易越来越

相互渗透、相互依存, 特别是国际投资和贸易的迅速扩大和

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展 , 大大促进了全球城市化进程。世界经

济的知识化将对城市发展的条件、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功能

和城市间相互关系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从城市发展条件

看, 营造高等要素所需的创新机制和空间环境是城市乃至区

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也是取得竞争优势的主要环节; 从城

市产业结构看, 中心城市的经济基础将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变

为第三产业; 从城市功能看, 城市除了继续保持生产、生活功

能外, 还应具有强大的还原功能和陶冶功能; 从城市空间布

局看, 高新技术产业将对城市的空间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

从城市相互关系看, 城市间的的竞争依然存在并且日趋复

杂, 但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将越来越重要; 从城市生态环境

看, 生态城市建设将成为未来城市的主流。

2 .2  信息化推进城市化战略 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阶

段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 , 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地区应坚持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 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和促进信

息化, 推行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的模式, 实现发达地

区的跨越式发展; 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 ,

加快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 在管理、制造、设计、营销等全

方位利用信息技术, 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 扶持中小科技民

营企业, 使之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 加快信息城市建设, 推进

电子政务、电子商务; 建立区域性高校—研究所—企业( 特别

是中小科技型企业) —政府—金融机构的互动合作、科技创

新与产业开发的网络平台, 以信息化水平提高城市经济发展

的质量。

2 .2 城市现代化战略  总体而言, 城市化可以分为初始城

市化和再次城市化2 个阶段[ 5] 。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再推进 ,

属于城市化的第2 阶段, 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城市现

代化内涵极为丰富, 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城市功能现代

化, ②城市经济现代化, ③城市设施现代化, ④城市生态环境

现代化, ⑤城市文化环境现代化, 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制

现代化。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相互协调

的、开放的有机系统。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发

展的高级阶段, 所反映和要求的是城市发展质量方面的提高

过程, 是城市经济高效益化、城市社会文明化、城市环境优质

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 也就是城市经济现代化、城市社会现

代化、城市环境质量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 的集合[ 6] 。

笔者认为, 在科学规划指导下的城市建设是城市现代化的重

要物质条件; 贯彻“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原则, 最大

限度地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需要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

保证; 首先要考虑人这一重要因素, 其次要考虑环境因素, 还

要考虑人与环境因素等重要问题 , 实现全体市民由传统人向

现代人转变是推进我国发达地区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具体措施有: ①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 着力提高市民素质 ;

②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塑造高雅的城市文化形象; ③以

“园林城市”为建设目标 , 优化城市生态系统; ④高起点规划

城市, 提高城市建设水平。

2 .3  以集中城市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  以系统理论

分析, 城乡一体化可看作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

5 大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就其基本内涵来说, 城乡一体化

是一种在现代条件下城乡互补、融合、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的过程, 也是一种城乡关系进入互补、融合、协同发展为基本

标志和理想状态的目标模式。作为一个发展过程 , 城乡一体

化表现为城乡地域之间诸要素的交融与协同发展[ 7] 。目前 ,

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具备了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的物质条件和

环境基础。

发达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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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中城市化为重点, 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 以中心镇和

中心工业园区为聚核 , 建成若干具有“聚核—吸引子”功能的

集镇群和园区集群, 加速推进郊区城市化; ②强化郊区城市

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功能的深度开发, 特别要注重

在农业非农产业化的有机延伸上开辟新的就业岗位, 加速发

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再转移; 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高度重视集约发展, 以工业集约化和农业现代化为重心, 加

速实现郊区经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转型。

2 .4 大都市群( 带) 城市化战略 由于大都市带具有强烈的

“枢纽”功能和“孵化器”功能[ 8] , 大都市经济圈作为一个现代

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逐渐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

从我国大都市群发展形态来看, 环渤海超大城市群、长江三

角洲超大城市群、辽中特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超大城市群

的人口密度大, 城市连绵发展, 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发达地

区应充分利用大城市特有的空间优势和集聚效应吸引产业

和人口, 主动加强与各周边城镇密集区的横向关联, 构建与

城市密集区之间的现代化、系统化通讯信息网络, 增强接受

来自周边城市密集区的辐射和推进力。

同时, 要突破城市发展“单打一”的集块化定势, 将多种

类型的城市化相互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特大城市—中心城

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网络体系, 树立网络观 , 积极

响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城市分工的新格局, 从垂直分工逐

步向水平分工, 形成城镇体系的大开放格局。采取“网络带

动, 整体推进”的区域空间开发模式, 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 推动城市化的总体发展。努力将太湖流域建设成以上海

为区际中心 , 苏州、无锡、常州和杭州为两翼的城市群体系 ,

整体带动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2 .5  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的城市化与非农化协调发展战略  

现行的城乡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 当前我国各种制度

均建立在农村居民直接依附土地的条件下, 因此制度因素强

烈影响着城市化进程。现行的产权制度使农民受困于土地 ,

企业受困于冗员, 不利于城乡迁移的发展; 现行的户籍管理

制度也限制了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效转移, 加剧了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隐性城市化现象; 长期倾斜的就业体制, 也限制了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 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多元结

构。这些制度均人为的为城市化设置了障碍。因此, 必须建

立有利于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体系, 从技术创新与经济实

绩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城市化的进程及未来的发展

趋势, 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制度[ 9 - 10] 。应逐步打破长期实行

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化管理体制, 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消

除过度担心城市化发展对现有城市, 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冲

击心理;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引导、调控和加快城市化发展

和建设的步伐; 修订城市化方针和标准, 如修订《城市规划

法》、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等; 要逐步建立

完善的“城保”、“农保”和“镇保”体系, 并且在政策设计上要

充分考虑“三保”之间的转换与衔接,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

吸引农民离开土地, 离开农村 , 加快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正在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解决这个关系全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的惟一出路, 就

是改变以物质资源投入为主要支撑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发

展新经济即发展知识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在城市化进程中 ,

不应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而应注重城市化与生态建设并

举; 要切实贯彻环境优先的发展观, 坚持“污染者付费”、“治

理环境, 重在治本”并举, 以保全生态系统为重心, 加速推进

城乡有机融合的生态化建设。

3  结语

为促进城市的发展, 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战

略。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 信息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

础, 发达地区只有依靠创新, 大力发展高科技 , 加快信息化进

程, 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 促进人口合理再分布, 才

能在未来社会激烈竞争中站得住脚 , 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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