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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年的 城 市 人 口 比 重 数 据!开 展 中 国 城 市 化 过 程 的 自 相 关 和 功 率 谱 分

析!建立了+*]+$<!1%模型&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具有<阶自相关特征"上一年的一个变动直

接影响下一年!间接影响则可达<$年之久&+*]+$<!1%模 型 表 明 中 国 的 城 市 化 过 程 在 趋 势

性上附加有丰富的随机性&对提取趋势之 后 的 序 列 进 行 功 率 谱 分 析!发 现 趋 势 性 和 随 机 性 的

背后隐含一个长度为I$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根据上述研究!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分解为三种

变动"趋势性’周期性和随机性&研究结 论 对 发 展 更 为 完 善 的 城 市 化 预 测 方 法!以 及 对 指 导

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都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城市化#城市变化#城市人口比重#自回归#谱分析#中国

文章编号"<$$$:$#;#$!$$%%$#:<$!<:<!

<!前言

!!中国的区域城市化研究存在三大困难&一是缺乏可比的基础数据&城市形态是一种无

标度现象)<*!因此无法客观地界定城区范围!从而无法客观地确定城市人口)!*&为此需要

建立科学的城市地域定义标准&由于城市定义尚未规范!加之统计方面的种种原因!我国

目前无法找到系统并且具有可比性的城市人口比重数据&二是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城市

化的动力学过程及其导致的空间结构都非常复杂!很难采用单一的方法进行研究!一种方

法往往只能从一个角度反映问题&因此需要多种方法!以便开展全方位的思考&三是对城

市化过程及其动力学机制的基础性认识尚未深入&众所周知!城市和区域都是复杂的空间

系统)I!?*&这类系统具有反直观性!而我们的判断通常限于感性认识&上个世纪后期!一

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动态模拟技术引入城市化研究!人们借助细胞自动机 $/+%’多重智能

体 $]+1%等方法模拟城市化的时空演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但是!
对于中国这种情况复杂的大国!城市化研究需要更多的探索途径&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城市化是亚洲乃至世界关注的重大

课题)&*&如何在受到上述三个方面局限的情况下!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演化分析和发展

预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任务&基础数据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圆满解决!我们只能充分

利用现有的数据资料!力求去伪存真&方法的问题虽非短期内可以完善!我们有必要通过

内涵和外延两种途径寻求对城市化动力学机制的深入认识&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研究方

法上进行力所能及的延拓!打开我国城市化探索的新的窗口&首先进行城市化时间序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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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关分析!并建立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据此解释城市化过程的趋势性和随机性#然

后借助L3DOB7O变换!利用提取趋势后的时间序列开展功率谱分析&基于L3DOB7O变换的

功率谱分析在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有人誉之为将复杂对象分解为基本要素的

一种十拿九稳的方法!该方法在人文地理研究中业已表现出自身的优势)<$!<<*&文章的研

究目标之一是分解复杂的城市演化过程!提供城市化进程分析的新的思路!并且得出一些

对我国城市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

!!趋势性与随机性"城市化过程的自回归分析

#$%!数据资料和模型的初步估计

!!接下来利用全国性的城市人口比重数据开展进一步的分析 $表<%&数据时段为<&?&
"!$$$年!其中<&&<"!$$$年的数据经过周一星’于海波的修补工作)<!*!修补的理由有

关文献已经详细论述)<!"<?*&由于局部误差对宏观分析的研究结果影响并不明显!如果采

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分析结论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后的

数据问题比较明显!而基于修补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模型参数&
表%!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的数据 "%U&U!#"""#"单位!S#

()*$%!(:12)’)/0E:,4)V-=;*)4,W)’,/4>1@1>%U&U!#""""=4,’!S#

年份 城市化水平 年份 城市化水平 年份 城市化水平 年份 城市化水平

<&?& <$5"? <&"! <%5II <&%# <%5I? <&;; !#5;<

<&#$ <<5<% <&"I <"5;? <&%" <%5?? <&;& !"5!<

<&#< <<5%; <&"? <;5I% <&%% <%5## <&&$ !"5"!

<&#! <!5?" <&"# <%5&; <&%; <%5&! <&&< !"5&;

<&#I <I5I< <&"" <%5;" <&%& <;5&" <&&! !;5";

<&#? <I5"& <&"% <%5%? <&;$ <&5I& <&&I !&5"I

<&## <I5?; <&"; <%5"! <&;< !$5<" <&&? I$5#%

<&#" <?5"! <&"& <%5#$ <&;! !<5<I <&&# I<5??

<&#% <#5I& <&%$ <%5I; <&;I !<5"! <&&" I!5!I

<&#; <"5!# <&%< <%5!" <&;? !I5$< <&&% II5!;

<&#& <;5?< <&%! <%5<I <&;# !I5%< <&&; I?5!?

<&"$ <&5%# <&%I <%5!$ <&;" !?5#! <&&& I#5!I

<&"< <&5!& <&%? <%5<" <&;% !#5I! !$$$ I"5!"

!说明"周一星’于海波城市人口修补方案有 二"一 是 从 三 普 $<&;!%到 五 普 $!$$$%#二 是 从 四 普 $<&&$%到

五普 $!$$$%&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案的数据!从<&&$年开始为修订后的结果!<&&$年以前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资料一样!参见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刻画城市’乡村人口时空转移与演化过程的动力学模型有多种形式!包括h7MQB9C模

型’*3G7OP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等等!其中最著名也最有效的是联合国模型)<#!<"*&从

联合国模型出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出城市化过程的03GBP9BH方程!因此周一星将预测

城市人口比重的03GBP9BH模型也称为联合国模型)<%*&无论根据时空动力学分析!抑或根

据理论上的考虑!03GBP9BH模型都是模拟城市化过程曲线的最佳方程!但是!并非任何一

个国家或者区域都遵循这种演化模式&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数据拟合03GBP9BH模型!饱和

值不收敛!即模型

6"’ 6@
<*$<$$(6$-<%!-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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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饱和参数6@-<$$&式中参数6$表示初始年份的城市化水平!H为初始增长率&这种结

果是不正常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某种不合理的加速问题&简而言之!如果

03GBP9BH模型拟合过程中出现饱和参 数 大 于 理 论 上 的 最 大 容 量 $<$$K%的 现 象!那 就 意

味着研究对象不属于03GBP9BH过程!不能采用03GBP9BH模型进行描述&否则!模型参数违

背事理!建模的结果没有意义&

!!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有两个备选模型"

!!一是时间的抛物线函数 6"’6$*#"! $!%
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城市化水平序列的五个控制点///五次人 口 普 查 数 据&式 中 参 数

6$表示初始年份的城市化水平!#与增长率有关&

!!其二是幂次双曲线模型 <
6" ’**&

"+ $I%

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年的城市化水平数据!式中希腊字母*’&’+为参数&
显然!式$!%和式$I%都不能用于中长期预测&

!!动力学分析表明!03GBP9BH方程隐含着一个环境约束参量!是人地协调型增长#抛物

线函数是一种无约束型增长!缺乏限制增长过程的环境参量#幂次双曲线则是一种资源掠

夺型增长///增长参量包含有破坏环境的信息&后面两种情况都属于非节约型增长!都会

因为过度地加速而导致系统的崩溃&由此可见!式$!%和式$I%都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人类社会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城市化过程作为一种自组织过程)I!<;*!当然不会允许有害

模式为时太久&事实上!由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目前正在开拓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可以想见!新型的工业化将会导致新型的城市化道路&

!!不论怎样!确定性模型的存在!都暗示一种趋势性的存在&中国的城市化存在明确的

增长的趋势!这也符合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

!!借助随机序列的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可以揭示中国城市化过程在趋势以外的变动特

征&时域分析包括自相关分析和自回归\移动平均分析!频域分析则主要是基于L3DOB7O
变换的谱分 析///谱 分 析 用 于 时 间 序 列 就 是 功 率 谱 分 析)<$*!用 于 空 间 序 列 就 是 波 谱 分

析)<<*&有关方法在地理学领域早有应用)<&*!读者也可以从有关地理学词典如*5̂5 3̂EFP:
93F的 +人文地理学词典,)!$*中查阅一些相关的概念&

#$#!BP"##过程与趋势性

!!对于 时 间 序 列 的 时 域 分 析 和 预 测!有 三 种 基 本 模 型"其 一 是 自 回 归$+D93:*7GO7P:
PB3F!+*%!其二是移动平均$]3VBFG+V7OAG7!]+%!其三是自回归\移动平均$+D93:
*7GO7PPBV7]3VBFG+V7OAG7!+*]+%&自回归’移动平均等概念最初由苏联统计学家(:
514D9PRM和英国统计学家’5c5>D47提出&’5(5,5_3X等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套完善的

建模和预测规范)!<!!!*&因此!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通常也称为_3X:̂7FRBFP模型&关于

]+’+*和+*]+建模!读者可以参考_3X等的英文影印本)!<*或者中译本)!!*了解相关

概念和具体方法&下面给出基于自相关分析的自回归模型!即+*过程&

!!序列的自相关性关系到模型预测的可靠性&如果一个时间序列存在很强的自相关性

质!则以时间为自变量建立的常规预测模型如式$<%"式$I%不再有效///这类模型可以作

为趋势判断的参考!但不能作为发展预测的工具&原因在于此时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再是白

噪声序列!或者说不再服从正态分布假设&因此!模型参数的精度较低!从而趋势外推的

置信范围过宽&在这种情况下!对时间序列本身开展自相关分析!并建立 自 回 归 模 型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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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系统演化的有用信息&

图<!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相关函数柱形图

LBG5<!-BP93GOA@P3QAD93H3OO74A9B3FQDFH9B3F$+/L%

AFN8AO9BA4AD93H3OO74A9B3FQDFH9B3F$,+/L%

3Q/EBFAUPDOWAFBCA9B3F47V749B@7P7OB7P
$A5+/LEBP93GOA@#W5,+/LEBP93GOA@%

!!中 国 城 市 化 水 平 的 自 相 关 函 数

$+/L%和 偏 自 相 关 函 数$,+/L%的 特

征如图<所示&

!!第一!+/L特征介于单边衰减和

阻尼震荡 衰 减 之 间!暗 示 中 国 城 市 化

的自回归 $+*%的阶次.可能介于<
"!之间&在.f<<的时候!+/L进

于!倍的 标 准 误 差 带 内!表 明 自 相 关

过程的间接影响可达<$年左右&剩余

的微弱影响 甚 至 达 到<#"<"年 之 久!
这意味着有可能隐含一个I$"I!年的

周期波动 $图<A%&

!!第 二!,+/L表 现 出 明 确 的<阶

截尾!暗示中 国 的 城 市 化 可 能 为<阶

自回归即+* $<%过程 $图<W%&

!!首先 利 用 城 市 化 水 平 的 时 间 序 列

$表<%!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01%!
估计出<阶自回归模型

!6"’-$5$;"*<5$!&6"-<*"" $?%
拟合优度为8!f$5&&&回归系数大于

<但近似为<!根据经典的[L检验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过程)!I*&!阶

自回归的统计参量见表!&+*$!%过程如下

6"’-$5$<!*<5?$"6"-<-$5I&$6"-!*"" $#%
实际上估计+*模型参数的方法有多种!)01方法是一个经典的框架&作为参照!借助

表#!中国城市化水平#阶自回归过程的最小二乘估计

()*$#!(:1#42/;21;)=’/;1<;1--,/4;1-=>’-/0E:,4)’->1@1>=;*)4,W)’,/4*)-12
/4/;2,4);A>1)-’-X=);1-"H6+#1-’,3)’,/;

回归统计 方差分析 NQ 11 ]1 L 1BGFBQBHAFH7L

]D49B847* $5&&" 回归分析 ! !$<<5"!" <$$#5;<I !"$#5I%; $5$$$

*1dDAO7 $5&&< 残差 ?% <;5<?? $5I;"
+NbDP97N

*1dDAO7
$5&&< 总计 ?& !$!&5%%$

标准误差 $5"!<

[DOWBF:SA9P3F <5;?I

观测值 #$

/37QQBHB7F9P 标准误差 919A9 ,:VA4D7 下限&#5$K 上限&#5$K

.F97OH789 \$5$<! $5I<< \$5$I; $5&%$ \$5"I; $5"<#

("K< <5?$" $5<I# <$5?I! $5$$$ \$5"%$ \$5<<$

("K! \$5I&$ $5<I& \!5;$< $5$$% <5<I# <5"%%

!说明"利用电子表格(XH74’统计分析软件1,11或者数学软件 ]A9EHAN等均可得到表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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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BP:SBFP97F估计法得到如下模型

6"’$5$$!*<5!#?6"-<-$5!I"6"-!*"" $"%
该模型对应的[S值f<5&<?!这表明自回归模型消除了序列相关的影响!但!阶自回归

系数$+*/%的4值达到$5<<&!置信度低于&$K!故采用)01方法的估计结果&

图!!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差分序列变化特征$<&?&"!$$$%

LBG5!![BQQ7O7FH73Q9B@7P7OB7P3Q/EBFAUP
DOWAFBCA9B3F47V74$<&?&"!$$$%

!!进一 步 地!估 计I阶’?阶 模 型 即

+*$I%和+*$?%过程&结果表明!!阶

以上的模型参数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由

此可以初 步 判 断!!阶 +*模 型 最 为 可

靠&一个间接的判据是"如果一个时间

序列是一种+*$!%过程!则可利用它的

<次 差 分 序 列 建 立 +*$<%过 程&原 因

是"对一个<阶+*过程求微 分!然 后

将变 量 离 散 化!总 可 以 得 到 一 个!阶

+*过程&虽 然 由 于 离 散\连 续 变 换 常

常导致一些参数误差!但不影响对整个

系统性质的判断&

!!中 国 城 市 化 水 平 的<次 差 分 序 列

图I!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分序列的相关函数柱形图

LBG5I!-BP93GOA@P3QAD93H3OO74A9B3FQDFH9B3F$+/L%

AFN8AO9BA4AD93H3OO74A9B3FQDFH9B3F $,+/L%

3Q/EBFAUPDOWAFBCA9B3F47V74NBQQ7O7FH7P7OB7P
$A5+/LEBP93GOA@#W5,+/LEBP93GOA@%

$即单整Lf<的序列%如图!所示!这个

序列的趋势 性 不 再 明 显&,+/L为<阶

截尾!与+*$<%过程一致$图I%&基于

差分序列建立+*$<%过程

,6"’$5!;"*$5?I&,6"-<*""
$%%

转换为原始序列表示的+*$!%过程便是

!!6"’$5!;"*<5?I&6"-<-
$5?I&6"-!*"" $;%

这个 模 型 与 前 面 直 接 估 计 的 模 型 即 式

$#%非 常 接 近!这 表 明!+*$!%过 程 符

合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实际!可以用它模

拟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的变化曲线&

!!!阶 +*模 型 与 原 始 序 列 的,+/L
似乎存 在 矛 盾!但 与 其 +/L的 特 征 存

在对应 关 系&为 了 解 决 上 述 矛 盾 问 题!
有必 要 引 入 移 动 平 均 即 ]+ 过 程 开 展

分析&

#$8!BPGB"%&&#过程与随机性

!!对 一 次 差 分 序 列 开 展 自 相 关 分 析!

发现+/L和,+/L均为<阶截尾!但+/L震荡衰减!具有 ]+$1%特征$图I%&基于差分

序列的+*$<%过程的回归系数小于<!表明模型可逆且平稳!转换为移动平均过 程 可 得

]+$1%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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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3’$
$5?I&$ %3 *$5?I&.,6"-.**

1

>’$
$5?I&>""->

! ’$5!;" <
<-$ %$5?I& **

1

>’<
$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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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常数$5#<$非常接近差分序列的平均值$5#$I!这与理论的推断)!?*一致&将模型一般

化就是

,6"’#**
1

>’$
->""-> $<$%

式中1理论上趋于无穷大&将差分还原得到+*]+$<!1%模型

6"’#*6"-<*4B@
1%m*

1

>’<
->""-> $<<%

可见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由<阶+*和高阶乃至无穷阶]+过程复合而成///]+代表一

个随机扰动过程&

!!至此可以给出自回归分析的基本结论"$<%在理论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阶

自回归加上无穷阶移动平均过程&<阶自回归暗示城市化过程的一年滞后影响!无穷阶移

动平均表示城市化 过 程 存 在 较 多 的 不 确 定 性 因 素&二 者 的 叠 加 效 应 是!阶 滞 后 的 假 象&
$!%在现实中!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直接自相关主要是上一年影响下一年!这个 -局部.性

质 $43HA4B9M%与随机性 叠 加 为 一 个 特 征 丰 富 的 变 化 过 程&如 果 考 虑 时 间 上 的 关 联 效 应!
则一个年份的某种影响可以传递到<$年之后&$I%自相关过程暗示!采用常规的回归模

型预测城市化水平的增长!其结果准确性较低!有必要结合自回归模型进行综合判断&

I!周期性"城市化过程的功率谱分析

8$%!周期性的谱识别

!!上面的建模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的动态过程丰富而又复杂!有必要分析趋势性背后

的演化行为&我们知道!复杂的时间序列通常包含有随机性’趋势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等

多种行为模式!必要时可以进行季节分解或者滤波&对于城市化时间序列!不太可能存在

季节性!但有可能存在某种周期行为&根据_7OOM的研究可知!经济上的长波节律对全球

城市增长存在明显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长波历史格局甚至与城市增长的空间格局具有动态

联系)!#*&不仅如此!在h3FNOA9B7V的长波变动过程中还存在较短时期的周期振荡乃至更

小时段的随机涨落)!"*&经济上不同尺度的波动行为都可能在城市化过程中留下烙印!问

题在于如何揭示政治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的后果&

!!对于存在明确趋势并且可以据之建模的序列!可以不必进行滤波!而是借助趋势模型

分解序列&对于本例!提取时间序列趋势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提取线性趋势!这是常规方

法#二是提取03GBP9BH趋势!这是理想方法!三是提出最佳拟合趋势 $抛物线或者幂次双

曲线%!这是现实方法&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亦即提取03GBP9BH趋势&这么做的原因有

二"其一!无论提取哪种趋势!最后的分析结果没有本质的区别#其二!从理论看和长期

看!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必将回归到03GBP9BH模式&借助表<中的数据估计03GBP9BH模型

76"’ <$$
<*%5I;%!-$5$!?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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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优度为8!f$5;;!&据此估算残差

!"’6"-76" $<I%
残差曲线如图?所示!这种变动可能具有某种周期规律&

图?!基于03GBP9BH曲线的中国城市化

水平的残差变化图 $<&?&"!$$$年%

LBG5?!*7PBNDA4HDOV73Q/EBFAUPDOWAFBCA9B3F47V74
WAP7N3F9E743GBP9BH@3N74$<&?&"!$$$%

!!接 下 来 利 用 快 速 L3DOB7O变 换 $LAP9
L3DOB7OZOAFPQ3O@!LLZ%对 残 差 进 行 谱

分析&L3DOB7O分析是积分变换的一种常规

方法!最早 由 法 国 数 学 家’物 理 学 家 3̂:
P78EL3DOB7O$<%";"<;I$%提出)!%*!在科

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L3DOB7O分析

现已成为 频 谱 分 析 的 基 本 工 具!这 种 工 具

早就被引 入 地 理 分 析)<&!!$*&中 国 城 市 化 水

平残差的 谱 分 析 结 果 表 明!的 确 存 在 一 个

周期变化特征!在频率Gf$5$I<!#的地方

出现一个 明 显 突 出 的 峰 值!其 倒 数 即 为 周

期长度Mf<(GfI!&不难根据调和分析的

LBPE7O统计量检验表检验周期的是否成立&
在LLZ过程中!序列长度:f"?(!fI!!检验周期数目9f<&在显著性水平*f$5$#下查

得临界值为

N; ’O*$:!9%’O$5$#$I!!<%’$5<;;
根据频谱分析结果!计算LBPE7O统计量得到

N’ @AX$,G,$5#
$4$G%%

*
$5#

G’$
4$G%

’ "&5$!&<!<5"<"’$5#";-N; ’$5<;;

检验通过!这意味着有&#K的把握相信周期性成立&至此得出如下结论"$<%在长期增

长的趋势背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隐含一个周期波动!波长约为I!年&考虑到LLZ算法

引起的误差!估计周期长度为I$年左右&$!%从理论上讲!如果城市化水平按照03GBP:
9BH过程增长!则从模型即式$<!%的参数值判断!不可能出现周期波动&因此!要么中国

的城市化过程不是03GBP9BH增长!要么还有导致周期的外在因素!甚至兼而有之&$I%中

国城市化过程的这种周期变动可能对单个城市人口增长具有很大的影响!或者各个城市的

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内在相关!因为具体城市如北京’天津的成长过程背后也隐

含有这种周期变动)<$*&

8$#!周期性的谱解释

!!对上述周期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国家政治经济层面的变化&从<&?&年解放至今已

经半个多世纪!其中<&%;"<&;<年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的开端!自<&?&年到转型!时段

大约I$年#此前的 -文革.爆发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此后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转轨!都可能成为触发城市化进程波动的某种契机&虽然上述因素可能引起起

伏!但是城市化过程自身的动力学机制理当更有影响&或者!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下面

重点分析内因问题&利用原始时间序列进行谱分析!建立频谱关系

4$G%/G-& $<?%
估计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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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城市化水平的43GBP9BH残差频谱图

LBG5#!*74A9B3FPEB8W79Y77FQO7dD7FHMAFN
P87H9OD@N7FPB9M3QO7PBNDA4P7OB7PWAP7N

3F9E743GBP9BH@3N743Q/EBFAUPDOWAFBCA9B3F47V74

图"中国城市化水平时间序列的频谱图$<&?&"!$$$%

LBG5"!*74A9B3FPEB8W79Y77FQO7dD7FHM
AFNP87H9OD@N7FPB9M3Q/EBFAUP
DOWAFBCA9B3F47V749B@7P7OB7P

4$G%’<5<$<G-<5%? $<#%
拟合优度为8!f$5&<; $图"%&谱指数为&f<5%?!这表明城市化过程是一种广义的<(G
噪声)!&* $如果采用国家统计数据!参数稍有区别!但规律不变)<;*%&根据关系)I$*

&’!J*<’#-!C $<"%
算得-DOP9指数J 和分维数C 为Jf$5I%!Cf<5"I&于是!阶自相关系数为负值8$!%

f!!J\<\<f\$5<"#&这表明!过去的一个增加量意味着未来的一个减少量!因此必然引

起波动&基本结论如下"根据功率谱指数以及据此转换得出的 -DOP9指数!中国的城市化

过程具有反持久性///上一个时段的增量导致下一个时段的减量!反之亦然&如果按照目

前的模式和速度!预计若干年后还会出现城市化水平的背景性起伏变化&

!!更深入的探讨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周期波动还可能与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和演化的

时空动力学特征有关$限于篇幅!有关问题将另文专论%&

?!复杂性"城市化的多重运动叠加模型

&$%!中国城市化的三种变动

!!根据上述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结果!中国城市化过程可以分解为如下三种变动"
-趋势性i周期性i随机性.

趋势性为首要特性!表现为双曲线或者抛物线!从长远看应该接近03GBP9BH曲线&城市化为

何具有趋势性!早就有比较公认的解释)I<*!至于为什么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形成一种特有的

趋势!则是需要开展动力学分析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周期性或波动性是在时

间序列中剔除趋势性之后!通过谱分析体现出来&周期性是附加于趋势性的!将趋势性剔除

之后!可以发现这种周期性&周期长度大约为I$年&随机性通过残差或者+*]+过程表

示出来&随机性伴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全程!无论剔除趋势与否!都可以发现这个随机性的

存在&趋势性反映了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力量!周期性表明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的对抗&趋

势性和周期性共同暗示了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动力学特征&至于随机性!则是最为丰富多彩

的一个方面!系统的复杂性往往借助随机性变相地表现出来&随机性反映了城市化过程的

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因素!或者叫做导致突发变动的机遇因子&由于机遇因子以及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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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城市化演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自组织过程)<;!I!*!城市管理理当考虑自组织思想&

&$#!中国城市化预测的难题

!!上述分析除了揭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些基本规律之外!还引发如下难题"如何预测未

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趋势2 我们知道!最基本的数学分析方法是!利用因果关系寻求解

释!或者借助某种现象随时间的变化进行趋势外推!从而得到所谓预测结果&对于第二种情

况!时 间 变 量 与 因 变 量 之 间 没 有 因 果 关 系!故 有 人 称 之 为 时 间 虚 拟 变 量$9B@7ND@:
@M%)!?*///这是不同于分类变量的一种哑变量&无论属于那种情况!回归分析都有一个基

本的要求!那就是序列之间没有明确的自相关性!否则分析结论和预测结果都不可靠&上述

自相关和自回归分析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具有自相关性!这种自相关性会在常规回归模

型的残差序列中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回归分析不可能给出有效的预测结果!必
须在模型中引入+*过程&

表8!中国城市化水平的6/<,-’,.预测和

线性自回归估计!#""%!#"%"年"单位!S#

()*$8!N;12,.’,/4/0E:,4)V-=;*)4,W)’,/4>1@1>=-,4<>/<,-’,.
3/21>)42)=’/F;1<;1--,/431’:/2"=4,’!S#

年份
常规非线性 线性自回归

03GBP9BH预测 预测< 预测! 预测I
统计值

!$$< I"5;; I%5!< I%5<" I%5$$ I%5""

!$$! I%5;$ I;5<# I;5$? I%5"< I&5$&

!$$I I;5%< I&5<$ I;5&? I;5<" ?$5#I

!$$? I&5"I ?$5$" I&5;# I;5"& ?<5%"

!$$# ?$5## ?<5$# ?$5%; I&5!< 未知

!$$" ?<5?% ?!5$" ?<5%? I&5%! 未知

!$$% ?!5I& ?I5<$ ?!5%! ?$5!I 未知

!$$; ?I5I$ ??5<" ?I5%! ?$5%? 未知

!$$& ??5!< ?#5!? ??5%# ?<5!" 未知

!$<$ ?#5<! ?"5I" ?#5;$ ?<5%% 未知

!说明",03GBP9BH预测参见 文 献)II*的 说 明&-线 性 自 回 归 分 别 采 用 三

个模型"预测<采用基于)01法的+*$!%模型!即式$#%#预测!采用基于

,OABP:SBFP97F法的+*$!%模型!即式$"%#预测I采用基于差分序列和)01
法的+*$!%模型!即式$;%&.统 计 数 据 来 自+中 国 统 计 年 鉴,&根 据 国 家

统计局的 资 料!!$$?年 底!中 国 城 市 化 水 平 是?IK$参 见E998"((YYY‘

E7XDF‘H3@!年鉴上有所 调 整&现 在 又 有 人 估 计!$$#年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为

?IK!看来中国城市 化 水 平 的 实 际 值 要 到 下 一 次 人 口 普 查 之 后 才 能 知 道

究竟&

!!通常的+*分析是基于线

性趋势假设的!而城市化水平

增长显然是非线性的!这就要

求我们建立更为复杂的非线性

自 回 归 分 析 模 型&方 法 是"
$<%借助非线性回归方法寻找

合适的非 线 性 常 规 模 型# $!%
利用这个模型将时间序列线性

化#$I%基于线性化时间序列

建立自回归模型#$?%借助常

规非线性模型将普通自回归模

型转换成非常规的非线性自回

归模型#$#%利用非线性自回

归模型进行预测分析&

!!然而!上述方法对于中国

的城市化水平预测却不是有效

的途径!困难在于无法建立中

国城市化水平增长的非线性数

学模 型&03GBP9BH模 型 是 理 论

意义的!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

时间序列在整体上并不服从这

个模型&双曲线和抛物线模型

可以更好地拟合城市化水平序列!但这两个序列都是 -爆炸.型的!时间序列会因为不断

加速增长而趋于崩溃!因此根本不可以用于长期预测&由于找不到恰当的常规非线性模型

作为数据线性化的转换工具!也就无法建立非线性自回归预测模型&作为参考!表I给出

了基于常规03GBP9BH曲线和线性自回归分析的预测数据&这些线性自回归分析可以用于近

期估计!但对于远期预测可能出现荒谬的结果&

!!城市化增长过程理当服从03GBP9BH模型&从动力学特征看来!03GBP9BH增长模型有一

个环境约束的减速因子&但是!借助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建立03GBP9BH模型!饱和值却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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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而且!如果城市化水平增长服从03GBP9BH模型!则当城市化水平达到饱和值的一半时

一定减速)II*&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如前所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并不服从

标准的03GBP9BH模型!只有<&;!年后经过文献)<!*修补过的数据具有03GBP9BH趋势!原

因在于赖以修补的联合国模型本身就是03GBP9BH方程&从动力学上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或

者区域的城市化过程服从抛物线或者双曲线模型!就表明城市化速度可能失控!城市人口

增长的过程可能伴随有比较严重的资源掠夺过程&中国的情况究竟如何!需要进行大量的

实地考察才能明确&令人欣慰的是!由于近年来中央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推行科学发

展观!许多地方都在实行节能减排’集约生产!不正常的增长模式将会得到纠正!城市化

也可望走上健康’合理的轨道&

#!结束语

!!中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进入了新的阶段)I?*!对中国城市化过程有多种理

论解释)I#*!但很多观点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揭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动力学特征及其演

化规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很多基础工作的支持!包括数据’理论和技术基础等

诸多方面&本文着重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开展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尝试!这些工作虽然初步!
但对进一步认识中国城市化的特征可能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文章的要点概括如下&

!!第一!通过自相关’自回归和功率谱分析!可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分解为三种基本变

动"一是趋势变动!备选模型有03GBP9BH模型’抛物线模型和幂次双曲线模型#二是周期

波动!周期长度大约I$年#三是随机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内容最为丰富!且与

城市变化的自组织过程有关&解析上述三种变动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探讨工作!限 于 篇

幅!留待今后专文论述&

!!第二!通过自相关和自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具有<阶自相关特征"上一

年的一个变动直接影响下一年///这暗示一种演化过程的局域性质!但间接影响可达<$
年之久&因此城市化的政策务必谨慎!一个失误可能在<$年之后出现不良反应!借助周

期波动!其负面效应可能传递得更远&

!!第三!通过谱分析和基本趋势分析发现!中国近#$年的城市化过程有两大数理 -特

色."一是不稳定性!即反持久性!表现为周期波动#二是不可持续性!即非节约型增长!
表现为幂次双曲线增长模式以及03GBP9BH饱和参数的不收敛&这是宏观特色之一&如何将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引导到03GBP9BH的轨道上来!是中国政府未来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致谢!作者衷心感谢两位评审专家对本文修改的建设性意见!一位专家对文章的关键性措

辞进行了把关"使得本文的语言表达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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