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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 兼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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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 100872)

[提 � 要] � 本文结合已有的理论和跨国数据, 分析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转变的

相关关系, 观察其中中国的特殊之处。本文也结合中国数据预测城市化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轨迹。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服从一个统计上显著的 S 型曲线规

律, 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城市化的推进, 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 促进国内消费

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在当前城市化水平下的投资率和第二产业比重

偏高, 而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协整关

系。城市化每推进一个百分点, 可以带动人均实际收入增长 2� 25个百分点。根据它们的动态关
系, 可以预计我国在 2012年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

[关键词] � 城市化; 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91�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96X ( 2011) 04- 0033- 08

一、引言

本文首先从国际经验总结整理城市化和经济增

长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进而分析中国在城市化

过程中的特殊或不合理之处。根据人均资本、人均

产出和城市化之间的动态关系, 本文也尝试对今后

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预测。

城市是指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 并且不是依靠

种植来满足粮食需求。城市的这个本质特征决定了

它的出现和发展必须依赖生产率的提高, 只有少数

农业人口可以提供全部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粮食需

求, 并且基础设施等基本的物质资本投资达到一定

水平之后, 城市才有可能出现。正因如此, 过去几

百年间, 城市化速度都很慢, 有时甚至是负增长。

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 但直到第二次

工业革命之后, 伴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

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之后, 城市

化速度才得以真正提高。20世纪是世界城市化发

展最快速的时期, 人口不但出现不断向城市集聚的

倾向, 而且有向大城市集中的倾向。比如在 1914

年,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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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万, 是美洲仅次于纽约的大城市, 占阿根廷

总人口的20%。1995年的墨西哥城有人口有1 800

万。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署人口处 ( Populat ion

Div ision, Depar 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
fairs, U N) 的统计, 到 2005年全球超过千万人口

的城市不下 20个。从 1900年到 1950 年, 世界城

市化比重从 13%增加到 29%, 而到 2005年则增长

到 50%。并且, 世界正在继续扩大城市化规模。

到 2030年, 预计有 6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
[ 1]

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 也体

现在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上。联合国

经济社会署的统计显示, 2000 年, 发达国家

( 76� 1% ) 比发展中国家 ( 40� 5% ) 城市化率高出

25� 6% , 预计到 2030 年, 这个差异将扩大到

26� 4% (城市化率分别为 83� 7%和 57� 3% )。

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 经过几十年学者

的分析,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途径: ( 1) 聚集

效应, 人口和产业聚集带来更大的网络外部性好

处, 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个解释意味着人口密

度越大, 外部性越强, 人均产出越高。很多实证研

究发现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如西科恩和赫尔 ( Cic�
cone and Hall) 采用美国地区数据发现, 劳动力密

度增大一倍, 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6%。
[ 2]

( 2) 城

市的存在需要大量交易, 从而促进了分工和专业

化。( 3) 城市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口从农

村进入城市对这部分人的知识和技能更新有很大作

用。( 4) 集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效率使用和平

均成本下降。很多经验证明了城市化和经济水平的

显著相关关系, 如亨德森 ( Henderson) 的跨国研

究表明, 城市化率与人均对数产出相关度在 0� 85
以上。[ 3]

如果以上论据成立, 那么城市化水平越高越

好。然而, 城市化水平并非天然形成, 而是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也有很

多研究, 得到认可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农

村人口相对过剩, 从而边际产出和工资很低, 城市

现代产业的边际产出和工资较高, 城乡工资差吸引

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是经典二元理论最早的看

法。( 2) 贸易发展的需要, 一些港口城市是典型

的例子。 ( 3) 政治因素, 阿兹和格莱泽 ( Ades

and Glaeser) 的研究表明, 城市能够集中地发挥

政治影响, 因此不同利益部门倾向于向城市尤其

是向首都集中。[ 4]在极权国家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 4) 城市扩张不但受所带来好处的影响, 也受到

其弊端的限制, 城市不可能无限扩大。城市化水

平至少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城市病带来的成

本和社会保障水平。[ 5] [ 6]

不考虑各个变量之间复杂的互相影响, 而只是

寻找简单的相关关系, 学者们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

水平之间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者并非是简单

的线性关系, 而是 � S� 型曲线关系。这很容易理

解, 城市化率总是在 0和 1之间, 而人均产出在不

断变大, 理论上可以无穷大。因此城市化和人均产

出之间的任何线性关系都是有问题的。美国地理学

家诺瑟姆 ( Nor tham) 最早提出了城市化水平随时

间演变的 S型曲线, 认为城市化应该经历缓慢发展

� 较快发展 � 较慢甚至停滞的三个阶段, 即城市化

都将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 其分界点为

30%和 70%的城市化率。
[ 7]
容易想到, 对不同国

家, 这个临界点应该不一样。

本文尝试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发现以下问

题的答案: ( 1)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和经济

结构转变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中国有何特色?

( 2) 在中国过去,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如何互相影

响? ( 3) 中国未来几年城市化水平如何?

二、城市化的 S形曲线估计及中国特色

笔者首先使用世界银行统计指标数据库提供的

跨国数据, 分析城市化与经济水平的相互关系。在

使用跨国层面数据进行分析时有两个潜在的困难:

一个困难在于各国对城市化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

如美国把 2 500人以上的城镇算做城市, 英国把

1 000人以上人口聚集区算做城市, 而我国则是按

照行政建制定义并统计。这个问题相当于被解释

变量的测度偏误, 对于估计的参数只是起到放大

波动的影响, 并不影响无偏性和一致性。同样,

类似这种国家间的系统性差异可以通过使用面板

数据的固定效应方法加以控制。另一个采用国际

比较的困难是, 经济水平需要换算为统一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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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对比, 这难免有换算带来的误差。这个问

题也并不严重, 原因在于相关国际机构有可比的

国际价格测算数据。

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国家是 OECD的 30个成

员国及 11 个非成员经济体。数据期间为 1960 �

2007年, 人均收入采用 2000年的不变价美元。另

一个替换指标是: 数据期间在 1980 � 2007 年, 人

均收入采用 2005 年不变价的国际元。国际元的编

制考虑了不可贸易品份额及各国间购买力平价对

比。这些数据都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测算世界平均水平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函数关系, 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采

用逻辑函数关系,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化水平的对数

修正形式, 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线性形式。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线性对数三次方程形式, 被解释

变量为城市化水平, 解释变量为对数人均收入的一

次、二次和三次形式。这两种模型的选取, 需要有

统计标准, 本文主要使用拟合优度和赤池信息准则

( AIC) 进行判断 (见表 1和表 2)。

表 1 两种统计的结果对比 ( 2000 年不变价美元)

项目
线性三次方程:

混合回归
逻辑曲线方程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lnP GDP - 0� 64 - 3� 96*** 5� 40E- 05 28� 42***

lnPGDP^2 0� 11 5� 20*** � �

lnPGDP^3 - 0� 005 - 5� 65*** � � � �

常数项 1� 27 3� 13*** 0� 040 1� 31

R2 0� 62 0� 31

AIC - 1� 43 2� 41

样本数 1 836 1 836

说明: 线性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化比率, 逻辑曲

线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 ln( u/ (1- u) ) , u 代表城市化比率。

lnP GDP 代表对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代表 1%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 ** 代表 5%范围内显著, 下同。

从表 1可以看到, 使用线性三次方程的拟合效

果要明显优于使用逻辑曲线方程, 表现为明显大的

R
2
和明显小的 A IC 统计量。这样, 下文分析经济

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相关关系时, 采用线性三

次方程形式。为了控制各国固有特征的影响, 本文

采用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分析方法, 以便于发

现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特点。

表 2 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线性三次方程

因变量:

城市化率

采用 2005年

不变价国际元

采用 2000 年

不变价美元

系数 ( t值) 系数 ( t值)

lnPGDP - 0� 754 ( - 3� 595) *** - 0� 769 (- 12� 483) ***

lnP GDP^2 0� 105 ( 4� 332) *** 0� 119 (14� 563) ***

lnP GDP^3 - 0� 004 ( - 4� 570) *** - 0� 005 (- 14� 467) ***

常数项 1� 954 ( 3� 306) *** 1� 638 (10� 999) ***

中国常数项 - 0� 128 0� 045

R2 0� 983 0� 970

AIC - 4� 66 - 3� 92

样本数 1 115 1 836

表 2是分别采用不变价国际元和美元衡量人均

收入得到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

我们更能接受使用国际元的计算。一方面, 回归统

计量 R
2 和 AIC 都显示出使用国际元的优势; 另一

方面, 使用国际元得到的结果也比较符合常识, 即

相比于世界平均,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要偏低。根据

表 2得到的系数估计量, 我们可以明确城市化水平

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方程: 即:

ur ban_ratio= 1� 954- 0� 754lnPGDP

+ 0� 105lnPGDP
2

- 0� 004lnPGDP
3

( 1)

根据式 (1) , 求一阶导数, 可以得到城市化随

着人均收入变化速度的方程:

�urban_ratio/ �lnPGDP= - 0�754+ 0� 21lnPGDP

- 0� 012lnPGDP
2

( 2)

可见,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城市化速度先加

快后减慢, 并且, 速度最大值发生在 lnPGDP =

8� 32即人均收入 PGDP = 4 090� 49 国际元左右。
而我国 2007年按照 2005年不变价计算的国际元人

均收入大约为 4 160国际元左右。从世界经验看,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如果以不变价

美元估算, 则速度最快发生在 2 700美元左右。而

我国 2007年人均收入大约为 1 823美元 ( 2000 年

不变价) , 尚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如上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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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元计算在进行国家比较时更有意义。但无

论从哪个口径计算, 我国都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

时期。

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特色, 即对应于同

样的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达 12� 8%之多! 王小鲁的分析认为如果考

虑户籍因素那么这个差异更大。[ 8] 中国的特殊历史

造成了偏低的城市化规模, 也意味着随着这些历史

包袱的去除, 城市化可能会更快推进以弥补这些历

史偏差。邓曲恒的统计显示, 各种制度放开造成了

大批的农村户籍居民转变为城市户籍居民。[ 9]

三、城市化演变中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国特色

世界的大规模城市化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

不难发现, 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共同发展的, 同时

由于人口集聚和知识创造, 又推动了技术进步和

经济增长。当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服务

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口吸引的动力。目前, 很多

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阶

段。因此, 经济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是互相影响

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产出结构与城市化之间

关系来分析中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异。

表 3分析了产出结构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使

用的数据仍是上文的 41个国家 1960 � 2007年的数

据, 为了发现二者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本

文采用二次函数形式。分析结果显示: ( 1) 投资

率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倒 U 型关系。这比较符

合理论预测, 因为随着城市化推进, 初始阶段会

促进投资和工业化, 之后经济会逐步转向服务型

经济, 这些特征会导致投资率先上升后下降。

( 2) 消费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 U 型曲线关

系, 道理和投资率正好相反。 ( 3) 净出口率随着

城市化进程而提高。

表 3 支出法经济结构与城市化间关系 ( 1960� 2007年)

项目 投资/ GDP 消费/ GDP 净出口/ GDP

系数 ( t值) 系数 ( t值) 系数 ( t值)

城市化率 � 1� 014 ( 17� 535) *** - 1� 046 ( - 12� 53) *** � 0� 116 ( 2� 047) **

城市化率平方 - 0� 855 ( - 17� 561) *** � 0� 754 ( 10� 527) *** � 0� 069 ( 1� 430)

常数项 - 0� 040 ( - 2� 352) *** � 1� 092 ( 45� 366) *** - 0� 107 ( - 6� 478) ***

中国常数项 0� 142 - 0� 247 0� 084

R2 0� 52 0� 52 0� 57

样本量 1 691 1 637 1 800

表 3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 相比于世界平均水

平, 中国的投资率明显偏高了, 高出比例达到

14� 2%。而消费率明显偏低, 偏低达 24� 7%, 净

出口比重偏高 8� 4%。这些数字和我们的印象非常
接近。

除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结构, 我们也可以观

察三次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的对应关系, 以及中国相

比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固有特点。为了发现非线性关

系, 笔者仍然采用二次函数形式进行面板数据固定

效应模型估计。受数据可得性限制, 此处使用的数

据为 41个国家 1980 � 2007年的数据。

表 4的结果显示: ( 1) 虽然二次项显著, 但由

于最低值出现在大于 100%的位置, 我们可以总结

认为, 第一产业占经济产出比重随着城市化进展存

在递减趋势。( 2) 第二产业比重存在一个先上升后

下降的过程, 城市化比重大约在 45� 2% 的时刻,

投资率开始下降。( 3) 第三产业比重随着城市化进

程有单调增加的趋势。

同时, 通过表 4 也可以看到, 给定城市化水

平, 中国的第一产业比重偏低 8� 8% , 而第二产业

偏高 6� 5% , 第三产业稍稍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0� 6%。这意味着, 中国当前可能过度重视工业发

展, 也意味着, 我国的服务业在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下并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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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产业比重与城市化间关系 ( 1980 � 2007 年)

项目 第一产业/ GDP 第二产业/ GDP 第三产业/ GDP

系数 ( t值) 系数 ( t值) 系数 ( t值)

城市化率 - 1� 066 ( - 17� 733) *** � 1� 049 ( 8� 36) *** 0� 133 ( 0� 848)

城市化率平方 � 0� 409 ( 7� 881) *** - 1� 16 ( - 10� 68) *** 0� 604 ( 4� 340) ***

常数项 � 0� 588 ( 32� 228) *** � 0� 182 ( 4� 769) *** 0� 225 ( 4� 904) ***

中国常数项 - 0� 088 0� 065 0� 006

R2 0� 91 0� 68 0� 79

样本量 1 062 1 062 1 034

四、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一) 国际经验

笔者首先通过国际经验观察城市化和经济水平

的互动关系。虽然影响一国城市化水平及经济发展

水平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但使用国际数据时很多变

量难以量化和搜集。本文使用世界经济指标数据库

提供的信息, 估计城市化与经济水平之间关系的联

立方程。第一个方程是估计人均产出方程, 被解释

变量选择人均实际美元 GDP, 解释变量为人均对

数资本存量和城市化水平, 这类似于生产函数的对

数形式。第二个方程是估计城市化水平方程, 采用

人均实际美元 GDP 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为

解释变量。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城市化与经济水平间联立方程估计

项目 对数人均 GDP 城市化率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对数人均资本 0� 466 28� 185*** � �

城市化率 4� 340 20� 127*** � �

对数人均 GDP � � 0� 018 2� 704***

二三产业比重 � � 0� 690 12� 598***

常数项 2� 301 23� 754*** - 0� 138 - 4� 668***

中国常数项 - 0� 037 - 0� 215

R2 0� 99 0� 99

样本数 1 000 1 000

根据表 5的估计, 城市化水平每提高 1个百分

点, 人均 GDP 将提升 4� 34个百分点。人均 GDP

同样对城市化有正向影响, 提高 1个百分点的人均

收入, 将提高 1� 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水平。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推动也很显著, 边际影

响为 0� 69个百分点。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
提高 1个百分点, 将推动城市化增加 0� 69个百分
点。需要说明的是, 表 5的估计中 GDP 采用了美

元单位, 可能高估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即

高估了跨国间差距。

(二) 中国的特点

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受到了明显的制度影响, 尤

其是 1966 � 1976年, 我国的城市化基本停止, 中

间还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改革开放后, 城市化

经历了快速发展, 但户籍制度仍然是一个重要阻碍

因素。1984年、1995 年的两次户籍制度改革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带动其后几年城市化速度平均每年

增长 1%左右。

由于这些历史和制度原因,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相似人均收入下, 笔者估

计我国城市化比率低于世界水平约 12%。王小鲁

甚至认为更多, 即用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

入, 和类似水平国家相比, 中国低 21 个百分点

(这和本文表 5的中国固定效应项非常接近, 但可

能由于美元单位的使用而存在夸大)。
[ 8]
虽然存在制

度影响, 但由于人口流动限制放开和以常住人口为

统计单位, 户籍制度对我们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影响已经明显弱化了。而且, 制度影响是一

个间接影响,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才具有直接互

相影响关系。我们仍然可以采用经济模型分析城市

化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因此, 本文仍以当前统计资料为分析对象, 观

察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水平的互动关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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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分析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1952 � 2006 年, 数据来

自 �新中国 55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国泰君安经济
金融研究数据库。基础数据处理如下: 人均实际

GDP 和人均实际资本存量都转移为 1978年不变

价格。

根据上文的理论回顾,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

存在一个互动关系。对于这样两个内生变量, 协整

分析是一个好的发现它们之间稳定相互关系的方

法。此时, 需要加入人均资本存量这一新的内生变

量, 三者间的线性组合关系, 类似于生产函数的对

数表达形式。对数人均实际资本存量 ( l cp )、对数

人均实际 GDP ( lr gdp ) 和城市化水平 ( ur ) 三者

的协整方程表达形式基于它们的单整阶数, 需要首

先做单位根检验。对三者的 ADF 检验结果见表 6。

表 6 变量单位根检验

项目 ADF 统计量 10%临界值 结论

人均实际 GDP 2� 20 - 2� 60 不平稳

人均实际 GDP 差分 - 6� 57*** - 2� 60 平稳

人均实际资本存量 - 0� 13 - 2� 60 不平稳

资本存量差分 - 3� 03** - 2� 60 平稳

城市化率 3� 73 - 2� 60 不平稳

城市化率差分 - 3� 79*** - 2� 60 平稳

由表 6可见, 对数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对数人

均实际 GDP 和城市化水平三者均为一阶单整过程,

因此可以对其水平项构造方程并进行协整关系检

验。计算得到迹统计量为 34� 69, 而 5%临界值水

平为 29� 68, 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假设。简单回归
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l rg dp= 0� 02+ 0� 81l cp+ 2� 25ur ( 3)

从式 ( 3) 可以看到, 城市化增长 1个百分点,

人均实际 GDP 增长 2� 25个百分点。这反映了过去
几十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均衡数量关系。对比表

5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城市化带动经济发展的程度

要小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 中国未来几年城市化水平预测

根据上文关于我国过去几十年城市化和经济发

展、资本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 可以进一步建立向

量误差修正模型, 得到动态影响关系如下:

d( lr gdp ) = - 0�049( lr gdp ( - 1) - 2�254ur( - 1)

- 0� 813lcp ( - 1) + 0� 021)
+ 0� 005d( l r gdp ( - 1) )

+ 0� 218d( ur( - 1) )

- 0� 715d( l cp ( - 1) ) + 0� 044 ( 4)

d( ur) = - 0� 003( lr gdp ( - 1) - 2� 254ur( - 1)

- 0� 813l cp ( - 1) + 0� 021)
+ 0� 075d( lr gdp ( - 1) )

+ 0� 320d( ur ( - 1) )

+ 0� 075d( lcp ( - 1) ) - 0� 0002 ( 5)

d( lcp ) = 0� 016( lrgdp ( - 1) - 2� 254ur( - 1)

- 0� 813lcp ( - 1) + 0� 021)
+ 0� 122d( l r gdp ( - 1) )

+ 0� 652d( ur( - 1) )

+ 0� 549d( l cp ( - 1) ) + 0� 010 ( 6)

式 ( 4) ~ 式 ( 6) 适当变换, 可以写成以被解

释变量水平值为新的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各内

生变量滞后项的向量自回归形式。向量自回归方程

的优点在于, 它拟合了过去信息对未来信息的预

测。根据向量自回归方程, 可以用来预测中国未来

多年城市化和人均产出。虽然理论上可以预测更多

年, 但从计量经济学的预测效能角度看, 随着预测

时间的延长, 其误差必然不断放大, 以至于若干年

后的预测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此, 本文只预测

到 2015年, 预测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城市化与人均产出水平预测 � � � 至 2015 年

年份 ur lr gd p

2007 0� 442 3� 638

2008 0� 454 3� 688

2009 0� 467 3� 740

2010 0� 481 3� 793

2011 0� 495 3� 847

2012 0� 509 3� 903

2013 0� 523 3� 960

2014 0� 538 4� 019

2015 0� 553 4� 080

表 7的预测是根据一个假设条件, 即三个变量

间依赖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拟合出来的。这个假设也

只能在短期成立, 因此笔者预测的时间较短。根据

表 7的结果, 在未来 5年左右, 城市化仍然保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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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在 2012年, 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这个预测的准确性, 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数据验

证, 根据 �中国统计摘要 2010� 的数据, 我国

2009年城市化率 46� 6% , 而本文预测为 46� 7%,

结果高度接近。
[ 10]
在未来较短几年, 参数变动有

限, 可以认为笔者的预测将有较强准确性。

五、总结

高速城市化是一个现代国家必然要经过的发展

过程, 它与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

系。世界经验证实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

统计上显著相关的 S 形曲线关系。根据这个曲线,

可以发现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

除了这个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外, 本文侧

重观察城市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中国特色之处, 并对

中国未来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本文的发现主要有

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 相比同样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的城市化

比重比较低, 这反映了中国的独特历史, 比如户籍

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滞后。同样, 这个滞后水平也

可能是中国特有的风俗习惯造成的。中国大部分人

口长期生活在农村, 并且历来有较强的故土情结,

即使开放户籍, 也未必会在短期使得农村居民完全

放弃故乡的土地和居住地, 这可以从中国当前的户

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观察到证据。从 1984年开始,

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流动, 但直到今天, 户籍制度

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革, 劳动力流动基本是自

由的, 但农民工仍然以到城市赚钱为主要目的, 而

不是为了成为城市居民。笔者发现, 2003 � 2006
年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虽然有轻微影

响, 但影响程度在大部分时候很弱。中国特有的思

乡情结可能是城市化水平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国

际上有相关证据, 比如, 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地位的

拉美国家, 城市化水平远远高出相同收入水平对应

的世界平均水平。以 2007 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为例, 巴西为 85%, 墨西哥为 77% , 最高的

乌拉圭 2000年即达到 92%。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地

区文化所导致的。因此, 上文采用跨国数据对城市

化S 形曲线的模拟结论, 更多的是寻找世界平均意

义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除了经济发展

水平外, 还有社会传统偏好、人口迁移政策、政治

特点等很多因素影响城市化水平。

第二, 中国当前城市化的质量较低, 表现为两

点: ( 1) 很多统计的城市人口并没有享受城市居民

待遇, 是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工作。根据中国国

家统计局 2010年 3月发布的 2009年农民工监测数

据显示, 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

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

为 7� 6% , 21� 8% , 12� 2%, 3� 9%和 2� 3%。[ 11] 这
些数字虽然比之前有较明显的增长, 但绝对水平还

是过低。 ( 2) 城市化不仅和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

系, 而且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的城市化

以投资和第二产业拉动为主, 第三产业和消费拉动

程度不够。本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现, 城市化

的推进, 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 促进国内需求和第

三产业发展。而我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 明显存

在投资率和第二产业偏高的特点, 而消费率显著偏

低。这两个主要特点, 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低

质量。

第三, 本文预测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仍然会较

快增长, 预计在 2012年突破 50%的水平。以上数

字可能低估, 原因在于当前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城

市化的重要性, 从而在城市化过程存在很多政府推

动。户籍制度障碍的进一步取消, 服务业的发展,

农民工待遇的提高, 都可能导致城市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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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OMMENTS ON CHINESE FEATURES

SUN Wen�kai

( School of Econom ics, Renmin U 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 ated the r elat ion among urbanization, economic g row th and str ucture by

using cro ss�nat ional data. It emphasized China�s features and fo recasted China�s future o f urbanization.

T he w orld experience show ed that the urbanizat ion follow s S�shaped curve w ith economy and China�s economy

is current ly in the fastest urbanizat ion period. U rbanizat ion play 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 ransit ion o f

econom ic str ucture. It boosts domestic consumpt ion and tert iary indust ry. Compared w ith the w o rld

experience, China has obv iously high investment rate, high ratio of secondary industr y o ver GDP and low

consumpt ion rate. W e found that there is a co�integ rat ion among urbanization, per capita GDP and capital

sto ck. Per capita GDP incr eases 2� 25% as urban rate grow s up 1%. According to the dynam ic relation,

w e forecasted that the populat ion in ur ban area w ould exceed that in rural area in 2012.

Key words: urbanizat ion;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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