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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地大物博，小城镇众多且地区

差异明显的现实，小城镇公用设施合理规模受到经济

社会和自然条件、小城镇类型、小城镇位置、城镇体

系，以及分工与市场范围等诸多因素影响。由于小城

镇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均衡过程中，所以小城镇公

用设施规模经济效应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产生

的相对概念，不应囿于单一指标确定的规模标准。

一、引言

合理确定小城镇公用设施规模是确定小城镇规

模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小城镇理性发展的重要依

据。小城镇公用设施规模过小将会制约小城镇经济发

展，直接影响城镇功能的正常发挥，而规模过大又会

造成资源的浪费或者规模负效应。因此，科学判定小

城镇公用设施规模是否满足现实或潜在发展需求是一

个很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目前，各界对城镇是否存

在最佳规模仍存在着争议，多数观点认为从宏观层面

上较难求出准确的最佳城镇规模，但就某一具体指标

而言，城镇似乎又存在某一最优规模。对此我国学者

俞燕山（2000），王小鲁、夏小林（2002），冯云廷

（2005）、俞勇军（2005），宋戈，李静（2007），

李晓燕、谢长青（2009），谢长青、钱文荣（2009）

等进行了量化研究。或许是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

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其实，寻找城镇单一指标

的最优规模在理论上或许是可行的，但实践中，城镇

规模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条件和城镇体系多种因素

影响，合理规模的选择往往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认识到这一点，对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和推动新农村

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共同因素与非共同因素的影响

小城镇公用设施合理需求规模受一些相关因素影

响，这些相关因素可分为共同相关因素和非共同相关因

素。影响水、电、通信等设施需求规模的共同相关因素

主要是小城镇性质、类型、地理区域位置、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小城镇居民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例如，

工业型小城镇比旅游型和文化中心型小城镇公用设施需

求大；同为工业型小城镇，重工业比轻工业型产业结构

需求大。再如自然环境看，北方地区小城镇冬季对供热

的需求超过南方。

此外，小城镇公用设施合理水平还与一些非共同因

素相关：给水设施供水规模与水资源状况、居民生活习

惯相关；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合理水平与环境保护要

求、当地自然条件和水体条件相关；电力设施电力负荷

水平与能源消费构成、节能措施等相关；电信设施电话

普及率与居民收入增长规律、第三产业相关；防洪设施

防洪标准主要与洪灾类型、所处江河流域、邻近防护对

象相关；环卫设施生活垃圾量与当地燃料结构、消费习

惯等情况相关。综上所述，研究小城镇公用设施规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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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和定量化指标，应根据不同设施的不同特点，分

析共同和非共同相关因素。

三、不同功能分类的小城镇公用设施的需求

不同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试点示范小城镇的类型划分，

四类不同功能分类的小城镇发展中对公用设施的需求结

构也不尽相同。一是综合型小城镇。这类小城镇一般为

县驻地镇，公用设施条件较好。在该地区小城镇中，其

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并有较长发展历史，这类小城镇对

公用设施规划建设要求较高水平，以适应和满足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城镇的发展需要。二是特色产业型小城

镇。这类小城镇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形成特色主导产业。

例如生态旅游型小城镇，在形成主导产业中，除其生态

旅游资源外，公用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环保公用设

施起了更为重要作用，同时对这些设施的要求也更高。

三是工业主导型小城镇。这类小城镇因工业发展为主导

产业，交通、水电、通信等公用设施均需有超前发展的

较好基础。四是商贸流通型小城镇。这类小城镇为促进

工贸或边贸发展，交通、通信、市场等公用设施需要有

较好基础和较高水平。正如学者周一星提出的“中国

城市的经济效益与城市规模之间只是一种弱的正相关关

系，城市经济效益主要不决定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决定

城市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不是

城市规模”。小城镇产业不同，小城镇合理公用设施的

需求不同。

四、小城镇级别差异对公用设施的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小城镇人口规模、自然

条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公用设施差别很大。小城镇

公用设施供给规模可分为三个等级层次。一级镇：县驻

地镇、经济发达地区3万以上镇区人口的中心镇、经济

发展一般地区2.5万以上镇区人口的中心镇二级镇：经

济发达地区一级镇外的中心镇和2.5万以上人口的一般

镇、经济发展一般地区一级镇外的中心镇、2万以上镇

区人口的一般镇、经济欠发达地区1万以上镇区人口县

城镇外的其他镇。三级镇：二级镇以外的一般镇和在规

划期将发展的建制镇。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一般地区应重点抓好

县驻地镇中心镇建设，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别，把经济发

达地区的中心镇公用设施供给水平划为一级规模小城镇

要求，有利于一些条件好的中心镇逐步向小城市过渡；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抓中心镇建设实际上就是抓县城建

设。一个县一般仅宜设1~2个中心镇，二级规模镇除少

数规模较小的中心镇外发展基础较好的一般镇。三级镇

为二级镇外的一般镇和有可能成为建制镇的乡镇。后者

公用设施供给水平划为三级镇要求，有利于其从乡镇向

建制镇过渡。

五、城市群网络对小城镇规模的影响

每一个小城镇都处在一定的城镇体系中，不能脱离

城镇体系的分布特征来谈论城镇的最优规模。城镇体系

是由金字塔式的多级城镇组成的，它们的规模不同，级

别不同，主要功能不同，在城镇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也不

一样。各级城镇的功能是与它们的规模相对应的。小城

镇发展的集聚和扩散活动不但与其镇域范围有关，而且

也与临近更大的区域范围密切相关，城市与小城镇，县

城镇与中心镇，中心镇与周围一般小城镇均密切相关。

这就要求为其服务和促进其发展的公用设施要有最佳的

区域共享范围，并结合最佳的区域共享范围考虑优化配

置。

（一）近郊紧临型小城镇

紧临大中城市中心城，位于大中城市近郊小城镇，

其发展依托城市公用设施，小城镇公用设施本身是城市

公用设施的组成部分，并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一并考虑。

其统筹规划区域范围即城市规划区范围。

（二）远郊、密集分布型小城镇

这类小城镇多处在距中心城相对较近，沿主要交通

干线等较集中分布的城镇密集群之中，区域公用设施现

状与规划联建共享条件较好，并在区域城镇群经济社会

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该类小城镇公用设施规模较大、

技术较先进，发展要求较高，因此，城镇公用设施区域

统筹规划更有必要。

（三）独立、分散型小城镇

因距大中城市中心城距离较远，又无连片发展可

能，一般多为不在密集城镇群中的县（市）域城镇体系

的小城镇，部分为偏远、边远小城镇。其公用设施统筹

规划的区域范围应按如下原则考虑：一是涉及共享公用

设施的统筹规划区域范围为县（市）行政区域规划范围

内的，在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统筹规划。二是涉

及较大区域公用设施统筹规划区域范围的，宜为上一级

所属行政地区或跨行政地区城镇体系规划划定范围。 

六、分工与市场对小城镇公用设施的影响

新兴古典经济学者廖伯伟和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

将斯蒂格勒（Stigler）、科斯（Coase）、杨格（Allyn 

Young）和张五常等人的厂商规模无关论发展为全部均

衡模型。模型证明了分工具有网络效果特性，如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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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劳动市场在企业内发展，每个工厂就会雇越来越

多的人，因此生产力和厂商规模会同时增加。但是如果

分工通过产品和服务市场在工厂之间发展，则每个工厂

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工厂种类增加，工厂规模缩

小，而生产力上升。厂商规模无关论意味着，如果劳动

的交易效率改进得比产品交易效率慢，则厂商平均规模

随分工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而变小。

以上理论启示我们，可以将分工理论推广到小城

镇公用设施的规模分析。小城镇规模也与小城镇内部与

小城镇之间的产业分工水平有关，可以说如果分工通过

市场发生在城镇内产业和企业中，则每个小城镇就会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要素，小城镇规模将不断扩大，规

模收益就会增加。但是如果分工通过产品和要素市场发

生在各个小城镇之间，则每个小城镇内的企业和产业越

来越专业化，将使小城镇规模缩小，但生产力上升。这

种由分工水平发生的范围不同而对小城镇规模的影响的

情形同样受小城镇产品市场范围的影响。假定随着小城

镇经济的发展，最初时市场范围越小，例如仅满足小城

镇镇区或镇域市场需求，则分工容易发生产在小城镇内

部，则小城镇规模将有扩大趋势，但随着小城镇市场范

围的扩大，镇内产品供应到省内外或全国市场，则其分

工水平会因市场扩大不断加深，这种分工水平会由小城

镇内部发展到小城镇外部，这时，小城镇的规模扩张就

会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于缩小。因此，分工与市场是

影响小城镇公用设施规模的重要因素。

七、结语

我国地大物博，小城镇众多，地区差异明显，小

城镇公用设施合理规模受到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小

城镇类型、小城镇位置、城镇体系，以及分工与市场

等因素影响。由于小城镇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均衡

过程中，所以小城镇规模经济效应是在特定的社会经

济背景下产生的相对概念，小城镇的发展不应局限于

静止单一的标准。这些启示我们：一是在确定小城镇

最优供给规模时，不能搞一刀切和同一个模式。在制

定标准、发展规划上需区别对待，避免发展中的“停

滞不前”和“冒进”现象，要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和

资源共享。二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吸纳非农人口，加

强小城镇公用设施建设。考虑到无论公用设施还是人

口规模当前我国小城镇规模总体小于适度规模，规模

不经济现象较为突出。因此，要制定政策鼓励有条件

的农民到小城镇居住，提高小城镇人口聚集水平，通

过扩大小城镇规模分担公用设施成本。三是避免公用

设施重复建设，力求从区域视角进行共享共建。鉴于

公用设施具有较强的外溢性，投资额巨大，沉淀资本

又多，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特点，各级政府必须统

筹规划公用设施建设，避免重复建设。同时，还要考

虑城镇群对小城镇的幅射和影响，特别是城镇密集区

小城镇公用设施的共享共建问题。这对于提高供给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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