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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城市化的定义 、功能和发展阶段划分。城市化的目的是发展经济 , 实现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

高。结合山东省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对城市化中农村发展问题 , 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保持特色和继承发展传

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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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城市化源于工业革命 ,是工业革命以来在全球范围内

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社会发展潮流 ,也是衡量

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 ,我国城市化进程

加快 ,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 ,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

事:其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 ,其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无论是我国 ,还是一些发达国家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

中都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如环境污染 、交通拥挤 ,人口过分

集中等 。美国和加拿大在 2003年 8月 14日出现的大面积

停电造成了一些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的交通瘫痪 、航班延

误 ,据不完全估计 ,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30亿美元左右。所

以正确选择我国的城市化道路 ,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

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

本文在第二部分首先简要论述了城市化的含义 、功能

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认为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经

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第三部分简要分析了山

东省城市化进程的现状;第四部分对结合山东省城市化发

展现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几点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二 、城市化

目前关于城市化理论主要有:(1)区位理论:冯·杜能

的农业区位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克里斯托勒的城市区

位论。(2)结构理论:刘易斯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 ,费景

汉和拉尼斯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3)人口

迁移论:拉文斯的“人口迁移律”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库兹

涅茨运用丰富的统计资料证明了克拉克所提出的理论 。
(4)非均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弗里德曼的中心 —

边缘理论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 ,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

理论。(5)生态学派理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论 ,以帕克为

代表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论 ,伊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

散论 ,马世骏和王如松的生态城市论 ,钱学森的山水城市

论。

正确认识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首要问题是准确把握

城市化的含义。在 20世纪 50年代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

实证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程时首先提出城市化 ,在他

定义现代经济增长特征中包含了城市化:“城市和乡村之

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 ,即城市化的进程。”2000年 7月

举行的世界城市大会 ,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是以农村

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 ,表现在人

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

生活方式的演变 ,既有看得见的实体变化 ,也有精神文化

方面的无形转变。

国内对城市化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强调人口

的地域转移 ,认为城市化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人

口向城市集中和乡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一种强

调生存方式的改变 ,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 ,表现为乡村人口向

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它要解决的

根本问题 ,是缩小乃至消除城乡生活条件的差别 ,实现城

乡融合;一种强调城市质量的提高 ,认为城市化既表现在

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上的增加上 ,更应表现在城市质量的

提高上 ,包括城市结构的调整(产业 、经济 、社会 、空间)、效

率的提高 、功能的增强 、环境的改善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扬以及资源的集约和合理使用等 。

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聚集 、创新 、协调和辐射

的功能。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这样的
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 , 250万

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 ,使这 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 100

倍。”有学者也从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战略角度论述城市

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的重要地位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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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可以实现人口控制 ,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

些问题 。

关于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

法 ,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城市化发展在时间上的规律性主

要表现为 ,当城市化率低于 30%时 ,是城市化发展的初级

阶段;当城市化率达到 30%的时候 ,便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当城市化率达到 60%～ 70%时 ,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相对稳

定的状态。城市化演进过程呈现出“缓慢———加速———缓

慢”的阶段性特征。

从上述这些城市化的定义 、功能以及城市化进程阶段

划分中 ,可以看出:城市化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 ,人

们从事经济 、政治 、文化活动 ,为节省时间和其它资源向特

定空间聚集的过程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自然规律性的

现象。如果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审视 ,那么 ,城市化只是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通过工业转化转移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而工业化则创造了企业群落 ,需要聚集地。这

种聚集地的出现 ,就是我们所讲的城市化。可见 ,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 ,工业化 ,城市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命题 ,

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城市化 ,我们不能停留在农村人口向

城市的转移的片面认识上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所以 ,我们要

不仅从量上 ,还要从质上全面看待城市化问题 。另外 ,在

不同的阶段 ,城市化的内容和重点也不相同 ,在初级阶段 ,

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在以后阶段 ,则主要表现

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城市功能的增强。

三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状况

近年来 ,山东省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据资料统

计 ,山东现有设市城市 48个 ,建制镇 1216个 。全省以济南

和青岛为中心 ,以地级城市为骨干 ,大中小配套 ,布局基本

合理 、功能相对完善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从不同的角度

考虑 ,有不同的城市化指标 ,城市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元

复合指标体系 ,其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是一个核心的

综合指标。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山东省 2000年人口普查

时城镇人口达 3419万 ,占总人口比重的 38.15%;2001 年

全省城镇人口为 3544万 ,占总人口比重的 39.2%,比 2000

年提高了 1.05个百分点;2002年全省城镇人口为 3660万 ,

占总人口比重的 40.3%,比 2001年提高了 1.1个百分点 。

尽管该指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和沿海发达省份江

苏 、广东 、浙江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 2002年三省的城镇

人口比重分别为:41.49%、55%、48.67%。

城市的设施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人们

生活的质量 ,表 1是我国城市设施平均水平以及山东省的

平均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 ,在人均住宅面积 ,人均拥有

铺装道路面积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方面 ,山东省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 、城市燃气普

及率以及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方面 ,山东省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尤其是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上 ,全国平均为

72.3%,而山东省为 56.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5.7个百

分点。所以 ,山东省在居住环境上要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但是在居民生活质量上 ,还有一定的差距 ,值得有关部门

关注 。
表 1　山东省城市设施水平(2001)

人均住宅

使用面积

(平方米)

城市人口

用水普

及率(%)

城市燃

气普及

率(%)

每万人

拥有公

共交通车

辆(标台)

人均拥有

铺装道路

面积(平

方米)

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平方米)

全国 15.5 72.3 60.4 10.1 11.6 7.6

山东 15.8 56.6 52.2 8.8 16.0 8.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四 、问题的探讨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以系统的观点对

待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 ,本文结合山东省的城

市化进程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正确处理好农村问题 。

马克思在出版于 1858 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曾经提

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2002年山东省城镇人口

为 3660万 ,占总人口比重的 40.3%,农村人口占 59.7%,

仍然是农村人口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了山东省进行城

市化还有着巨大潜力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在城市化

进程中不能仅仅考虑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也应该从农

村找出路。浙江的温州 、台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

方 ,是城市化 、工业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 ,

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 ,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农民办的 。农

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的素质相适应 ,因而顺利地实现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加之劳动力成本低 ,产品有竞争

力 ,其客观效果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在此基础上 ,为了企

业群落在空间上的聚集 ,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城

镇。这种产业选择的成功 ,达到了工业化 、城镇化与农村

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完美结合。山东省和浙江有着不

同的环境 ,不能完全照搬浙江的经验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

获得启发 ,开拓自己的思路 。山东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自

然条件得天独厚 ,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区 ,素有“粮棉油之

库 ,水果水产之乡”之称 ,农业发展基础较好 ,所以在城市

化进程中 ,不能放弃农村已有的优势 。

在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实行的“巴伐利亚”试验 ,是

一个很好的尝试 。“巴伐利亚”试验不通过耕地变厂房 、农

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 、生活质量上而非形态上与

城市逐步消除差异 ,使农村生活条件 、生活质量达到与城

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其具体做法是:首先调整

土地 ,科学种植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次的土地整

理 、集中 ,使家庭 、合作组(小队)成员间的播种 、耕作 、灌溉

中可以相互配合 ,机械化使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农民

由农业及延伸产业中得到的收入明显提高 。其次 ,为合理

转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通过土

地整理调整出的 150亩非农用地被用来建立农村企业。

土地的整理和规划 ,还使南张楼村在农田外清晰地分为 4

个功能区:村南是工业区 ,村西是商业 、手工业区 ,村北是

文化教育区 ,村内是居住生活区。其后开展的村庄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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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这些功能区设施的配套和完善 ,放在已实现降低

劳动强度 ,满足就业岗位需求 ,提高收入水平后 ,如何使生

活条件 、生活质量达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

上。“巴伐利亚”试验不是反对“城市化”的潮流 ,在一定程

度上对“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是一种帮助。因为城市化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巴

伐利亚”试验的“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与此是一致的。

2.正确处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这也是目

前各国普遍重视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

原因。实践表明 ,我国城市化率增加 1个百分点 ,则可拉动

当年GDP增长 1 ～ 2个百分点。但是并不是我们将农村人

口转移到城市 ,就实现了城市化 ,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山东省 2002年城市化率在 40.3%,根据阶段划分理

论 ,处在加速发展阶段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 ,农村

人口大量涌进城市 ,造成城市就业压力增大 ,住房紧张 ,甚

至带来了社会稳定等问题 ,如何消化这些进入城市的人

口 ,使之真正城市化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新出版的

《2003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转轨中的城市贫困问题》指

出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变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加

速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大批城镇职工的失业和下

岗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压力的不断加大 ,使得

中国城镇就业形势不断恶化 ,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

市化不单是指城市数量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增

加等量化指标 ,它还应包括生活方式 、生活质量及价值观

的改变等各个方面 。我们要全面认识问题 ,城市化不仅仅

是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如果后继问题解决不好 ,给城

市带来负面效应有可能大于正面效应 ,甚至出现与城市化

初衷不同的结果 ,使得城市“农村化” ,即由于农村人口的

转移进入城市 ,城市人均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 。作为

一个系统工程 ,城市化过程中 ,需要加强城市化建设 ,以及

相应的制度建设 ,达到系统的协调发展 ,以城市化带动 、促

进经济发展 。

通过表 1可以看出 ,山东省在城市设施建设过程中 ,

在居民用水 、气以及公共交通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

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

量 ,改善了城市投资环境 ,而且通过刺激投资需求促进了

经济的发展 。

3.如何保持和突出特色以及继承发扬历史文化传统。

在城市化进程中 ,有的地方把城市化率当作地区现代

化的指标来追求 ,为提高城市化率 ,调整行政区划以扩大

城市管辖面积;有的城市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 ,盲目建

大广场 、大草坪 、摩天楼等形象工程 ,甚至还出现城市之间

的攀比 。这在盲目追求短期效应的同时 ,忽略了自己独有

的特点和优势。每个城市有其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 ,有

不同的环境 ,所以在进行城市化时 ,如何保持特色 ,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 ,同时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 ,是需要考虑

的重要问题 。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 、黄河下游 ,濒临渤海与黄

海 ,与发达的韩国和日本隔海相望 ,特别是烟台和威海等

地 ,有着与其发展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地理优势。渤海

湾作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3个经济区域之一 ,对全国经

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 。山东省如何充分利用地理

位置的优势 ,借鉴日本 、韩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经

验 ,探索一条适合山东省省情的道路 ,是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真正实现城市化的根本之路。

从世界城市大会对城市化的定义也可以看出 ,我们在

城市化过程中 ,也要注意精神文明方面的城市化 。山东省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素有“孔孟之乡 、礼仪之邦”之称 ,

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很多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

厚的文化底蕴 。如何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中 ,发挥这些优

势 ,继承发扬历史文化 ,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 ,这

和城市化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的 ,越来

越多的城市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 ,认识到了这个问

题。如位于鲁西的聊城市 ,是一个人口 541 万的地级城

市 ,地处内陆 ,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但是在近年的经济发

展和城市化过程中 ,重视挖掘自己独特的优势 ,根据“水中

有城 ,城中有水”的特点 ,塑造出了“江北水城”的城市品

牌 ,发展旅游业。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 ,与一定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联系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 ,我们

要科学地探索其内在的客观规律 ,并按照客观的规律 ,积

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做好城市化 ,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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