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辩证思维看待中国城镇
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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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约 20%，超过美国、欧盟、

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同时

中国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广袤疆土，幅员辽阔，各地要素禀赋和资源特色

迥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媲美国际发达城市，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

部贫困山区还有众多失学儿童，城乡差距巨大，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打个

形象的比喻，今日中国相当于几个发达国家群以及若干个发展中国家群和

欠发达国家群的综合体，而且板块互动：一线城市处于城镇化成熟期，提

升优化城市空间，产业升级和服务转型迫在眉睫；二线城市处于城镇化高

速发展期，产业集群和城镇化蓬勃发展；三四线城市处于城镇化初期，工

业化和城镇化方兴未艾；广大农村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尚不发达，农业现

代化任重道远。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城镇化层次如此丰富，人口如此众多，特征

如此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城镇化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的成功，民族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

人类的成功。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是历史上的美国和今日中国面临的同

样问题，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自然现象和过程。从美国城市发展过

程来看，早期的集聚效应有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外国移

民和农村人口主要往百万人口以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移民，以纽约、

芝加哥等为代表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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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来说，这也是城市发展早期阶段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

利用集聚效应，资源向城市倾斜发展的结果。以集聚效应和大城市为主导

的城市化在发展初期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城乡差距大的问

题。 

当这些超大城市迅速膨胀，超过一定规模后，由此产生的交通堵塞、

住房紧张、工作机会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应运而生，生活和工作舒适度

开始下降，周边的中小城镇则以优美的环境、相对便宜的住房、宽松的交

通体系以及更人性化的社区生活方式吸引了更多人的青睐，成了许多城市

居民和新移民的首选。城市郊区化开始并逐渐成为主流，并最终城乡一体

化融合形成大都市区和巨型城市带，城乡差距逐步减小，地位互易，同时

在很多地方由于过度郊区化，又形成了“郊区繁荣兴旺，市中心衰落”的

新问题。 

由于早期资金和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交通的限制，美国区域发展走的是

一条“循序渐进，逐步西进”的路径。首先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东海岸

港口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纽约成为全国最大商埠和经济中心，以纽约为主

干的东北部经济核心区逐步形成，为中西部的兴起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准备

了条件。随着伊利运河和纽约—－哈德逊铁路的建成，在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鼎盛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转移至中西部，以芝加哥为代表的

中西部制造业在 1920 年达到了顶峰，但此时美国西部和南部还很落后，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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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早期缺乏资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国情，走的也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首先以深

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先行先试，初步成功后扩展至珠三角，

广东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经济发展重心。从经济特区，到沿海

开放城市，再到沿海城市带，这种从某一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突破，由“点”

到“线”再到“带”，最后到“面”的渐进式不均衡发展道路，与当年的

美国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具体国情所决定的，通

过初期的不均衡阶段性发展，渐进式到最后实现全国人口和经济均衡发展，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和客观现象。 

这种“集中资源办大事，循序渐进”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整体经济尚不

发达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有限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获得了巨大成功。

2010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结束了美国

114 年的霸主地位，实现了中国经济“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

人类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沿海地区迅速成长，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但同时也带来并加剧了沿海和内陆地区区域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随着土地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沿海地区原有的低成本发

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明显。然而，经历了 40 余

年的高速发展，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最大推动力

和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并依然生机勃勃，增长势头强劲。与欧美发达国

家相比，尽管绝对成本优势有所缩小，但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有所提高，不

仅仍保持相对成本优势，而且技术和产品差距已经缩小，同时对与中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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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中亚、东南亚、印度等周边国家已形成资金、技术和产品优势，已有

必要并有能力全面加速发展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并将部分潜力地区转

化为新兴地区，实现中国经济从不均衡到全面均衡发展的转变已变得迫在

眉睫。 

中国区域辽阔，地理特征和资源分布差异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

乡差距大，正好赋予中国足够的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大，赋予了中国经济

发展后续动力和可持续性，延长了经济高速发展周期。经过 40 余年的经济

高速增长，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基础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已成为“世

界制造工厂”。 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沿海发达地区原有以低成

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投资拉动经济成长的边际效

应逐步递减；然而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欠发达状态，仍然拥有丰

富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具备承接沿海传统制造业的天然条件，投资拉动

仍然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发展前景。利用投资拉动启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的有效性，不仅在过去 40 年在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而且也

在美国西部和南部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不仅表现在传统制造业，也

表现结合当地资源和自然特色优势而发展的新兴产业上，如国防、高科技、

养老等。 

经济发展落后的欠发达地区，通常土地资源丰富，人力成本相对合理，

自然环境大多数情况下保存较好，部分地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一张

白纸上更容易画出最美的风景”，对于新兴产业而言，欠发达地区不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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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优势和潜在的环境优势，而且历史包袱和负担较小，充分利用好后

发优势，有可能跨越农业社会和传统基础产业，将欠发达地区转换成新兴

地区，以新兴产业为主导实现跨跃式发展，后来居上。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赋予了中国大市场，使中国同时具备“低

成本、低起点、大纵深、大市场”多重属性，具备打造内部完整产业链和

经济内循环圈的潜力，而这正是中国根本性区别于“亚洲四小龙”和一般

中小国家的最大优势所在。从人口和面积看，新加坡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

市（如上海），韩国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浙江），而日本相当于中国一个

经济带（如长江三角洲）。由于人口、市场和地域的限制，一个城市很难实

现产业均衡发展，一个省份也较难构成内部经济循环圈，但拥有大市场和

大纵深的中国，具备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内部经济循环圈的梯度和巨大市场，

而低成本和低起点，更赋予了中国进退腾挪的巨大空间。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大国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中小国家的

根本区别在于，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国内内需市场和区域纵深足够

大，有潜力利用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国内实现产业内部转移和梯次产业链的

构筑，仅仅通过循序渐进发展国内市场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

增长。而小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基础产业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很难

在国内完成产业升级和内部迁移，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无法构建完整产业

链，后续发展乏力，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人口总量超过美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