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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城市性”与中国
新型城市化道路

□　程必定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区域的“城市性”，对城市化涵义作出新的认识。考察中外城市化的

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

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应
该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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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自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以后，新型城市化概念也随之出现，走新

型城市化道路也就纳入政府的决策议程和学界讨

论的热点话题。但是近十年来，什么是 新 型 城 市

化道路，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严格讲来并没有

搞清楚，而城市化在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不少 问

题，也就很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新型城市化，中国

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本 文 先 引

入了区域“城市性”新概念，对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一、区城的“城市性”：城市化涵义的新认识

我们知道，在有人类经济社 会 活 动 的 地 表 空

间，总是存在着乡村和城市两大空间聚落，乡村与

城市的特征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了城乡差距和“二

元”结构。我们 把 乡 村 的 综 合 特 征 概 括 为“乡 村

性”，城市的综合特征概括为“城市性”。城市是区

域的经济、社会、文化高集聚地，城市在 发 展 中 既

会不断提升自身的“城市性”程度，又会辐射和带

动农村发展，农村地区会逐步退化“乡村性”、生长

“城市性”。这样，整个区域就会具有“城市性”，城

乡差距会逐 步 缩 小，“二 元”结 构 也 会 逐 步 消 解。
显然，“城市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

标志。
由此可以认为，所谓区域的“城市性”，是表示

一个区域在发展中形成的综合特征巳具有城市的

某些特征，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 化 乃 至 制

度、管理及观念等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二元”结

构走向消解。在这样的区域，人们在乡村生活，也
会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这样的区域就是具有“城市

性”的区域。
显然，“城市性”是城市 化 的 本 质 特 征。引 入

“城市性”这个概念，可以从新的视角理解城市化

的深刻涵义，给城市化定义作出这样的新表达：即
所谓城市化，是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城
市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以区城“城市性”概念给城市化 定 义，突 出 了

城市化的演变主线。中外城市化发 展 史 表 明，提

升“城市性”是 任 何 国 家 或 地 区 城 市 化 的 演 变 主

线，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 村 地 区 和

城市地区的“城 市 性”都 处 于 不 断 提 高 的 发 展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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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农村地区，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 口 向 城 市

的转移，重要的是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会逐渐转型，
“乡村性”会逐步弱化乃至消失，“城市性”会逐渐

生成乃至不断提升。在城市地区，经济 社 会 文 化

持续发展，城市本身的“城市性”也会逐渐提升，这
种提升既表现为城市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又表 现

为对周 边 区 域 带 动 力 和 辐 射 力 的 持 续 增 强。这

样，城市化的发展会不断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形
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城市化地区。

以区城“城市性”反映城市化的本 质 特 征，对

更新城市化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城

市化理论所主张的，是城市的“单一”发展，由此而

出现了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只强调农村人口向 城

市的转移，忽视农村地区提高“城市性”的可能性，
有人甚至提出“农村消亡”的主张。实际上，只 要

有农业的存在，农村是不会消亡的，农村所消亡的

是它的“乡村性”，成 长 的 则 是 它 的“城 市 性”。二

是只强调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忽视了城市本 身

“城市性”的提升，有人甚至认为，当城市人口比重

提高到 很 高 程 度，比 如８０％以 后，城 市 化 就 会 中

止。实际上，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城市化还会持续

的，因为“城市性”的提升是不会中止的，只要人类

不停地追求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城市性”的提

升就不会中止，中止的应该是追求城市“单一”发

展的城市化模式。
实际上，中外学界已经注意 到 城 市 化 发 展 的

这种特征，有些学者对城市化的解释，与提升区域

的“城市性”很有相似之处。比如，美国著名社 会

学家Ｌ·沃恩强调城市化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深刻

影响，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生活方式向 城

市生活方 式 发 生 质 变”①。日 本 著 名 社 会 学 家 矶

村英一拓展了城市化的涵义，把城市化分解为“形

态的社会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 城

市化”②。美国 城 市 规 划 学 家 约 翰·弗 里 德 曼 的

见解更为深刻，提出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
即既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

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逐渐转化 为

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即物化的实体性城 市

化过程，又包括城市化文化、生活方式、价 值 观 在

农村地区的扩散过程，即抽象的、精神上的城市化

过程。弗里德曼称前者为城市化Ⅰ，或 狭 义 的 城

市化；后 者 是 城 市 化Ⅱ，或 广 义 的 城 市 化。③ 在 我

国，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强调城镇化，认为“城 镇

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④；１９９９年我

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

语》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

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 村 人

口转 化 为 城 市 人 口 及 城 市 不 断 发 展 完 善 的 过

程。”⑤ 可以看 出，上 述 这 些 对 城 市 化 涵 义 的 经 典

性解释，都与区城“城市性”概念有着近似或相同

的涵义。

二、两种城市化发展道路

将“城市性”引入城市化的内涵，对 城 市 化 发

展模式 或 发 展 道 路 就 会 有 新 的 认 识。概 括 起 来

说，自城市化出现以来，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
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一）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 路，即 通 过 农 村 人 口

不断向城市转移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 道 路。
反映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志

是人口城 市 化 率，即 城 市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自１７６０年产业革命推进城市化的起步以来，世界

城市化主要是走这种发展道路。
人口转移 型 城 市 化 普 遍 出 现 的 一 个 突 出 现

象，是城市规模快速扩展，城市数量 逐 步 增 加，尤

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都发展很快。
由表１可见，在１９００－１９８０年间，世界５０万以上

人口的大城市数增长９．７倍，人口增长１４．９倍，
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数和人口数则增长更 快，分

别达到１５．３倍和３２．４倍！人口城市化虽然会推

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却出现了 两 个

严重问题：一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

国家造成了农村的衰退；二是“城市病”的普遍出

现，发达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环境问题，发
展中国家“城 市 病”的 突 出 表 现 是 贫 困 问 题。如

今，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促使人们对城市化发

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城市化发展道路也逐渐 开 始

转型，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化道路：结构转换型的

城市化道路。
（二）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区域经济、
社会、文化乃至管理与空间布局等结构转型 而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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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结构转换型城市

化程度的核心标志是区域的“城市性”，即区域的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

构向城市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当人口转移型城

市化 发 展 到 一 定 程 度，即 人 口 城 市 化 率 达５０％
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大面积地出现。

　　表１ 世界５０万以上人口大城市数量及人口增长

城市规模

（万人）

１９００年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８０年

城市数量

（个）
城市人口

（万人）
城市数量

（个）
城市人口

（万人）
城市数量

（个）
城市人口

（万人）

全
世
界

５０－１００　 ３８　 ２５００　 １０９　 ７３００　 ２５１　 １７４００

１００－２５０　 ８　 １２００　 ５９　 ８７００　 １５６　 ２４００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２　 ８００　 １２　 ４０００　 ４２　 １３４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　 ７００　 ６　 ３４００　 ２１　 １４９００

１０００以上 － － ２　 ２３００　 ６　 ７６００

小计 ４９　 ５２００　 １８８　 ２５７００　 ４７６　 ７７３００

发
达
国
家

５０－１００　 ２４　 １４００　 ６８　 ４５００　 １２１　 ８４００

１００－２５０　 ６　 １０００　 ３８　 ５４００　 ８１　 １２１０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２　 ８００　 ９　 ３１００　 ２０　 ６１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３　 １８００　 ６　 ４５００

１０００以上 － － ２　 ２３００　 ３　 ４０００

小计 ３３　 ３９００　 １２０　 １７１００　 ２３１　 ３５１００

　　　资料来源：帕尔·帕洛克：《就业与大城市前景》，载联合国《国际劳工评论》，１９８２年１０月。

　　显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

化过程中孕育的，如果说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城

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么，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

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对于人口转移型城市

化发展道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是一种新型的

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化的发展由单一追求人口城

市率化的提高转向区城“城市性”的提升。
考察率先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发展史可以

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过程中，区
域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空间布局和区域管理等许

多方面，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人口城市化

率超过５０％时，这些变化开始凸现。因为城市化

发展到这个水平，城市在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已 上

升到主体地位，不仅是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
区域，同时也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

导的新阶段，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 乃 至 观 念 上

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从而不 断 提

升区域的“城市性”，改造区域的“乡村性”，乡村地

区开始逐步地向“城市性”转型。在这种情 况 下，
虽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还会持续地向城市 转 移，
但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开始减缓。特别是工业化快

速发展对交通运输条件的革命性变化，铁路网、公
路网乃至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的形成，大大地

提高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可达性，城市 的 一

些产业向区位更好的集镇转移，一些集镇乃 至 乡

村在经济、社 会、文 化 乃 至 观 念 上 开 始 向 城 市 转

型，在城市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乡村的城

市化，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也就进入了结构 转 换

型城市化的新阶段。
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根据英国自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产业革命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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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深刻地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

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 城

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

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是王公的营垒，看 作

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
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

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 的

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

化。”⑥ 马克思在人类城市化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

的“乡村城市化”，就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既是

对英国这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概括，也是对城 市

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乡

村城市化”，意 味 着 乡 村 乃 至 区 域 己 具 有 较 高 的

“城市性”。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展出

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城市之间空间结构的变化，出现

了都市区、城市群等城市化地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发生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交通运

输快速化、经济社会生活信息化的发展，以更便捷的

方式密切了相邻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经济发展联

系，形成了规模不等但“城市性”程度很高的城市群

或城市化地区。特别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自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有普遍发展。比如，地
域广阔、人口流动自由度很高的美国，到１９６０年就

形成了２４个人口稠密的都市区或城市化地区，每个

都市区都有一个核心城市、数十个中小城市，以及几

十个在核心城市１小时行车距离范围内的郊区，覆
盖了美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全部人口。由表２可

见，在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期间，除了匹兹堡和布法罗两个

都市区的人口负增长外，其余２２个都市区人口都有

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无论增长快慢，中心城区人口比

例都很低，最低的是亚特兰大，中心城区人口比例只

有１３．９％，最高的休斯顿，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也没有

超过一半（４９．４％）。人口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之外，
说明美国的区域“城市性”程度高，是典型的结构转

换型的城市化。同美国一样，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不

少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的城市

群、城市带或都市化地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已逐渐

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普遍现象。
以上简要回望可以看出，结 构 转 换 型 城 市 化

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相比，结抅转换型城市化 有

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结构转换型城市化 是 在 人 口 转 移 型 城

市化基础上形成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城市化

　　表２ 美国２４个都市区人口分布变化（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都市区名称
郊区数

（个）

１９９０中心

城区占都市

人口比例

（％）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都市人口

增長率（％）

都市区

名称

郊区数

（个）

１９９０中心

城区占都市

区人口比例

（％）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都市区人

口增长率

（％）

亚特兰大

明尼阿波利斯

圣路易斯

华盛顿

匹兹堡

迈阿密

圣弗郎西斯科

波士顿

底特律

辛辛那提

丹　佛

西雅图

１２
２１
２６
２８
３５
２３
２５
２８
２９
２３
１１
１２

１３．９
１４．９
１６．２
１５．５
１８．０
１８．５
１９．６
２０．０
２３．５
２５．１
２５．３
２６．２

１７８．６
６６．３
１８．０
９６．０
－１４．５
１０７．２
３２．５
１０．９
１６．５
３５．６
９８．９
７８．２

布法罗

克里夫兰

堪萨斯城

巴尔的摩

洛杉矶

费　城

芝加哥

达拉斯

纽　约

密尔沃基

圣地亚哥

休斯顿

１７
１８
２３
１４
３２
３６
３０
１４
３７
１８
１４
１０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７．８
３０．９
３０．９
３２．６
３８．２
３９．４
４０．５
４３．９
４４．５
４９．４

－９．０
１．９
５０．７
３７．９
６７．２
１１．８
１７．２
１３５．６
２２．５
１９．９
１４１．０
１６５．６

　资料来源：Ｗｉｌｌｉａｎ　Ｌｕｅｙ，Ｄａｒｉ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Ｃｏｎｆｕｎｔｉｎｇ　Ｓｕｒｂｕｒｂａｎ　Ｄｃｅｌｉｎ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ｔｒｏｐｖｌｉｔａｎ　Ｒｅｎｅｌｒｎｌ　Ｉｓ－
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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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级阶段，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高 级

阶段，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具有向结构转换型城 市

转变的必然趋势。
第二，区域“城市性”的提升是广域性的，是城

市化的“泛 化”发 展，与 人 口 转 移 型 城 市 化 的“极

化”发展相比，这种特征反映了城市化的社会进步

性，会逐渐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淡化区域“二

元”结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乃至

管理体制，都会发生与以往不同的结构性变化，会
实现如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从而提升国

家和区域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第三，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 直 接 推 动 力 是 工

业化，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不仅有 工

业化，还有信息化。因为信息化具有“压缩”时 空

的功能，可从快速、广域地通达要素的 空 间 联 系，
比工业化更有力度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

市化转型。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现代 社 会，结 构

转换型城市化将呈上升趋势。

三、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２０１０年中国人

口城市 化 率 为４９．９５％，已 达 到 人 口 转 移 型 城 市

化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的“转折点”。在这种

情况下，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市道路，就是一

个必须作出科学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在我国，人口转移型城市化 还 会 大 规 模 地 持

续，但将逐渐弱化，不再成为城市化的主流。
人口转移 型 城 市 化 在 我 国 还 会 大 规 模 地 持

续，首先是因为我国乡村人口比重还很高，人口转

移型城市化的发展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还会 有

大批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其次，中 国 工 业 化

的任务还远末完成，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大量劳 动

力，主要來自农村，对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仍有巨

大的拉动力。第三，从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看，农
业经营规模会不断发展，农业就业人口会大幅 度

减少，又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要 向

城市转移，对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仍保持巨大的 推

力。因此，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在中 国 还 会 持

续地走下去。
然而，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 道 路 在 中 国 会 逐

渐弱化，首先是因为农村人口过多、过快地向城市

集中，会造成城市发展的新问题，为避免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出现的“城市病”，有必要在规

模和速度上适度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 移，人

口转移型城市化也就会逐渐弱化。其 次，农 村 发

展出现的新因素，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会 产 生

“粘性”，一些已转移 到 城 市 的 农 村 人 口 出 现 了 向

农村的“回流”，也会导致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的趋缓，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就会逐 渐 弱

化。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人口转移型

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也 在 发

生，从而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减缓人口转

移型城市化的发展势头。当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步上升到城市化的主 流 地

位，相应地，人 口 转 移 型 城 市 化 道 路 就 会 逐 渐 弱

化，不再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流。
（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

础上形成的一种高级形态的城市化发展道 路，基

本标志是区域“城市性”的提升。这种城市化已在

我国局部地区出现且逐渐强化，将成为中国 城 市

化发展的必然趋向。
一般地说 来，人 口 城 市 化 率 达 到５０％时，就

会出现结抅转换型的城市化。由于我国区域差异

明显，城市化水平也同样存在着区 域 差 距。如 在

２０００年，北京、天津、上 海 和 辽 宁、黑 龙 江、广 东６
省市的城市化率就超过５０％，到２０１０年，又有吉

林、浙江、内蒙古、江 苏、福 建、重 庆、山 东、海 南 等

８省（市）区的人口城市化率超过或接近５０％。很

显然，尽 管 我 国 人 口 城 市 化 率 在 总 体 上 未 达 到

５０％这个“转折点”，但局部地区早在２０００年就进

入或接近进入了这个“转折点”，开始出现结构转

换型城市化。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社 会 发 展，结 构

转换型城市化的区域范围会逐渐扩展，发展 水 平

会逐渐提升，从而会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流。
从对人口转移型和结构转换型两种城市化道

路在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乃至未来的 较 长

时期内，两 种 城 市 化 道 路 会 在 我 国 持 续 并 存，显

然，这是一种“双轨”并存或“二元”发展的城市化

道路。相对于我国过去那种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

市化道路，这种“双轨”并存或“二元”发展的城市

化道路，就是我国今后及未来时期应该走的 新 型

城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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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化发展历史进程的考察可

以发现，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 类

型，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

型的城市化道路，三是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 存

的“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三

种类型的城市化道路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条件下

出现的，并且具有不同的社会发展特 征。表３是

这三种类型城市化道路基本特征的比较，由表 可

见以下特征：

　　表３ 三种类型城市化道路发展特征比较

人口转移型 结构转换型 “双轨”发展型

推动力

人口流动

空间结构

城市化率

区域“城市性”
区域产业结构

劳动力就业结构

工业化

由农村向城市

集中而极化

３０％以下

程度低

Ⅱ＞Ⅰ＞Ⅲ
Ⅰ＞Ⅲ＞Ⅱ

工业化＋信息化

农村就地兼有城市向农村

相对分散而均衡

５０％以上

程度高

Ⅲ＞Ⅱ＞Ⅰ
Ⅲ＞Ⅱ＞Ⅰ

工业化＋信息化

流动与就地并存

集中与分散兼有

５０％以上

程度较高

Ⅲ＞Ⅱ＞Ⅰ
Ⅲ＞Ⅱ＞Ⅰ

　　第一，从城市化的推动力看，人口转移型城市

化是由工业化单一推动的；当社会进入信息化 时

代，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共同作用，推动着结构转换

型城市化的发展，当然也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

的巨大推动力。
第二，从人口流动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农

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而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人

口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会就地

实现城市化转型，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为追求更好

的生活环境会向郊区或农村地区流动；“双轨”发

展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较为复杂，既有人 口

转移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又有结构转换 型

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是人口转移和就地转 型

的并存。
第三，从城市的空间结构看，人口转移型城市

化的空间分布是集中而“极化”，结构转换型城市

化的空间分布是相对分散而“泛化”；“双轨”发展

型城市化的空间结构则两者兼有，出现协调发 展

的空间新格局。
第四，从城市化率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生

在城市 化 率 比 较 低 的 情 况 下，城 市 化 率 一 般 在

５０％以下；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发生在 城 市 化 率

比较高的情况下，５０％的城市化率是这 种 城 市 化

的起点；“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只有在结构转换型

城市化发生时才可能出现，一般也是出现在城 市

化率超过５０％的发展阶段。
第五，从区域“城市性”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

是集中而“极化”的空间结构，区域“城市性”程度

比较低；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相对“泛化”又相

对均衡的 空 间 结 构，并 且 出 现 城 市 化 地 区，区 域

“城市性”程度比较高；“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因为

具有两者的共同特征，区域“城市性”程度会高于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但又低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
总体上仍具有较高程度的“城市性”。

第六，从区域产业结构特征看，由于人口转移

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第二产业处于 快 速

发展期，产业结构大体上是第二产业大于第 一 产

业，第三产业尚处于后进地位；由于结构转换型城

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第三产业 在 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会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会 大 幅

度下降，产业结构大体呈现出第三产业高于 第 二

产业、第二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的结构特征；“双

轨”发展 型 城 市 化 也 是 工 业 化、信 息 化 的 共 同 推

动，产业结构也会出现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 的 相

似特征。
第七，从就业结构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生

在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占多数的情况下，就 业

结构也具有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第二产 业 小

于第三产业的特征；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发 生 在

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就 业 比

重会大幅度上升，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大 幅 度

下降，就业结构就会出现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又大于第一产业的特征；“双轨”发展型

城市化的就业结构虽然也保持人口转移型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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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某些特征，但是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为主，
所以，就业结构大体上与后者相似，即第三产业大

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大于第一产业。
从以上比较可清楚地看出，“双轨”发 展 型 或

“二元”发展型城市化是符合中国情、更适应未来

发展趋势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走出单一的人口 转

移型城市化道路，积极发展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走向人口转移和结构转换并存的“双轨”发展型或

“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

道路的转型方向。
需要指出的，“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并不是“双

轨”并重的城市化，而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逐渐弱

化、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逐渐强化的发 展 道 路。一

方面，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在我国发达地区呈增 强

之势，并将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另 一 方 面，中

西部地区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正加快发展，将 会

逐次进 入 结 构 转 换 型 城 市 化 阶 段。更 为 重 要 的

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所产生的对人口转移的 吸

纳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人口的就地 城

市化转型，对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具有一定的替 代

性。这样，从总体趋势看，“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

路是以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为主导的，必然成为 我

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
“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虽然是我国城市化

道路的转型方向，但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城市 化

道路，演变方向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 化。根 据 发

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经验，当我国城市化率达 到

７５％左右时，结 构 转 换 型 的 城 市 化 将 会 取 代“双

轨”发展型的城市化，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道

路的新型形式。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城 市 化 发 展

道路将会出现逐步升级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 是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双轨”发展型城

市化，第三阶段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从１９４９到

２０００年的５０年 间，是 处 于 人 口 转 移 型 的 城 市 化

阶段；从２０００年 开 始 向“双 轨”发 展 型 城 市 化 转

型，大体也要经过５０年左右，在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立１００周年即２０５０年前后，我国城市化率将会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进入新的、更加高级的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阶段。而现阶段所 面 临 的，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向“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

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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