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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倪鹏飞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历了大

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中

国城镇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城市

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经济实现
了快速发展

1978 年，全国只有 193 个城

市和 2000 个小城镇。经过 1978—

2002 年撤乡设镇、撤县设市和撤

行署设市的数量扩张，1992—2013

年开发区建设热潮、新城区建设热

潮和撤县市设区热潮的规模扩展，

2002—2018 年都市圈、城市群、城

市带的集群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中，

总体城市格局以聚集为主要特征，

近些年出现了局部扩散的现象，大

都市周边城镇、二线城市和中部地

区城市正在加速发展。

40 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

镇人口惊人聚集，市民生活发生了

质的变化。经历 1978—1995 年的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缓慢提升的城镇化前期、1996—

201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加速提升

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提升的城

镇化中前期、2011—2018 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放缓和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加快提升的城镇化中后期，1978

到 2017 年，中国城镇人口从 1.7

亿增长到 8.1 亿，实现了人类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

转移。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343 元提

高至 2017 年的 36396 元，人均寿

命由 1978 年的 68 岁提高至 2017

年的 76.5 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从

1982 年的 7.57 年上升至 2016 年的

8.5 年。

40 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

镇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升

级。中国城镇经济 40 年来经历了

三个阶段：1978—1995 年乡镇工业

突起，外资流入工业企业，形成了

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1996—

2013 年外资和城镇建设共同带动

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

为主导的城镇化；2013 以来城镇化

对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形成了

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化。40 年

间，城镇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 10% ；

1988 年，城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

国的 50% 左右，到 2016 年超过了

80% ；1978 年，全部城镇公共财政

收入只有 584 亿元，到 2016 年，地

级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达 53364

亿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

1978 年的 57.5% 下降到 2015 年的

29.7%。

40 年的城镇化，城镇空间快速

扩张，城镇环境日新月异。空间扩

张是城镇发展的基本保障，经历了

四个阶段：1978—1992 年各地小城

镇建设热潮导致的城镇空间加速拓

展，1992—2003 年各类功能区建

设推动城镇空间快速拓展，2004—

2013 年综合功能新城新区建设推

动城镇空间加速拓展，2014—2018

年以存量空间开发为主的旧城改造

导致的城镇空间拓展的减速期。从

1978 到 2016 年，中国城镇空间即

建成区面积与城镇建设用地分别增

长了 7.44 倍和 7.88 倍。与此同时，

1981 年末全国城镇公园绿地面积只

有 2.2 万公顷，2016 年末达到 65.4

万公顷。轨道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1978 年末全国仅北京有

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 23.6 公里，

2017 年末有 32 个城市开通了轨道

交通，线路总长度达 4484 公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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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外，现代化的电讯、信息、互联网、

物联网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

气的公用基础设施不仅在城市普及，

而且在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也形

成了网络化体系。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大规

模快速城镇化进程，是我们党在经

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领域开拓创

新和艰辛探索的结果，其中积累的

许多宝贵经验，为中国将来的城镇

发展和世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

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总结改革

开放 40 年来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最

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

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 40 年城镇

化进程中，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城市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引擎。保持中国城市的持续发展，

建设高质量的中国城市，就要坚定

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不动摇，提高新型城镇化

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

道路。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

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0 年来我

国的城镇化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通过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不断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城市

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

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不断满足

城镇居民的需求，提高城镇居民的

生活质量，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首先，

市场经济主体的涌现是城市经济发

展的前提。过去 40 年间，从国有

企业放权让利的承包责任制改革，

到建立和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企业

的经济主体地位不断明晰并受到保

护，大量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形成

了推动城镇发展强大而持久的内驱

力。其次，市场体系的完善为城镇

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 1979—

1993 年间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其后的

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至

2003 年，我国城镇当中的一般商品

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都实现了市场

配置和市场定价。随着市场经济体

系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

素市场化程度愈益加深，市场在城

镇经济当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

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再次，

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为中国城镇的

发展提供了保障。政府逐步转变职

能向市场让渡配置资源的空间，激

发和释放了城市的市场活力；政府

提供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打破了城镇发展的瓶颈；政府凝聚

各方智慧形成顺应规律的发展战略

决策，整体上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

进程，促进了城镇的经济繁荣。

四是坚持扩大开放。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在全球信息技术革

命与发达经济体成本上升的背景下，

跨国公司纷纷将技术和附加值较低

的加工和生产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

国家或地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分

工逐渐形成。中国抓住机遇积极扩

大对外开放，及时参与到全球分工

的链条当中，通过设立经济特区、

开放港口城市等措施，快速实现了

沿海城市的率先开放格局；通过建

立浦东新区和实行沿边开放、沿江

开放及内陆开放，实现了全国城市

的全方位开放格局；通过加入 WTO，

中国城市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城市开启了

全方位的双向开放。实行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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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分工，中国城市通过利用

全球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

类文明成果的传播和外溢创造了更

加便捷的条件，也为中国城镇发展

提供了择优学习的条件。通过购买

引进、合作交流等途径，向国内外

先进城市学习，使得 40 年中国城市

发展的成本低、速度快、成果新，

甚至在基础设施等硬软件方面远优

于、新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

五是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社

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仅兼容而且共

促共进，这一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理

论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镇的

持续发展。此外，常住人口与户籍

人口制度、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价格双轨制、开辟特区新区、

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等方面的实践

探索与理论创新，也对中国城镇的

持续发展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发展为中国特色城市
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丰富了城市经济学的内

涵。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多建立在封

闭经济体系的框架下，中国的大规

模快速城镇化发展为开放经济条件

下的城市发展与转型提供了理论来

源。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全球分工

所带来的外部资金与当地无限供给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加之全球

市场，可以带来远高于封闭经济条

件下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此外，先

期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所导致的

工资低下形成的成本优势，带动工

业化的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的发展

速度；后期剩余劳动力供给相对短

缺所带动的工资增长，又将导致城

市化水平逐步赶上工业化水平。

其次，丰富了中心—外围理论

的内涵。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城

市格局的变化有两种可能的路径：

一种是先聚集后扩散，一种是只聚

集不扩散。其中，多数国家的实践

呈现的是后一种路径。中国的大国

特征及条件，使得城市格局的变化

出现了三种特征：首先是聚集突破

效应，即，虽然人均资源少，但总

量规模大，因此可以把资源优先集

中在极少数的中心城市，实现城市

发展和转型的率先突破；其次是分

步分散效应，即，由于疆域辽阔和

区域差异大，中心区域的城市不可

能在完成聚集后转入全面扩散，而

是先重点扩散，即向条件次优的区

域扩散，之后再逐步向更大范围扩

散；再次是高速持续效应，即，由

于空间足够大，差异足够大，城市

的扩散可以逐步分梯次推进，使增

长和转型在城市之间形成接力，从

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

最后，为中国特色城市经济学

奠定了基础。以往的城市经济学主

要讨论一般性的城市空间均衡问题

和城市发展问题，有关中国特色的

城市发展经济学还鲜有讨论。中国

城市 40 年来的发展为形成中国特

色的城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中国

的城市经济学是在解释中国的城镇

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比如，经济制度是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动态变化的，参

与城市经济的主体包括城市政府、

企业、流动人口等；再比如推动城

市发展的主要引擎，既包括农业剩

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部

门和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又

包括全球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将资

金和产业迁移到中国城市，还包括

中国城市政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因素是同时

起作用的，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作用

不同，能够接力促进城市的发展。 

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