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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看发展：中国正处在迈向
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期

倪鹏飞  徐海东  李  超 *A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城市发展的视角观察发现：中国正处在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期。具

体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进入城市风险的多发期；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

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

博弈期；从城乡关系看，中国进入城乡一体的转折期；从城市空间看，中国

处在城市形态演变的定型期。为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步实现基本现代

化，需要以繁荣和升级城市产业化解各种风险，以市场取向改革促进动力转

化和转型扩散，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以“村市化”推动“三

农”融入“三城”，优化公共产品的布局，创造共赢的城市空间形态。

关  键  词   城市发展；区域发展；城乡融合；基本现代化

JEL 分类号  R58，P25

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发

展的方位，提升前进的信心，而且有助于认清面临的问题，保持战略耐心，确

定正确的发展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判断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实际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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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明形态演变视角预示，“十四五”及未来十五年中国处在从传统转向现代

的最后关键期。

国际经验显示，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未来有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现实

条件，也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但鲜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具体路径。从城市的视角来看，“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实质是 “城市化陷阱”

风险。大国每一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一般经历先向一点或数点聚

集，再向局部和全面扩散的过程。与空间的点状发展，到线状发展，再到网状

发展相对应，空间经济从中心与半边缘和边缘的分化，演变到中心与半边缘的

收敛，再到中心与半边缘、边缘的收敛。条件和途径是动态变化的，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既要创造条件，更要把握机遇。

从城市观察中国未来，既有规律使然的必胜条件和希望，也有“黎明前

黑暗”的严峻挑战和威胁，还有“功亏一篑”的不确定性风险。迈向现代化，

中国正处在“最后关键”阶段。跨越陷阱，争取“最后的胜利”，一要深化市

场化改革、改变动力，二要推进一体化融合、促进扩散，让城市走上高质量发

展之路。

一、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进入城市风险的多发期

（一）理论与经验：城市化是一个充满收益和风险的自然历史过程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和必经阶段，其发展有自身的规律。

Northam（1979）根据一些国家城市化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城市化水平与城市

化速度关系的 S 曲线，即城市化速度从前、中、后期将经历从慢变快再变慢

的过程。多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进入中高期之后，城市问题和

风险将进入快速增长和多发期。如果控制和处置得当，城市化风险会被逐步化

解，并迈入健康的城市社会。但如果控制和处置失当，可能落入城市化陷阱甚

至爆发危机。

（二）历史与未来：中国经历着与众不同的、不可逆转的城镇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199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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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阶段，城镇化快速增长，人口城镇化率从 17.92% 上升到 30.48%，年均增长

0.64%。第二阶段是 1996—2010 年中前期阶段，城镇化加速增长，城镇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从 30.48% 上升至 49.95%，年均增长 1.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

24% 到 34%。第三阶段是 2011 以后中后期阶段，年城镇化快速增长，2011—

2018 年，城镇化率从 51.27% 上升至 59.58%，年均增长 1.19%，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从 34.70% 上升到 43.70%（见图 1）。与此同时，土地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

设也实现了超速增长。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1978 的 0.67 万平方公里提高到

2016 年的 5.28 万平方公里，是同期常住人口增长的 1.6 倍，城镇住宅建筑面积

增长是同期常住人口增长的 5 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长度是同期城镇人口增

长的 38 倍。1984—2015 年，全国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增长是同期城镇

人口增长的 8.8 倍，城市排水管道长度增长是同期城镇人口增长的 13 倍。高铁、

移动电话、互联网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广。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经历

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于 2014 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见图 2）。

图 1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1978—2017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未来十五年，中国城镇化将在变化中持续提升。第一，城镇化提升速度

将会平稳下降。2020—2035 年，城镇化率有可能从每年提升 1 个百分点逐步

回落至 0.7 个百分点左右。预计到 2035 年中国城镇化率总体将超过 7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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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城市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将提升到 70% 以上。第二，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

镇化的差距和区别将缩小，更多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模式将从个体迁移转向

家庭迁移，更多家庭将从“职城住乡”“职住异城”向“职住同城”转变。第

三，智能化将重塑城市社会，对人口结构产生较大积极影响。智能化将使城市

社会从有形的物质生产、消费、交换主导，转向无形的物质即知识信息数据的

生产、消费和交换。与此同时，智能化还将重塑人口结构及其优势，一方面，

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口日趋高龄化；另一方面，生产和服务的智能化使

得高龄人口的体力劣势下降，智力优势提升。

图 2 2013—2018 年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数据库相关数据资料整理而成。

（三）问题与风险：与众不同的城镇化给中后期带来更加多发的风险

我国中前期的城镇化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城镇化水平

低潜在风险在积累，另一方面是快速城市化掩盖了问题的存在。事实上，中

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及其超速增长已经导致多方面的结构失衡，考虑到大国国

情和开放背景所决定的城镇化特殊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城镇化水平

提升、增速下降和环境变化的中后期，中国将面临更加多发的城市风险。

城镇化的多个“灰犀牛”正在走来。首先，未来充分就业压力将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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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是劳动力供给持续高位。尽管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会平稳下降，新

增劳动力人口也逐步下降，退出就业岗位人数逐步增加，净增就业岗位需求将

有所减少，但与中前期不完全城镇化时期农村可以成为“非农就业的海绵”不

同，中后期户籍人口城镇化加快，城市不仅要提供 1.4 亿新增人口就业岗位，

而且要保持 2.8 亿存量进城人口可持续的“刚性就业”。二是就业岗位持续减

少。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其向国外转移将使得就业岗位下降。而智能化将从

结构和总量上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英国牛津经济研究所的报告预计 2030 年全

球约 2000 万个制造业岗位被机器人取代。A 与此同时，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

上的供需矛盾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动也将日益尖锐。其次，公共支出负担将

急剧加重。一方面，中后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加快，对教育、医疗、社保等公

共支出提出巨大需求。以随迁子女教育为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

是跨省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主要流入地，占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接

收总量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老龄化快速提升，养老、医疗和社保等公共支

出缺口将迅速扩大。2017—2035 年预计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 11.4% 增

至 23%，每年离退休人员超过 1000 万。再次，地方负债兑付的压力不断增大。

在城镇化中前期，中国依靠土地抵押融资造城快速推进了城镇化，但同时也带

来“空城鬼城”、巨额负债等问题。尽管一再延期，但进入了兑付期债务规模

将越来越大。通过土地抵押贷款大规模地造城促进了过去的经济增长，但却透

支了未来发展空间，不仅引致产业收缩和就业下降，而且将进一步扩大财政收

支的缺口。最后，房地产价格和数量泡沫持续放大。以土地财政和融资推进城

镇化模式，导致房地产炒作，职住关系不断演变的城镇化导致房地产在空间上

供需错配以及泡沫难以自消，并可能不断放大。

风险多发容易引起风险共振。多重风险并存不仅会导致某一风险凸显并

引致其他风险，而且会导致多重风险的相互强化。有迹象显示依靠政府过度投

资造城而导致后续增长乏力、风险上升的城市在不断增加。图 4 显示在长三

角、珠三角、辽中南、西南等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同时，更多的城市可持

续竞争力却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A  牛津经济研究所：2030年机器人或将取代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http：//www.sohu.com/a/325893021_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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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以来外出农民工及义务教育段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及教育部等下属职能部门，部分年份数据来自于学者根据对应年份人

口普查和抽样数据进行的估算。

图 4 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总体排名变化的经纬图

注：图中横坐标表示经度，纵坐标表示纬度，实心圆圈表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上升，空心圆圈表示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四）目标与对策：繁荣和升级城市产业是化解各种风险的关键

智能城市社会是未来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基于城市化和智能化两股

洪流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汇合及其发展趋势，2035 年中国应该基本建成智能化

城市社会。全国 10 亿居民即 70% 以上人口都工作和生活在 10 万平方公里的

城市里，人们通过智能技术在城市里充分而轻松地就业，幸福而美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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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多发风险的关键是促进实体产业繁荣和智慧化升级。首先，要积极

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下半程。城镇化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把双刃剑。过快

的速度会导致多种风险加剧。为此，需要保持历史耐心，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其次，重新回归到产业支撑城镇化思路上来。工

业化或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前提和基础。化解一些地区“以城镇化推动城镇化”

带来的风险，必须回归到“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的模式上来。再次，千方百

计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和便利“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促进城市产业持

续地扩大、转型和创新，保证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为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改善

提供源头活水。再次，让房地产重回居住民生的功能定位。房地产与制造业是

此消彼长的关系，激发实业活力，必须抑制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发展。再次，

充分释放智能化给高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一方面，加大延长退休制度的改革

力度，充分利用高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建立智能化时代的终生教

育体系，适应智能新技术的快速变化，不断提升所有人力资本和职业技能。最

后，将城市化和智能化相结合，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在人类历史中，每次打

破瓶颈和走出危机都是通过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应用。以智能化持续推进高质量

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所催生的巨大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促进智能化和科技创

新，使得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具有机制性动力。同时，智能技术虽然可能带来

结构性失业，但也能创造更多全新的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二、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

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的状态，虽

然少数城市跨入高收入的门槛，但是多数城市距离门槛还很遥远。

（一）城市转型的扩散是国家转型成功的途径和希望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同时实现收入增长和结构升级。从城市和区域的角度，

经济发展每次升级都会经历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两个阶段，即先是少数城市聚

集全国要素率先突破，随后先发城市因为成本上升逼迫自身升级，并导致要素

扩散，扩散又分为局部扩散和全面扩散，从而带动国家整体的升级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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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与未来：城市渐次转型扩散支撑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城市转型出现向局部扩散的迹象

作为迈向高收入的坚实支撑，转型升级似乎一直是攻而不克的堡垒。但

从城市视角观察，近年来转型出现了重点“突围”并向局部扩散的迹象。

从收入层面看，跨越高收入社会门槛的城市在逐步增加。截至 2016 年，

人均 GDP 超过 10 万元的地级市已经达到 26 个，超过 7 万元的城市则多达 61

个。而在 2001 年，人均 GDP 超过 7 万元的城市还寥寥无几。2018 年剔除东

营和鄂尔多斯两个资源城市，中国内地大约有 12 个城市人均 GDP 达到发达经

济体的标准（见表 1）。除 4 个一线城市外，部分二线城市甚至沿海部分三线

城市也迈入高收入行列。

表 1 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最高的 14 个内地城市

排序 城市 人均GDP
（万元） 所属省份 排序 城市 人均GDP

（万元） 所属省份

1 深圳 19.33 广东 8 南京 15.38 江苏

2 东营 19.27 山东 9 常州 14.95 江苏

3 鄂尔多斯 18.19 内蒙古 10 杭州 14.27 浙江

4 无锡 17.46 江苏 11 北京 13.97 北京

5 苏州 17.41 江苏 12 长沙 13，89 湖南

6 珠海 16.51 广东 13 武汉 13.6 湖北

7 广州 15.77 广东 14 上海 13.51 上海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整理而成。

在产业方面，虽然多数城市产业升级依旧步履蹒跚，但在深圳、上海、

北京等一线城市产业高端化后，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合肥、长沙等二线

城市，通过与一线城市产业合作或产业转移，开始迈上产业升级之路。分析

2015 年新三板 514 家新经济概念公司产业分布发现，公司挂牌数量前十的城

市与 GDP 规模前十的城市基本对应，且前十城市公司数占总数的 75%。

在要素方面，一线城市在实现创新要素提升的同时开始向外扩散。通过

分析 2016 年 PCT 国际专利受理量发现（见图 5），深圳的国际专利受理量高达

19647，占全国总量 42173 的 47%，4 个一线城市合计占全国 70%。表明一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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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18

年北京人口净减少 16.5 万人，其他一线城市净增速放缓。而根据京东大数据，

2018 年一线城市人口均出现流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流出比例分别达到

1.13%、0.95%、1.05% 和 2.25%。猎聘网的数据则显示（见图 6），2016 年第四

季度至 2018 第一季度，二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西安等城市人才净流入处

在全国前列，这不仅是二线城市率先发起“抢人大战”的结果，也是一线城市

人才转移的结果。人才流动的新变化显示出高端要素扩散和重新布局的新趋势。

图 5 2016 年中国主要城市的 PCT 国际专利受理量

资料来源：国家专利局。

图 6 2016Q4—2018Q1 人才净流入率排名前十五位的城市

资料来源：猎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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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来扩散将支撑迈入高收入国家

从总体条件看，一方面，40 年发展为中国转型积累了坚实基础，尤其是

人力资本的积累。40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接近 1 亿人，且仍以年

均 700 万左右的规模持续增长。2010 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为 1.2 亿，2015 年

增长到 1.75 亿人。若按照每年净增加 500 万估计，到 2035 年人才总量将达

到 2.5 亿人。A 量与质日益增长的人才将从供需双侧带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

级。另一方面，成本上升倒逼转型升级。成本上升对城市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驱赶效应。它逼迫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要么死亡，要么转移，要么

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产业升级。深圳正是采用这一办法，倒逼城市“腾笼

换鸟”，经历转型剧烈阵痛，成功实现产业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创造的升级。与

此同时，大国优势和开放机遇结合，为中国技术赶超创造了独特的供需条件，

也建起一个从高收入后工业化社会到低附加值代工模式的城市经济体系连

续谱，也构筑了中国城市之间互利合作与联动的基石。从具体路径看，未来

十五年，城市转型扩散将持续发生，中国将通过中心城市带动逐步实现局部

升级，并进一步走向全面升级，最终使全国多数地区通过转型升级跨入高收

入水平。

（三）问题与风险：城市转型扩散存在停滞的可能

1. 多种红利变化叠加可能导致转型扩散的停滞

一方面，前期发展确实为后期转型积累了巨大的潜在条件，但如果潜在

条件变成现实条件的动力出偏或条件缺乏，转型不仅难以发生而且可能出现问

题；另一方面，前期发展导致各类红利减弱和成本上升，为城市转型带来压

力，如果成本过高、压力过大会使城市转型停滞、倒退和出偏。首先，改革的

深入推进面临更大的阻力和路径依赖。一方面，过去改革或者说 20 世纪 90 年

代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已经大大消减，发展的动力正在削弱；另一方面，旧的

体制机制未完全破除，新的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新老制度并存，制度扭曲和

A  数据来源于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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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使转型升级失去了动力和条件。其次，转型面临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

阻挠和打压。过去 40 年对外开放是驱动中国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中

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的同时，彼此间

的竞争和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西方国家希望后

发国家永远处在发展的低端和底层，极力阻挠和打压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另

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未来向西方学习的领域变少，途径变窄，中国在一些

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深度转型。再次，成本过快上

升不仅抑制城市转型而且威胁城市发展。一是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

成本在迅速攀升（见图 7）。1995—2015 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的成本

上涨 10 倍，未来劳动人口的持续下降将使得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二是随着土地

和房地产炒作，房价和地价迅速攀升。1978—2016 年，中国城市空间即建成区

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分别增长 7.44 倍和 7.88 倍，但从 2014 年开始，建成区面

积增速显著下降，政府可支配的净土地出让金越来越有限。一方面，房地产和

工资成本导致产业的转移和外资撤退。自 2010 年以来，外商企业数量负增长扩

大，外商投资增速急剧下滑，2016 年接近零增长（见图 8）。另一方面，房价过

快上涨导致经济房地产化。房价过度上涨不仅导致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化，而

且挤出了非房地产的消费和投资。

图 7 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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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0—2018 年实际利用外资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 红利削弱导致转型倒退风险

如果红利快速消失，成本过度上升，将驱赶低端产业，淹没高端产业和

转向虚拟产业。表现在城市层面为：只有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没有

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扩散，少数城市繁荣，多数城市衰弱，更严重地是少

数高等级城市也出现萎缩。通过分析 2015 年房价收入比与经济高级化指数可

以发现，③与⑤的样本组城市较高的房价阻碍其结构转型升级（见图 9）。

图 9 经济高级化指数与房价收入比散点图及其分组

注：①～⑧分别表示经济高级化指数与房价收入比区间，①表示高经济高级化指数和高房价收入比区间，

⑧表示低经济高级化指数和低房价收入比区间，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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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标与对策：以市场取向改革促进动力转化和转型扩散

高收入社会是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未来经济核心目标是确保国民人均收入

在 1.2 万美元的台阶上稳步提升。产业迈入中高端和科技创新是高收入社会的柱

石，在城市层面，多数城市跨进高收入门槛，转型从局部扩散转向全面扩散。

以市场化改革迎接高收入社会到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经济转型，

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首先，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即经济主体积

极性的再度迸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尤其要适应新技术变化的要

求，加快延迟退休制度。其次，关键制度改革激发人才红利。创造人才环境，

即宜居、创新和创业环境，同时让高龄化的威胁和负债变成机遇和资产，从而

创造巨大的人才红利。最后，人才红利带动其他红利。因为人才使得资金、劳

动力可以回流，资金、劳动力、土地可以再增值，原来消失的资金和土地红利

自然也可以重新出现。

三、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

（一）理论与经验：区域发展将经历从集中聚集向局部扩散的过程

基于要素和环境空间异质性现实，大国的区域经济是不同步的。无论经

济增长或结构升级，每个阶段一般都将经历从中心到边缘、从聚集到扩散的梯

度发展过程。一些区位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通过聚集全国甚至世界的生

产要素率先崛起，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受成本上升和规模不经济的倒逼，在

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上都存在从局部到全面扩散的趋势，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

共同繁荣。美国发展就是历经东北崛起，然后是中部蔓延，西部开发，最后再

向南部阳光地带繁荣的演化过程。

（二）历史与未来：“东中一体”将支撑中国区域全面转型

1. 中部的崛起与“东中一体”的趋势初现端倪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两度重塑。1978—2013 年，先前贫穷的

东南沿海边陲持续崛起成为中心，而过去繁荣的东北及中西部龙头中心不断衰

退成为边缘。2013 年后，随着东部中心经济要素的扩散以及现代交通网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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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带来的显著时空压缩影响，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

北至京呼线、东南临海、西抵东经 110 度经线附近山区绵延带的网络状城市体

系，聚合成“一网”的趋势愈发明显。东中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承

载地，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65%（见图 10），而根据《中国城

市竞争力报告 2018》，2018 年中部地级以上城市的竞争力平均上升 2.5 个名次。

图 10 东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东中一体”和中部成功转型将坚实支撑中国区域全面转型

未来十五年，如果上述趋势持续，中部地区在崛起的基础上实现成功转

型，中国分量最重的两大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不仅决定中国区域转型是否成

功，而且将为转型全面扩散即带动少数落后地区的转型创造有利条件。中国现

代化趋势从区域层面将不可逆转，中国全面转型和繁荣将指日可待。

（三）问题与风险：南北分化加剧威胁区域转型和东中扩散的进程

区域间从聚集和分化走向扩散和收敛的过程中，受一些内生和外生条件

及其变化的影响，区域之间聚集和分化的力量也在不断生成和变化。近年来，

美国在总体收敛的过程中，受科技创新、全球一体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出现严

重的区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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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年来南北分化持续加剧

一方面，对外开放、全球一体化和全球产业链调整导致区域经济的分化，

东北、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城市因全球化产业扩张的冲击而衰落，而加入全球产

业链的东部沿海城市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在东部沿海城市走上工业化带动城

镇化道路的同时，那些没有太多全球化制造业发展机会的城市，为了促进经济

增长，走上了一条依靠政府投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市发展的道路，不仅

不可持续而且带来了诸多问题。此外，南北城市无论是市场化制度和重视商业

文化都有着较大差异，北方一些城市受资源枯竭和环境的影响，后发面临相对

更多的约束。若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划分中国南北方，可以发现 2018

年中国省区 GDP 增速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常住人口增幅较快省份

同样大多分布在南方地区（见图 11）。《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2018》的统计显示

（见图12），2018年北方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平均下降6.2名，南方平均上升6.6名。

图 11 2018 年各省区 GDP 和常住人口同比增速四象限图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数据库相关数据资料整理而成。

2. 北方经济放缓与衰退似有向南方全面蔓延的危险

从近年来的省市经济增长看，北方的经济放缓或衰退已经跨过辽河、海

河甚至黄河。当前中国区域经济正处在“南北分化”和“东中收敛”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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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正处在衰退与繁荣犬牙交错较量中，且衰退区域似有不断扩大的迹象。

未来十五年，东南积极向上的繁荣力量与东北消极向下的衰退力量将进行持续

的较量。如果衰退继续向淮河和长江蔓延，则全国衰退和繁荣的力量和版图对

比将发生逆转，全国区域的增长、繁荣、转型和现代化将受到严峻挑战。

图 12 2018 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年度变化经纬图

注：横坐标表示经度，纵坐标表示纬度，实心圆圈表示城市经济竞争力上升，空心圆圈表示城市经济竞争

力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四）目标与对策：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

未来区域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每一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确保稳健发

展和持续转型，各区域之间分工合作和相互协调确保共赢发展，更多的区域从

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确保东部中心繁荣和

转型的向外扩散，阻止北方衰退向南蔓延，中部地区显得特别关键。中部地区

也拥有迎接东部扩散和加快发展的条件，促进东中一体，可以使东部与中部相

互分享外部性，在促进中部地区持续崛起和转型的同时，也推动东部进一步增

长和升级发展。

首先，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分区战略。由原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的四分区调整成“东中自主发展”和“北西政策扶持”的二分区。东中部构

建自主发展区，让中心从东部扩大到中部。按照空间聚散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

段，东中部地区具备自我强化的发展能力，通过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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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促进区域良性竞争和分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东

北和西部构建政策扶持区，由边缘上升为对外开放的前沿。按照空间聚散的发

展规律和发展阶段，边缘的落后区域完全依靠市场发挥作用可能导致人口不断

流失和经济持续衰退，必须统筹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采用政策扶持与市场

运作相结合的模式。在政策扶持区以五带为依托重点发展主要城市群，对群带

外一些特殊地区应加大政策倾斜，实施点状开发。同时应加强五线与国际通道

的互联互通，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将东北和西部从边缘上升为前沿。

其次，抓紧实施东中一体的网络化发展战略。历史上东部和中部是我国

主要的人口聚居区，因发展阶段、交通不畅和制度壁垒才使得两地分离。从发

展规律看，区域间经济分化、收敛是与空间的点状、线状和网状发展相对应

的。未来东中不仅具备一体的条件，也具备网络化发展的条件。为此，一方

面，快速化、网络化的现代交通体系带来了显著的地理收缩效应，东部和中部

由分离迈向一体，在北至京呼线、西抵东经 110°山区绵延带、东南临海的广

袤空间里形成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超级中心。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减少行政干预，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产业体系的自

由流动和一体化发展，促进转型升级和协同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再次，加快筑牢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江防线。促进东中一体和应对南北

分化的关键是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一是长江流域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

占到整个中国的 50% 左右，长江流域的事情搞好了中国的事情也就基本搞好

了。二是“东中一体”的主轴是长江经济带，通过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发展可

以带动东中一体。三是南北衰荣较量的关键在长江一线，如果能够保持长江经

济带的繁荣，就可以阻止北方衰退向南蔓延，并有条件将繁荣的版图向北方淮

河、黄河、海河等推进。反之，衰退将可能更快地向南推进。长江经济带要做

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关键是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让绿色

成为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升级的杠杆动力，化解两者的对立，在泛绿发展、浅绿

发展和深绿发展做出权衡。与此同时，还应促进黄河、珠江、淮河、汉江等重

点流域经济带上中下游间的区域合作。

最后，加快实施多个经济区的一体化战略。要利用次区域内发达中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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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扩散阶段性规律，加快规划和建设多个一体化经济区，要在经济区、城市群

和都市圈的层次上，构建一体化、网络化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体

系。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心区域的外溢效应，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另一方面，

疏解中心区域的非核心功能，解决中心区域过度聚集带来的外部性。关键是要

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配置，在网络化和均等化的同时，将优质的公共服务向周

边区域重点和合理地转移。

四、从城乡关系看，中国进入城乡融合的转折期

当前，中国的城乡矛盾跨越了极化的拐点，但城乡一体还远未实现。未

来十五年中国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转折势必发生。

（一）理论与经验：从一元一体到二元分割再到一元一体是人类社会

自然历史过程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城镇化过程，也是从传统一元乡

村社会，到转型的二元城乡社会，再到现代一元城市社会的过程。具体表现

为：城乡收入从不均到均衡，产业从排斥到融合，基础设施从分割到一体，公

共服务从差异到均等。城乡一体化也是分阶段、分区域有序推进。在城镇化中

前期推动个项一体化，在城镇化的中后期推动基本一体化，在城镇化的后期实

现城乡全面一体。

全球一体化、巨型国家和制度特殊决定中国城乡关系演化的中国特色。

开放的经济体系通过外部力量，使得非农脱离农业、城市脱离农村、人口半市

半农，导致工业与农业绝缘、城市与乡村对立、农民工后遗症。人口众多、疆

域辽阔、区际差异大，导致资源要素从全国农村向少数城市流动和聚集，加剧

全国城乡间的分化。行政配置资源的制度和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致城乡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不均，城乡之间持续分化。

（二）历史与未来：中国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已经跨越倒 U 曲线的拐点。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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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责任制改革，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1978 年的 2.56 缩小到 1983 年的 1.70，

1983—1994 年又从 1.70 快速扩大到 2.87，之后经过 3 年短暂下降，2009 年到

达历史峰值 3.33。之后开始稳步下降，2018 年回落到 2.69（见图 13）。

图 13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2018 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其次，城乡产业融合取得一定进展。据测算，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

值从 2003 年的 1.04:1 上升到 2010 年的 1.7:1，再到 2015 年的 2.2:1。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 年全国共有 35.5 万个规模农业经营户和农业经

营单位开展新型经营活动，占总数的比重为 5.9%。而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资料，

2008—2016 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11.1 万个增加到 179.4 万个，产业化龙

头企业从 6.7 万个增加到 13 万个。2003 —2016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从 9824

元 / 人增加到 50610 元 / 元，综合农业机械化率从 32% 提高到 65%（孔祥智，

2019），耕地规模化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达到 28.6%。在

市场化方面，耕地流转比例从 2004 年的 3% 增长到 2017 年的 14%。

再次，基本公共服务接近基本均衡。在城乡义务教育方面，从 2013 年开

始，县域内“四个统一、一个全覆盖”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加快推进。到

2017 年，全国 2379 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比达 81％。在城乡社会保

障方面，2009 年和 2011 年分别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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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试点。到 2012 年 7 月 1 日，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2015

年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2018

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 9.4 亿人。而据民政部统计，2007 年全国

农村低保年平均标准为 840.0 元 / 人，2012 年增加到 2067.8 元 / 人，2017 年为

4300.7 元 / 人。2007 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约有 1608.5 万户、3566.3

万人，2017 年为 2249.3 万户、4045.2 万人。在城乡医疗保障方面，1998 年建

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0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2007 年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10 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

体系。2018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全覆盖，大病保险覆盖了 10.5 亿人。2019 年

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面启动实施。

最后，城乡基础设施通联基本实现。全国通硬化路的建制村从 2006 年

的 95.5% 提升到 2018 年 99.5%。2006 —2016 年，全国通电的村从 98.7%

增加到 99.7%，通电话的村从 97.6% 提升到 99.5%，安装有线电视的村从

57.4% 提升到 82.8%。96.5% 的建制村通了客车，超过 25% 的村有电子商

务配送站点，95% 的建制村连接了 4G 网络。全国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从

10.7% 上升到 59.2%。96.8% 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11.9% 的乡镇有剧

场、影剧院，16.6% 的乡镇有体育场馆，70.6% 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

场。城乡一体的生态环境有所改进。城乡的污水处理率分别为 95% 和 22%，

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为 97% 和 60%。

未来城乡关系将从基本领域的基本一体走向基本领域的全面一体。照此

趋势，城乡关系将在 2020 年基本领域实现基本融合、均衡和一体的基础上，

2020—2035 年实现全面领域的基本融合、均衡和一体。在产业融合方面，

2020 年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将达到 68%，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将达到

2.4:1，2035 年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将接近 80%，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

将超过 3.0:1。耕地规模经营面积在 2020 年超过 30% 的基础上，2035 年将超

过 60%。在生产要素方面，在 2020 年城乡土地、资金和人才等要素启动市

场化的基础上，2035 年基本实现自由流动和等价交换。在基础设施方面，在

2020 年道路、供水、电力、信息等村村通和全覆盖的基础上，2035 年实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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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全覆盖。在生态环境方面，在实现城乡的污水和生

活垃圾 100% 的集中处理基础上，实现城乡处理率均达到 100%。在公共服务

方面，在 2020 年县域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比例达到 95% 的基础上，2035 年

城乡教育质量、办学水平将显著缩小。全国城乡统一的居民医保制度在 2019

年全面启动的基础上，2035 年基本实现。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 2020 年城乡全

覆盖的基础上，2035 年实现全国城乡基本均等。

（三）问题与风险：多重两难选择可能让“三农”问题恶化

未来城乡一体是以城市为本底的一体，这意味着非农产业、市民和城市

在经济社会发展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农业、农村和农民与非农、市民和城市

等值化。但解决“三农”问题始终面临多重两难选择。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

非市场化会抑制主体的动力，造成资源错配，但市场化则可能导致唯利是图和

分配不公。在统一与差异处理上，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会导致动力

丧失和国家不堪重负，但差别化又会造成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的区域不公和碎

片化。在聚集与分散的平衡上，分散布局基础设施保证了公平性但可能导致低

效，但集中布局基础设施提高了效率但可能影响公平。

当前“三农”问题仍在积聚。首先是农业前景黯淡。持续的小农分散经

营，使得农业生产规模小、条件差、成本高、效率低、链条短、利润薄，导致

投入产出恶性收缩、耕地大量撂荒和农业补贴不堪重负。其次是农村日益破

败。土地非市场利用和人口不断外流，导致建设用地、宅基地和住房持续增长

和大量闲置。据测算，目前农民空置宅基地可以用于整治的达 1 亿亩，农村住

房空置达 2500 万套（魏后凯，2018）。村落行政布局、自生能力缺乏、转移

支付有限导致路水电气信等基础设施质量差、密度低，也导致村容村貌脏乱、

生态环境恶化。最后是农民不断衰弱。半城镇化导致青壮强健的人口流向城

镇，老幼弱病的人口留守农村。第三次农业普查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50

岁以上达 34%，初中及以下人员占 91.3%。民政部等调查显示，2015 年农村

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总数超过 1.5 亿人，占 5.64 亿农村人口的 27%。据

测算，2010 年农村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为 15%，2018 年预计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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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农”风险可能加大。一是农业规模经营挑战巨大。作为高风险

的弱质农业，未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农业成本，全球化竞争挤压农产品价格，

农地产权关系复杂加大规模化经营不确定性，强势企业和弱势农民博弈加剧违

约概率，资本下乡炒作影响农业稳健经营。二是农村公共投入不堪重负。一方

面，未来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旧村改造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另一方面大规

模地在农村和小城镇布局公共资源，以促进城乡均衡配置公共资源，导致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模不经济或相对过剩，严重损害了经济的效率。三是农

民陷入长期贫困状态。一方面，持续城镇化将使留守人口老病贫弱更加严重，

据估计，2020 年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将达到 20%，2035 年前后将突破

30%；另一方面，新技术应用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可能导致的老弱农民大量失

业，“土地市场化”可能让更多农民陷入“三无”，加上老病的农民工大量返回

农村，可能使大量的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和边缘阶层长期处在贫困状态。

（四）目标与对策：以“村市化”推动“三农”融入“三城”

“三农三城化”是城乡一体的核心目标。未来应建立城乡一体的城市中

国，实现城乡等值的现代化。一方面，在非农产业、城镇和市民将成为中国经

济社会的绝对多数，农业、乡村和农民将成为相对少数；另一方面，二元的城

乡社会将变成一元的城市社会，城乡产业、空间、人口等多方面关系将从对立

走向统一、从分割转向融合、从排斥走向合作、从输赢转向双赢、从单向流动

走向双向互动。在智能化到来的时代，在产业方面，一方面，相比较种养，农

牧业加工、制造和服务将成为绝对主体；另一方面，农业活动与非农活动日益

趋同，农业将转向规模化、工厂化、园区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在空间方面，

虽然农村保留区与城镇建成区两个自然属性不同、社会功能有别，但是，一方

面，更多的农村区域将转向城镇化区域；另一方面，农村区域的基础设施与城

镇趋同。在居民方面，25% 的居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事务。未来继续有原

来居住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转为居住城镇从事非农的市民，更重要的是农民与

市民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的水平，农民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

以“村市化”促进“三农”融入“三城”。首先是农业产业趋向城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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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促进规模化经营和智能化应用，让农业市场结构趋向垄断竞争，从而

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使农业像城市里的非农产业一样盈利。其次是农村接轨城

市。通过“三块地”市场化，建立村民居住地的适度集中利益引导机制，让农

村资源要素既有价值且自由流动，不仅让乡村资源优化聚集和空间重新塑造，

而且使农村拥有像城镇一样可持续资金支持的智能化的基础设施。最后是“农

民居民同权城市居民”。一方面，通过城乡劳动力市场化，促进城乡人口有序

流动，消除农民和市民职业及身份界限；另一方面，通过农民基本公共服务全

覆盖，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差距，实现职住不变的农民与市民一个样。

五、从城市空间看，中国处在城市形态演变的定型期

（一）规律与经验：城市空间形态随城市化发展而演化

观察多国发展实践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形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

系，城市化率低于 50%，人口以单中心聚集为主；高于 50%，人口开始由中

心向外扩散。在城市化的前期即城市化率低于 30% 时，小城镇主导城市发展；

在城市初中期（城市化率 30% ～ 50%），大城市主导城市发展；在城市化中高

期（城市化率 50% ～ 70%），都市圈主导城市发展；在城市化后期（城市化率

70% 以上），城市群主导城市发展。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对城市形态

及格局的演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历史与未来：中心城区外溢给更大城市区域发展带来希望

空间扩散的城市形态正带动更大的区域走向繁荣。1978—1995 年中国城镇

化率从 17.92% 上升到 30.48%，进入小城镇主导的城镇化的前期。小城镇数量

快速增长，众多建制镇和城市像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 年小城镇和城市分别为

2173 个和 193 个，两者年增量分别在 1992 年和 1995 达到顶峰 1227 个和 55 个。

1995—2010 年中国城镇化率从 30.48% 上升至 49.95%，迈入大城市主导的城镇

化的初中期。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全国和区域的中心城市一方面纷纷撤县设区

扩大城市规模，另一方面通过新城新区建设扩大城市规模。2011—2018 年，城

镇化率从 51.27% 上升至 59.8%，处于都市圈主导的城市化中高期。全国人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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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都市圈和城市群聚集，中心城区人口、产业向外扩散，中小城市（镇）所

拥有的人口数在全部城镇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有所下降。《中国城市建设年

鉴》数据显示，2010—2016年，城区人口密度有64个大幅增加，56个显著增加，

139 个有所增加，95 个城市显著下降，67 个有所下降。这段时期，中国城市间

交通历经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和高铁时代，进入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城市内交

通从步行到自行车、公交车，进入地铁时代。先进道路交通通讯技术和工具的应

用，不仅支撑了城镇空间蔓延，而且促进城镇之间经济分工与协作，城镇将“跨

越山河边界与其他的城市和势力相互结盟形成联结”。与此同时，中心城区外溢

导致城市圈发展，促进更大空间范围的增长与繁荣及其与中心城区的收敛。

表 2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1982—2017 年）

城市类型 城区规模分类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14
年

2017
年

大城市及以上 100 万人以上 25 31 38 59 62 69 78

中等城市 50 万～ 100 万人 27 29 54 85 96 96 99

小城市 50 万人以下 186 329 573 511 498 493 45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而成。

城市形态体系将在圈群的依次主导下逐渐定型。未来十五年，中国城镇

化率将从目前的 60% 上升到 70% 以上，受城镇化规律的使然，空间经济活动

将进入局部扩散阶段。与此同时，信息化、智能化的区域间、城市间、城市内

快速交通体系的网络化不断加密，中国城市形态将从都市圈主导即中心城区向

都市圈扩散，到城市群主导即都市圈向城市群扩散，再到都市带及都市网主导

即群与群之间的蔓延和链接，继而逐步定型，从而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通过都市圈和城市群带动，缩小空间发

展差距和促进城市空间共同繁荣的格局有望初步形成。

（三）问题与风险：分割与分化有导致大都市怪圈出现的风险 

公共资源错配导致城市分化。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产业和人口由中心向边

缘扩散的市场行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从分化到收敛的规律使然。但是由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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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分割和财政分权原因，没有顺应人口和产业从中心向周边扩散的趋势，中心

城市和中心城区不仅没有将公共资源和产业向外疏解，而且可能利用行政权力

将优质公共资源甚至所有产业进一步向中心聚集，加之大城市在市场规模、产

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从而导致大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城区

与周边城镇的分化，而高速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

城市群和都市圈有可能陷入发展的怪圈。在都市圈和城市群里，一方面，

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优质，导致人口和产

业过度集中，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

病”；另一方面，行政级别低的周边小城镇和边缘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

乏，导致人口和产业过度稀疏，从而导致贫困聚集、环境恶化和犯罪多发。目

前一些北方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怪圈已经初现端倪。

（四）对策与建议：以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优化促成城市共赢新形态

顺应城市形态发展规律，未来按照都市圈、城市圈和城市网依次主导的

发展顺序，逐步建立群网化的城市形态体系，形成“一五十百千万”的城市形

态格局，即一个东中一体的城市网，五个西部东北重点发展的城市带，十个较

大群，一百个都市圈，一千个主要城市，一万个重点镇，形成多中心、集群化

和网络化的城市形态体系。未来城镇人口将主要集中在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

化区域，其中，25% 的人口在小城镇，25% 的人口在中小城市，25% 的人口

在中心城区和大城市。

关键对策：以公共产品空间优化创造城市美好形态。要顺应城市发展规

律，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作用。首先，制定规划。人口是城市群和城

市发展的中心，确定了人口规模就能够确定其他相关城市功能的供给和需求。

因此，建议未来编制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体系新规划，应以齐普夫法则为参

考基准再结合各地实际，确定全国城市群的数量、人口规模和各城市群内城镇

的数量及人口规模。在此基础上，制定城市群为主体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

次，创新制度。削弱行政权力的资源配置作用，积极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将配

置资源的权利交由市场决定，消除行政权力带来的壁垒，让资源要素在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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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行政区划调整解决不了行政权力引起的层层画地为牢

的问题。再次，调整政策。建立土地指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跟随人口走的

政策机制。提升中央及省区统筹财政支出尤其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比

例，顺应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变化，调整和优化先进基础设施和优质公共服务设

施的布局，以智能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和优质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空间的

扩散和区域的收敛。最后，完善治理。要适应城市中国的到来，建设以城市为

本底行政管理框架，同时基于都市圈、城市群和都市带等城市新形态，探索建

立跨越行政区的治理体制。

参考文献

孔祥智：“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估算”，《改革》2019 年第 5 期。

倪鹏飞、侯庆虎、徐海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7》，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9 年。

倪鹏飞、李超：“从城市看中国，中国城市进入现代化关键期”，《经济日报》

2019 年 6 月 24 日。

倪鹏飞、龚维进、彭旭辉：“城市 70 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经济日报》2019

年 10 月 4 日。

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江海学刊》2013

年第 1 期。

倪鹏飞：“中国城市崛起的经验提炼与理论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裴长洪：“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大变化趋势”，《经济日报》2019 年 7 月

27 日。

Northam, R.M., 1979, Urban ge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责任编辑：雪  宁）



142

财经智库
FINANCIAL MINDS

Operational Framework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Double Objective Selection and Doubl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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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 framework from four aspects: choices of ultimate and intermediate targe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monetary policy, and issuance mechanism of basic 
currency. China’s central bank ha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economic growth, price 
stability,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monetary 
policy. Whether asset price stability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ultimate goal in the future is facing great controversy and uncertain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quantitative target to price target, repurchase rate of national 
debt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n the future, and the interest 
rate corridor will be constructed around SLF interest rate (upper limit) and central 
bank reverse repo rate (lower limit). So far,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 to bond market interest rate and loan interest rate is faced with certain 
obstacles. To improv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n the one h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bond yield curve; on the other hand, market segmentation 
should be broken through asset securitization products and other ways. In the aspect 
of basic currency issuing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buying and selling national debt 
by the central bank in the open market may become a new basic currency issuing 
and withdrawing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mote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legalize the sale of treasury bonds by the central bank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hould actively issue more large-scale 
and longer-term treasury bonds.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Ultimate Target, Intermediate Target,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asic Currency Issuance Mechanism
JEL: E52, E58

Looking at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Moving towards Basic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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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Haidong (Graduate School, CASS, 102488)

LI Chao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ASS, 10028)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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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basic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multiple urban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crossing the 
border towards a high-incom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relations, 
China has entered a game period of urban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dec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China has entered a turning perio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pace,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finalization 
of urban morphology evolution. In order to surmount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realize the basic modernization steadily, we need to resolve all kinds of risks by 
prospering and upgrading the urban industry, promote the power transformation and 
its diffusion by market-oriented reform, cope with the “north-south differenti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east with the middle”,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ural 
issues” into the “three cities” by “village urbanization”, optimize the layout of public 
products and create a win-win urban spatial form.
Key words: Urban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ic Modernization
JEL: R58, P25

Constructing Guarantee Fund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Deepening the Cross-Stra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OU Yinggang, CHEN Yajian (Xiamen University, 361005)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and high cost of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s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ir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corporate guarante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related systemic risks are beginning to appe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mainland financing guarantee 
system and financing guarantee industry. With drawing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aiwan’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redit guarantee fund, we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ncept of building cross-strait credit guarantee fund, land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novative Taiwan business enterprise’s credit guarantee sub 
fund, exploring a new way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ter Firm 
Guarantee, Credit Guarantee Fund,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JEL: G2, G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