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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城市化是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 在突破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 ,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 带动地区

经济发展 ,实现人口 、资源 、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特殊的意义。滞后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制约了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本

文以甘肃为例 ,在对城市的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提出符合西部实际的城市化道

路是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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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关西部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

城市化是农村演变为城市进而形成城市化体系以及城

市的功能不断提高的过程 ,是现代化过程中各项生产要素组

合成的生产函数向更高层次的变革 ,是社会经济发展唯一有

效的综合性手段。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社

会形态向高层次发展的客观表现形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

提出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

路”
②
。

西部的现代化 ,必然且必须伴随着城市化 , 没有城市化 ,

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西部地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城市

化滞后(李亚伯 , 2001), 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严重制约了

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

路 ,对提高西部城市化水平 , 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近

年来 , 围绕城市化道路的主要观点是小城镇重点论 、中等城

市重点论 、大城市重点论 、市场调节论的争论(覃成林 ,

2001),小城镇重点论认为现有城市数量无法承受农民进城

的冲击 ,中国的国情 、国力又难以再建足够多的新城市 , 小城

镇在连接城乡 ,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优势。中等城

市重点论认为中等城市是集中与分散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实

体 ,是沟通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桥梁 , 它在规模效益上优于小

城镇 ,在避免和减少“城市病”上优于大城市 , 具有综合优势 ,

比较符合中国城市化的实际。大城市重点论认为发展大城

市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 ,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直接后

果 ,在发展初期往往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本特征 , 大城市的

规模效应远高于中小城市 ,大城市的发展能极大地带动区域

经济增长。 200 万～ 300 万人口的大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最佳

(王小鲁 、夏小林 , 1999), 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最

强 ,大城市的增长速度最快。城市规模由经济规模和产业结

构的成长性所决定 , 限制规模就是限制发展。在此基础上 ,

发展大城市群 ,都市经济圈成为城市化发展新战略(石忆邵 ,

2002)。市场调节论认为我国城市化滞后是市场缺乏造成

的 ,只有消除制度障碍才能使经济与城市协调发展。上述争

论归根结底还被认为是城市化自然观和城市化人为观的争

论(饶会林 , 2001),具体到西部城市化 , 除了上述争论以外 ,

代表性的观点还有:沿欧亚大陆桥及相关铁路和黄河干线构

建西北城市经济带的构想(高新才 , 张馨之 , 2002),通过网络

状城市体系 、带状城市体系等形式选择西部区域城市化的道

路(刘灿 、刘家强 , 2002),通过农业产业化 、工业化 、市场化促

进西部地区城市化(李亚伯 , 2001), 以“二龙一网”区域经济

布局战略为基础的城市布局(韦苇 、刘新权 , 2002)等。

我们认为 , 西部城市化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 , 要从结

构合理化的角度考虑配置城市体系。西部能够带动区域经

济增长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太少 ,选择重点发展大城市的模

式 , 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欠发达地区 , 西部的整体经

济实力又难以支撑大规模地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西部

城市与农村经济长期双轨运行 , 形成了相互独立的封闭体

系 , 城市难以发挥增长极作用 , 市场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城

市载体 , 基础设施不配套 ,城市功能不完备 ,难以吸引和集聚

更多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 直接影响了西部产业结

构和第二 、第三产业发展。小城镇数量少 , 规模小 ,难以成为

中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连接载体 ,西部农业基础薄弱 , “大落

后农村缺乏谋生手段 , 乱砍乱伐 ,过度开垦 ,又使脆弱的生态

更加恶化。因此 , 西部城市化道路必须以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实际条件为出发点 , 在遵循城市化发展的 , 客观规律的

基础上寻找合理的城市化道路。

本文以甘肃作为典型地区 ,通过城市经济效率的相关指

标对 14 个城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 ,揭示甘肃城市规模与其

效率之间的规律性 , 试图找出西部城市化过程中的道路选

择。

二 、甘肃城市化水平分析

(一)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2001年 , 我国城市化水平③为 37.7%④ ,低于 1998 年世

界平均城市化 47%的水平。 2001 年 , 甘肃省城市化水平为

24.51%,低于全国水平 13.19 个百分点 ,居全国 31 个省区

市第 31 , 位 ,与 1990年相比位次后移达 10 位。与 1990 年相

比 , 城市化水平仅提高 2.47 个百分点。 2001 年甘肃人均

GDP 达到 4173元 , 合 504 美元(按 8.27 汇率), 按世界银行

《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 , 1995 年人均 GDP 在 500 ～ 730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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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间的 11 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高达 42.5%, 两者相差

17.99 个百分点⑤。

(二)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 ,绝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于工

业化水平。我国是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 甘肃表现

尤为突出 , 2001 年 , 甘肃工业化水平⑥为 33.2%, 城市化水

平低于工业化水平 8.69 个百分点。

(三)城市体系结构不合理。

2001年 , 甘肃有各类城市 14 个 , 仅占全国总数 658 个

的 2.1%。 建制镇 328 个 , 占全国总数 20358 个的 1.6%。

并且城市的数量多年没有发生变化。甘肃城市密度为 0.3

个/万平方公里 , 全国为 0.7 个/万平方公里。

甘肃现有的 14 个城市中 , 仅兰州为特大城市 , 没有大城

市 ,白银和天水为中等城市 , 其余都为小城市。大中小城市

比例失调 ,尚未形成结构合理 、功能健全的城市体系。

在城市空间布局上 , 14个城市中 , 分布在河西地区的有

7 个 , 中部地区有 3 个 ,陇东和陇南 3个 , 甘南 1 个。

(四)小城镇发展快 ,规模小 , 布局不合理。

1999年 , 甘肃有建制镇 194 个 , 2001 年增加到 328 个 ,

增长 69%。但在 328 个建制镇中 , 城关镇(县政府所在地)

就占了 71 个 ,平均每县仅有 4.62 个建制镇 , 全国每县平均

有建制镇 9.65 个。甘肃平均每 1385 平方公里才有 1 个建

制镇 , 全国和东部分别为 500 平方公里 , 170 平方公里有 1

个建制镇 ,甘肃分别为全国和东部的 2.77 倍和 8.15 倍。

在城镇空间布局上 , 328 个建制镇 , 分布在河西地区的

有 80 个 ,中部地区有 134个 , 陇东和陇南 111 个 ,甘南 3 个 ,

与城市分布恰好相反。现有城市的空间分布 ,使得城市数量

多的河西地区 ,对中心城市各种辐射的接受能力弱 ,严重影

响了城乡间经济 ,技术的转移和组合;同时 ,在小城镇密度大

的陇东南地区 ,由于大中城市数量很少 ,中心城市难以发挥

增长极作用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 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三 、甘肃不同城市的经济效率实证分析

经济效率考察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值关系 ,对于城市的

经济效率比较 , 国内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 , 代表性的比较

指标有“职均 GDP” 、“地均 GDP” 、“固定资产投资率”(饶会

林 b , 1999)、“二 、三产业劳均国内生产总值” 、“独立核算工

业企业百元资产实现利税”和“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国

内生产总值”(杨学成 、汪东梅 , 2002), 考虑到甘肃的实际情

况和资料的掌握程度 , 依据劳动力 、资金 、土地等投入生产要

素利用效率的为代表性指标的思路 ,具体分析如下:

(一)劳动力效率指标 X1

1 、非农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X11

非农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非农人口

2 、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2

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二 、三产业国

内生产总值/非农人口

3 、非农人口人均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3

非农人口人均二国内生产总值=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非农人口

研究表明 , 我国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杨学成 、汪东梅 , 2002), 通过考察甘肃 14 个城市

劳动力利用效率指标(见表 1), 发现甘肃在基本符合上述规

律的基础上 , 存在特殊性 ,如敦煌市由于人口少 ,又是著名旅

游城市 , 导致劳动生产率较高。玉门市三项指标均为第一 ,

与玉门市是石油资源性城市有很大关系。天水市劳动生产

率较低的原因是第二产业 , 主要是工业产值较低。临夏市三

个指标均低于合作市 ,考虑到临夏市外出经商的人数较多 ,

GNP大于 GDP , 实际数据有所低估。因此 , 对甘肃而言 , 对

于天水 、武威 、平凉等市 ,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 , 必须大力

发展工业 , 通过大幅度提高工业化水平带动城市化是必然趋

势。对于资源型城市 , 如白银 、金昌 、嘉峪关 、玉门等市在目

前支柱产业的基础上 , 通过技术创新 ,大力调整工业结构 , 寻

找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 提高第三产业在 GDP中的

比重 , 才能发挥增长及作用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表 1　甘肃省城市 2001 年劳动力利用效率

合作 敦煌 西峰 临夏 玉门 酒泉 张掖

非农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X11 绝对数(万元) 0.84 2.86 1.20 0.62 2.80 1.91 2.18

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2 绝对数(万元) 0.70 2.18 0.84 0.46 2.60 1.31 1.43

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2 指数(%) 100 311 120 66 371 187 204

非农人口人均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3 绝对数(万元) 0.19 0.76 0.41 0.17 2.10 0.43 0.60

嘉峪关 平凉 金昌 武威 白银 天水 兰州

非农人口均国内生产总值 X11 绝对数(万元) 1.50 1.82 1.76 2.08 2.06 1.49 2.04

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2 绝对数(万元) 1.44 1.63 1.68 1.41 1.98 1.32 1.99

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2 指数(%) 206 233 240 201 283 188 284

非农人口均人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13 绝对数(万元) 1.14 0.67 1.39 0.55 1.37 0.71 1.07

注:(1)资料来源:《甘肃年鉴 2002》 。

(2)城市的排列顺序是按城市的非农人口数由小到大排列的 , 非农人口不包括市辖县的非农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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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中的指数是以合作市为 100%计算而来的 。

(4)张掖和平凉于 2002 年成为地级市 , 本文仍按原县级市数据计算。

表 2　甘肃省城市 2001 年资金利用效率

合作 敦煌 西峰 临夏 玉门 酒泉 张掖

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X21 % 15.46 4.73 2.88 -1.57 4.73 4.73 3.52

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X21 指数(%) 100 31 18 -10 31 31 23

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利税 X22 绝对数(元) 24.95 7.64 3.48 -8.77 7.64 7.64 8.69

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GDP X23 绝对数(万元) 0.19 1.3 0.21 0.41 0.57 0.76 0.27

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GDP X23 指数(%) 100 684 111 216 300 400 142

嘉峪关 平凉 金昌 武威 白银 天水 兰州

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X 21 % 5.77 2.07 6.80 5.14 4.60 4.98 5.44

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X 21 指数(%) 67 13 44 33 30 32 35

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利税 X 22 绝对数(元) 12.64 4.86 11.08 8.11 8.61 9.56 8.77

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GDP X23 绝对数(万元) 0.36 0.38 0.73 0.65 0.38 0.26 0.26

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GDP X23 指数(%) 189 200 384 342 200 137 137

注:(1)资料来源:《甘肃年鉴 200》 , 《甘肃年鉴 2001》。

(2)武威市 2001 年成为地级市 , 考虑到资料衔接 ,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GDP相关数据为凉州区数据。

(二)资金效率指标 X2

1、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X21

受现有统计资料的限制 ,只考虑城市所在地区的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间接反映城市

资金的报酬率。

2、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利税 X22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流动性 ,可以通过城市所在地区全

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利税补充

反映城市资金的经济效益。

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利税=(城市所在地区的全部国有及

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城市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

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100

3、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X23

城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GDP=本年度增加 GDP/

上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城市发展主要靠投资拉

动 ,该指标可以间接地反映城市增量资金利用效率的基本情

况。但考虑到有些大型工程投资期比较长 ,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的效益并不显著 , 所以该指标可以作为补充参考指

标。

我国城市规模与资金效率之间呈“ L”分布 , 即小城市资

金效率最高 ,中等城市 、大城市资金效率较低并且接近(杨学

成 、汪东梅 , 2002), 通过考察甘肃 14 个城市资金效率指标

(见表 2),发现只有合作市的资金利用率比较高(企业总资

产贡献率达到 15.46%),其它城市资金利用率比较低 , 差别

不显著 , 小城市资金利用效率不高 , 一个解释是西部小城市

由于工业化水平不高 , 城市竞争力不强 ,城市发展后劲不足 ,

城市化没有进入加速阶段 ,不能充分得到城市化过程加速阶

段带来的收益递增的好处 , 因此对于甘肃乃至西部而言 , 无

法照搬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思路 , 只能从加强竞争力入

手 , 通过提高资本回报率 ,不断吸引大量区域外资本 ,加速城

市发展 , 才是西部城市化的根本出路。

(三)土地利用效率指标 X3

1 、建成区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值 X31

建成区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建

成区面积

2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X32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国内生产总值=二 、三国内生产

总值/城市建成区面积

3 、城市用地扩展系数 X33

城市用地扩展系数=建成区年均增长率/非农人口年均

增长率

城市用地扩展系数经验表明一般以 1.12 为宜。高于

1.12 表明城市土地利用率低;低于 1.12 表明城市土地利用

率高。

从表 3 可以看出 , 甘肃城市建成区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

值和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随城市规模扩

大而提高。城市规模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基本上是正相关

关系。即随城市规模的扩大 , 建成区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

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水平最高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国

内生产总值兰州为合作的 8.37 倍。

从“城市扩展系数”这一指标看 , 甘肃的城市扩展系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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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峰和武威两个城市的城市扩展系数接近于最佳值 , 其它

均相差较大 。对于城市扩展系数较小的玉门和兰州可以理

解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 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 , 城市

用地比较紧张 , 城市扩张受到影响。因此 ,甘肃乃至西部的

城市化在不断增加城市规模的基础上 , 必须有长期的规划 ,

充分考虑自然条件 ,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表 3　甘肃省城市 2001 年土地利用效率

合作 敦煌 西峰 临夏 玉门 酒泉 张掖

建成区单位面积 GDP X31 亿元/平方公里 0.32 1.47 0.96 0.74 1.96 1.02 1.45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 GDPX32 亿元/平方公里 0.27 1.12 0.67 0.54 1.82 0.70 0.95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 GDP X32 指数(%) 100 418 250 203 681 263 356

城市用地扩展系数 X33 1.46 1.57 1.14 1.20 0.82 0.97 1.23

嘉峪关 平凉 金昌 武威 白银 天水 兰州

建成区单位面积 GDP X31 亿元/平方公里 0.62 1.52 0.79 2.64 1.10 1.49 2.30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 GDP X32 亿元/平方公里 0.60 1.36 0.75 1.79 1.05 1.32 2.24

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 GDP X32 指数(%) 224 510 281 669 394 493 837

城市用地扩展系数 X33 0.92 0.99 0.91 1.09 0.96 0.95 0.78

注:(1)资料来源:《甘肃年鉴 2002》 , 《甘肃年鉴 1998》 。

(2)城市用地扩展系数计算数据为 1997 ～ 2001 年 ,其中合作为 2000 和 2001 年的数据。

(3)武威市 2001 年成为地级市 ,考虑到资料衔接 , 1997 年数据为原县级市数据 , 2001 年为凉州区数据。

表 4　甘肃省城市 2001 年经济效率综合指数

合作 敦煌 西峰 临夏 玉门 酒泉 张掖

城市经济效率综合指数 100 192.4 95.0 55.4 263.0 124.2 143.9

嘉峪关 平凉 金昌 武威 白银 天水 兰州

城市经济效率综合指数 125.1 236.9 150.2 210.6 178.7 171.0 270.1

(四)综合经济效率 X

选取“非农人口人均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企业总

资产贡献率”和“建成区单位面积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分别作为劳动力 、资金 、土地等 3 项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代

表性指标 ,考虑西部城市发展过程中 , 由于城市规模小 , 资本

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 将各指标权数分别定为 0.

3 , 0.5 , 0.2 ,然后计算出甘肃城市的经济效率综合指数。

X=X12×0.3+X21×0.5+X32×0.2

分析结果表明 ,特大城市兰州在经济效率方面优势明显

(见表 4)。玉门作为资源型城市 , 城市整体竞争力比较强 ,

经济效率较高。甘肃城市经济效率的特殊性是经济综合指

数与城市非农人口并非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 一个合理的解

释是对于大部分中小城市而言 , 城市规模太小 , 城市整体收

益率还有待提高 ,对于个别小城市 , 如平凉 、武威由于城市用

地有限 ,导致经济效率比较高 , 并非是竞争力比较高 , 所以在

甘肃合理选择发展潜力比较大 , 资源条件比较好的中心城

市 ,通过提高工业化水平 ,充分发挥城市化过程中的集聚效

应 ,才能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四 、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启示

我们认为 ,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 既不能走单一发展

大城市的道路 , 也不能走片面发展小城镇的模式。而只能根

据西部现有经济实力 , 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 量力而行 ,

制度创新优先 , 大力发展区域中心城市 , 尽快地把一些有潜

力的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吸引能力 、辐射能力和综合

服务能力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 最终达到城市化与工业化 、

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推动西部经济 、社会和环境协

调发展的目的。

1 、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特大城市(如重庆 , 成都 , 西安 ,

兰州等)的龙头作用 ,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转换 ,优化城

市产业结构 , 带动西部区域经济增长。

2 、对于有潜力的中心城市由于规模小 ,集聚效应发挥的

不完全 , 因此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改善城市化发展的

基本条件和投资环境 , 加大资金 、人才 、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

入 , 充分发挥城市化过程中的集聚规律 , 增强中心城市的集

聚 、辐射能力的同时 ,更好的发挥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带

动作用。

3 、资源型城市在西部地区城市中比重比较大 ,要在改善

城市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 ,减少原材料的初(下转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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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8页)加工比例 ,增加原材料附加值 ,改善城市的工

业经济状况 ,围绕主导产业 , 发展相关产业 ,为主导产业提供

配套与协作 ,必须尽早规划城市资源枯竭后的发展方向和城

市的主导产业的转换问题。通过技术创新 ,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

4、没有资源优势的小城市 , 要围绕主导产品和特色产

业 ,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充分接受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 ,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配

套产业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 承接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后

的技术转让 ,提高工业化水平 , 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 是城

市化的关键。

注　释:

①本文系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甘肃城市化问题研究”

(RS012一 B65—134)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兰州理工大学优秀青年教

师培养计划和青年基金的支持。

②我国把镇(t ow n)和市(city)都称为城市 ,把 urban(城镇)的动

词 urbanization译为城市化 ,从学术上讲城市化和城镇化意思相同 ,

但在我国 ,城镇化的提法具有政策上的含义。

③城市化水平指标按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的 , 我国

“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不包括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城镇户口的人 ,使得

城市化水平有所低估 ,但也存在县改市和乡改镇等手段高估城市化

水平的问题 ,本文不作详论。

④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2》和《甘肃年鉴 2002》 ,下同。

⑤夏永祥:《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实践》[ J] , 《中

国城市化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 2002 , P9。

⑥工业化水平用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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