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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过去 40 多年，中国不仅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而且创造了由贫穷

乡村中国向小康城市中国嬗变的人类奇迹，探索了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个性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基于新的城镇化理论框架分析发现：到 2035年，聪明的城镇化人口、数字的城镇化产业、智慧的城镇

化更新和绵延的城镇化地区将绘就更加美好的现代化中国。新人口力量、新交互力量、新空间力量

和新产出力量正分别取代传统的相关动力并汇聚成更加强大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新动力。分化加

剧、错配加深、负担加重和风险加大，可能是 2022—2035 年中国城镇化所面临的新挑战。 围绕以人

为核心的高质量城镇化，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中国，应在教育、就业、住房、土地、城市体系、社会治理

等方面实施六项战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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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经
济发展的主要引擎。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已达64.72％，进入城镇化的中后期。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走中
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
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加
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未来中国城镇化将在多个
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也将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全面现
代化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将城镇化融入国家
整体发展系统之中，创新并使用城镇化发展理论
框架，分析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动力与问题，提出

未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优化策略，对于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中国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一、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城镇化的独特基础
和分析框架

城镇化是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或转
变，是人口从分散的生活和农业生产转向聚集的
生活和非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农民、农村和农
业分别转变为市民、城镇和非农业的过程。

（一）经典城镇化的一般特征
在体系封闭、空间平衡和工业技术的假定

下，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的大小及变化共同
决定着城镇化的总体水平及变化。经典城镇化一
般表现为：第一，就业与生活同步转移。农村富余
劳动人口在职业领域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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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居住地也同步从农村转向城镇，在城镇
租购住房居住。刘易斯等提出的经典农业劳动
力转移模型的隐含假定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就业和生活同步地从农村转向城市。第二，公共
产品供给同步转换。在农业社会，一般是自给自
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较少。在城
市社会，主要靠分工合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等公共产品较多。在经典城镇化模式下，公共产
品由常住地提供，即随人口转移，从由流出地提
供自然转为由流入地提供，并从少到多、由弱到
强。第三，要素自由流动。在农业社会，土地是“生
产”的直接生产要素，也是“生活”的间接空间要
素，人与地是直接结合的。在城市社会，土地是“生
产”“生活”的间接空间要素，人与地是间接结合
的。在经典城镇化模式下，由于人口在职业和空
间上都需要转移， 因而人与地需要先实现一地的
分离，再实现与另一地的结合，但它们都是通过
市场自由交换实现的。第四，社会重建同步。 在
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使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狭小
和稳定，宗法式的地方化治理能够处理相对简
单的亲缘与地缘关系。在城市社会，复杂的交互
使社会关系相对多元、广泛和多变，需要法制化
的社会治理才能处理复杂的地缘和业缘关系。在
经典城镇化模式下，人口同步实现就业、居住和
身份从乡到城的转变，转移人口的社会关系也
将同步转变，且随着人口转移的增长，乡村社会
逐步转变为城市社会。第五，发展从低到高。在
经典城镇化模式下，人口从农村转向小城镇，再
转向大中城市，最后转向大都市。 城市空间由单中
心转向多中心。城乡产业，尤其是城市的产业也
逐步多样化、高级化和复杂化。城镇化的动力或
目标从重视工作（职）转向重视生活（住）。

（二）中国城镇化的个性条件
巨型国家禀赋、经济体系开放、经济体制转

型和新技术革命等共同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与
众不同。第一，巨型国家禀赋。人口规模巨大、地
域空间辽阔、各地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决定了中

国城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决定了中国城镇
化在大区域范围内的平衡和区域小范围内的失
衡并存。第二，经济体系开放。1978年以来，中国
经济体系开放度不断提升。在经济全球化迅速
扩张的同时，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内
外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经典城镇
化，或呈现先失衡再平衡的特征。第三，经济体
制转型。伴随着城镇化的加快，中国从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涉及城镇
化的土地制度方面，农村土地制度从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向“三权分置”转变，城市国有土地制
度从有偿出让向“招拍挂”转变；在涉及城镇化的
人口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
城，但不予落户”的户籍松动政策，到通过购房办
理城镇落户、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的转变。这
些制度及其不断变革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与
众不同。第四，新技术革命。中国城镇化处在第
四次新技术革命的进程中，这决定了中国正在发
生的城镇化与在前三次技术革命进程中发生的
城镇化有很大不同。因为信息技术不仅会深刻改
变全球产业体系，而且会深刻改变人类交互的交
通与通信工具及基础设施，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
响城镇化的交互内容、人口规模与空间形态。

（三）中国上半程城镇化的巨大成就
过去 40 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城镇化加速过程，城镇化使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贫穷落后的乡土中国迅速
变为富裕文明的城市中国。

第一，40 多年的城镇化使中国城市的发展
状态从“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1978 年全
国的市辖区和小城镇分别仅有 408 个和 2 176
个，2020年分别达到 973个和 21 157个。与此同
时，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巨型城镇化地区也
在快速涌现和不断发展。 第二，40多年的城镇化
使中国的城镇人口快速集聚，且人口发展质量迅
速提升。 1978—2021 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从

1.7 亿增长到 9.1 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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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43元提升到 47 412元；1978—2019年，人均
寿命从 68岁提升到 77.3岁；15岁及以上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1982 年的 7.57 年提升至
2019 年的 9.91 年。第三，40多年的城镇化使中
国的城镇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 40多年间，中
国城镇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 10%，城镇 GDP 占
比从 1988 年的 50%左右增长到 2016年的 80%
多；公共财政收入也从 1978年的 584亿元（全部
城镇）增长到 2020 年的 85 575 亿元（地级及以
上城市）；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 1978年的
57.5%逐步下降至2021 年的 28.6%。第四 ，40
多年的城镇化使中国的城镇空间快速扩张 ，
城镇环境日新月异。1978—2020年，中国建成区
面积增长了 8.43 倍，2020 年达到了 60 721.32
平方公里。1981—2020年，全国城镇公园绿地面
积从 2.2 万公顷增长到79.79 万公顷 。 1978—
2020 年，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从 23.6 公里增
长到 7 355 公里。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在
城市全面普及，现代化的通信基础设施网络也已
覆盖全国城乡。

（四）中国上半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基于大国特征、开放背景、体制转型、技术革

命的国情和时代条件，中国上半程城镇化具有以
下特征：第一，职住分步转移。在城镇化上半程，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以及开放的国际
市场，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处于较低的水
平。农村转移人口到城镇赚取略高于农业生产的
报酬，但不足以覆盖在城镇生活的全部成本。这
使得转移人口仅能先实现职业转化，即从农村的
农业活动转向城镇的非农业活动，其家庭生活仍
然主要在家乡的农村。第二，公共产品分异。在城
镇化上半程，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以及户籍与公共服务挂钩的制度，农村转移人口
虽然在城镇实现了就业，但是难以与所在城镇的
户籍居民平等分享更充分的公共服务。第三，要
素有限流动。在城镇化上半程，虽然商品市场化
改革快速完成，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较慢，土

地和劳动力的流动一直受到限制，难以实现自
由的流动、分离和结合。第四，社会重建不足。在
城镇化上半程，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在城镇，
而生活、居住、公共服务等仍在农村，这导致了
乡村社会已残破，而城镇社会尚未健全，新型的
乡村治理和现代的城镇治理都不够完善。第五，
发展从低到高。在城镇化上半程的一些主要方面，
包括人口规模、空间形态、经济结构、发展动力，
中国城镇化都与经典城镇化的演进基本一致，
但其演进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总之，中国城镇化既拥有影响城镇化的一般
因素，又存在影响城镇化的特殊条件，这就决定
了中国城镇化既遵循一般规律，又有自身特色。
这既决定了上半程城镇化速度快、成就大、变异
多，又决定了下半程城镇化的新趋势、新红利和
新挑战。

（五）城镇化的新分析框架
传统的城镇化分析框架多是将城镇化的表

现与影响分割开来，既复杂又不太全面，更缺乏
动态性。本文从人类发展最一般的影响因素及关
系出发，建立了简洁、综合而又动态化的城镇化
发展新分析框架。

人类发展是人类在一定空间载体上，通过交
互作用而实现价值创造及增长的过程，人口、空
间、交互和产出的相互结合与不断循环决定着人
类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基于四者结合和循环的特
征不同，可以将人类发展划分成不同的阶段。从
静动和聚散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经历了流动而
分散的游牧时代、固定而分散的农业时代、固定
而聚集的城市时代，将要迈向流动而聚集的智能
时代。

作为农业时代向城市时代的过渡，城镇化实
质是人口、空间、交互和产出转化及互动的过程。
一是人口转化，即从农民变市民，从分散、封闭的
自然人到聚集、开放的社会人，从主要是体力、极
少智力付出到主要是体力、多一些智力付出，从
分散聚集的生活居住到集中聚集的生活居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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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间转化，即从农村变为城市，从稀疏的开发
空间到密集的开发空间。三是交互转化，即从农
业活动变为非农活动，从自给自足到分工交换，从
农业生产要素结合到非农生产要素结合。四是产
出转化，即从农业活动的产出转向非农活动的产
出，从以农业活动为主生产的最终产品转向以非
农业活动为主生产的最终产品，从服务于农业活
动为主的简单工具和技术转向服务于非农业活
动为主的复杂工具和技术，从简单、狭隘的公共
产品体系转向复杂、广泛的公共产品体系，从自给
自足的制度规则转向分工合作的制度规则，从乡
村家族治理转向城市社会治理。如此循环往复，
决定了城镇化的螺旋式上升（见图 1）。

根据图 1的理论框架，城镇化发生和发展的
一般动力机制是：产出层面的农业技术进步，使
农产品相对需求出现剩余。而需求层面的永恒扩
张导致非农需求不断增加，决定在一定制度规则
下非农交互活动的产生，受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
成本影响，加上土地不再是非农活动的直接生产
要素，导致人口在空间上聚集，即城镇化发生、发
展和完成。

二、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城镇化的新动力与
新红利

人口转化、空间转化、交互转化与产出转化

循环演进并与城镇化水平互促共进。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城镇化，将获得四大新动力。

（一）新人口力量：居住与生活是未来城镇化
的牵引力

2022—2035 年，中国城镇化需求的主导力
量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
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口城镇
化的目的和需求变化的过程。 在上半程城镇化
中，农村富余劳动力来到城市工作是为了维持家
庭生计，即就业和赚钱是上半程人口城镇化的重
点需求。在就业稳定的基础上，下半程城镇化的
重点是在城市过上美好生活，核心体现为获得基
本或优质的衣食住行、安育乐业等生活条件。其
中，居住需求是下半程人口城镇化的主要牵引力
量。住在城镇不仅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需求，而
且影响人口城镇化的其他需求，因为多项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都与居住连在一起，分享城市高质
量的服务和环境必须居住在城镇。从不同年龄
人口的需求来看，先在城镇购房后结婚的“婚嫁
门槛”，会驱动农村适婚青年城镇化；在城市购房
可以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会驱动已婚家庭城镇
化；在城市购房可以分享城市的医疗资源和养老
环境，会驱动老年人口城镇化。但是，住房难仍
将是人口城镇化的隐形阻力。商品住房价格高和
保障房覆盖面窄，将影响人口城镇化需求的充
分释放。

（二）新空间力量：聚集和分散是未来城镇化
的空间内生力量

规模经济与空间成本决定人类的交互活动
必然是分散聚集的，具体决定于分散力和聚集力
的大小及相互作用。当聚集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
成本时，即聚集力大于分散力时，交互活动将保
持聚集状态；当聚集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
时，即聚集力小于分散力时，交互活动将保持分
散状态。当然，技术可以改变规模经济和空间成
本，进而改变聚集力与分散力对比，也可以改变图 1 新分析框架：城镇化的内容及动力机制

产出转化

交互转化

空间转化

人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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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聚集的形态。因此，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不
同，分散与聚集两种内生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也不
相同，交互活动的空间聚散形态就会不同。

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发展的事实来看，如果
以城镇化水平作为划分发展阶段的标准，在城镇
化率达 40%之前，交互活动在空间上“分散聚集”
特征突出。在城镇化率为 40%至 60%之间时，交
互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聚集”的特征明显。在城镇
化率达 60%以后，交互活动在空间上“聚中有
散”特征不断强化。

过去 40多年，尤其是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到达 60%之前，在国家、区域、城乡等多个空间尺
度上，相对于分散力，聚集力的主导作用不断增
强，驱动了空间经济活动从分散聚集走向集中聚
集，也驱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2022—
2035年，虽然聚集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
量，但分散力的作用已开始增强，聚集和分散两
种力量在不同尺度上和不同区域内的不同作用，
将决定空间城镇化呈现“聚中有散”的新变化，包
括：在高端要素继续向空间中心区域聚集的同
时，低端要素开始向空间外围扩散。在大尺度空
间范围内，要素产业从外围向中心聚集的同时，
在小尺度空间范围内要素产业由中心向周边扩
散。在经济欠发达区域，空间交互活动总体趋向
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区域，空间交互活动总体趋
向扩散。事实上，在城乡之间，以及东部与中部区
域之间，在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市（城区）构成的城
市群与都市圈内，人口、产业的“聚中有散”已经
出现，未来将日益明显。

（三）新交互力量：“新四化”是未来城镇化经
济的内生动力

递增的规模报酬决定了非农交互活动的不
断升级和扩展。2022—2035年，全国化、多样化、
服务化和智能化引致的分工与交换、合作与竞
争将推动城镇化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市场一体化催生的全国化交互力量。
在城镇化上半程，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与

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使得中国各区域率先参与
到全球化的交互中，在加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导
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问题［1］。同时，相似的资源
禀赋所产生的同质竞争，也引发了中国地区间行
政保护和市场分割。2022—2035 年，全球化进
程可能会有所停滞或出现波折，中国地区之间内
生资源禀赋的差异化，以及为促进新发展格局构
建的国家战略实施，将会促进经济全国化的形
成和不断深化 ，从而持续释放包括城镇化经
济在内的巨大规模经济红利。 二是城市大型化
带来的多样化交互力量。 在城镇化上半程，小城
镇化及中小城市化是城镇化的主体形式，城镇化
进程中的分工与交换、竞争与合作相对简单，因
此，城镇化经济中专业化与多样化的规模经济占
比不大。在城镇化下半程，大城市化、都市圈化
和城市群化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式，巨大的
人口和市场将使得城镇化经济中的分工与交
换、竞争与合作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多样化。因此，
多样化规模经济将为 2022—2035 年城镇化经
济注入巨大力量。三是产业高级化带来的服务
化交互力量。在城镇化上半程，城镇化经济发展
的主要产业动力是生产制造及由此衍生的交互
活动［2］。而在城镇化下半程，服务及其衍生的新
交互活动将成为城镇化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
动力。 2022—2035年，随着产业的逐步转型升级，
各类服务尤其是高端服务将成为城镇化经济的
主要引擎。四是科技产业化带来的智能化交互
力量。 技术是城镇化经济的源动力，不同的技
术时代有不同的城镇化经济。中国的城镇化是
与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同行的。在城镇化上半程，
信息技术促进分工与交换、合作与竞争的交互
活动，促进了城镇化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在城镇
化下半程，数字化、智能化的交互，通过产业数
字化、智能化和数字、智能产业化，将更有力地促
进城镇化经济发展。因此，未来数字化和智能化
所形成的交互动力，将催生、支撑和开拓中国城镇
化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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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产出力量：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制
度创新是未来城镇化的新红利

在城镇化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中，有产出积累
和转化的投入，其具体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
不断变化的。在城镇化上半程，劳动力、资金、土
地依次作为主导因素，并与制度创新一起，驱动
着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2022—2035 年，人力
资本、技术资本、制度资本将逐步成为主导因素，
驱动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曾经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同时，
过去与将来长期积聚的人才红利将不断释放并
发挥报酬递增作用。2020 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
已达 2.25亿人左右，预计 2035年全国人才总量
将达到 3亿人左右。第二，在物质资本增幅下降
和报酬递减的同时，在经历过去 40多年的“干中
学”“干中创”后，知识资本正形成巨大规模并发
挥报酬递增的作用。多项科技创新成果的统计数
据显示：通过学习性创新、集中性创新和竞争性
创新等途径，中国正在从低水平、高速度的模仿
创新走向高水平和大规模的自主创新。第三，过
去 40 多年中国已经收获巨大的改革红利，但是
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制度创新没有止境。目前建
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没完
全实现，有关现代城市经济的交往规则也没有完
全建立。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会优化劳动力、资
金和土地等硬件资源配置，而激励创新的制度创
新将优化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配置。改革还将
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与创新动力，降低商品、服
务与要素的交易费用，同时释放软件和硬件资本
规模报酬递增的动能。总之，深化改革将会释放
巨大的制度红利。

三、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城镇化的新格局和
新趋势

在上半程狂飙突进式的大规模、高速度、非
均衡的城镇化加速过程之后，基于历史基础和未
来环境，2022—2035 年中国城镇化将呈现新趋

势和新格局。聪明的城镇化人口、数字的城镇化
产业、智慧的城镇化更新、绵延的城镇化地区等
将勾勒未来城市中国的新图景。

（一）聪明的城镇化人口

2022—2035年，鉴于全国城乡人口质量提升
和城镇化人口主体发生变化，无论是农村向城
镇的转移人口，还是城镇之间的转移人口，总体
质量与之前相比都会明显提高。具体表现为：第
一，长寿化和知识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基于历
史发展、当前水平和经验趋势等大致预判如下：
每年提升 0.6 个百分点，2035 年人口城镇化率
将达到 73.12%；每年增长 0.3 岁，到 2035 年全
国人口平均寿命将增加 4.5岁左右，60岁及以上
人口数量将接近 4 亿人；每年净增 500 万人才，

2035年全国人才总量将达到 3 亿人；每年提高

0.1 年，预计全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将从 2020 年的 9.91 年提升到 2035 年的
11.4 年。第二，大学生将是增量城镇化的主体。
在依次经历务工就业、征地拆迁为主体的人口
城镇化之后，以升学就业和享受生活的人口城
镇化将成为主体，年轻的高学历人口将持续向
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转移。

（二）数字的城镇化产业
需求升级、技术创新、产业链调整和国际环

境变化决定了 2022—2035 年作为交互活动主要
内容的产业发展将呈现新趋势和新格局。

第一，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一方面，大规模
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城镇化结束，将使得重化制造
业规模收缩；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调整以及国
内制造业成本上升，将会导致制造业的增速下
降，与此同时，分工的深化和人口深度城镇化将
会导致多样化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业较快增长。总
体上，城市产业的服务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是制造业占比下降并不意味着其规模下降：在
科技创新和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无论是基于比较
优势的选择，还是基于竞争战略的支持，中国城
市的制造业仍将保持较大的绝对规模。第二，产

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 103



业革命正在发生。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将深刻
改变城市产业体系。除传统产业将会被数字化、
智能化深度改造外，新型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也
将广泛兴起和加速发展。城市的知识、信息、数据
等软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规模及占比将快
速提升。第三，城市分工将逐步清晰。伴随着中国
产业的升级和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
建及形成，中国城市从过去整体上都是全球工厂
和加工基地，发展成未来不同层级和功能的区
域。少数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将成为国家
和全球的创新、管理、服务和消费中心，一些中心
城市、都市圈将成为国家和区域的创新、管理、服
务和消费中心，而众多的区域中心和中小城市将
成为资源和产品的加工制造基地。第四，经济空
间格局将重塑。经济的空间扩散和严峻的外部环
境都可能驱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中
心城市将依次崛起。此外，在城市集群和产业链
集群的双重作用下，都市圈和城市群将成为未来
经济空间的主要形态。第五，产业链将重新布
局。在中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大都市周边、中小
城市迁移的同时，东部、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
群的核心区将逐步吸引、集聚中高端创造和服务
产业。

（三）智慧的城镇化更新
在经历上半程大规模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开

发建设之后，2022—2035 年中国的空间城镇化
将进入存量优化时期。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从
规模扩张转向密度提升。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增幅从 2011 年后开始放缓，2011 年为8.85%，

2015年为 4.68%，2020年仅为 0.68%。人口城镇
化从 2010 年开始快于土地城镇化，初步测算的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弹性系数显示，2010
年首次大于 1，2015年和 2016年分别为 1.2、1.3。
2022—2035 年，城镇空间将转向优化结构和盘
活存量，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经济密度都将不
断提升。第二，从开发建设转向更新改造。城镇
住房及基础设施经历 40 多年的飞速发展，已进

入基本饱和状态。2019 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
到 39.8平方米，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或砖混结构住
房的户数比重为 93.5%，住宅外道路为水泥或柏
油路面的户数比重为 93.4%，有管道供水入户的
户数比重为 97.7%。2022—2035年，随着信息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以及在城镇化领域的广泛
应用，城镇空间将从城镇建设开发转向更新改
造和智能化的更新改造。第三，从基础设施建设
到公共服务提供。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物质基础
设施供给长期高速增长，但是公共服务尤其是
优质公共服务一直相对滞后。随着物质基础设
施的饱和，2022—2035 年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
公共服务及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公共产品供给
的重点。

（四）绵延的城镇化地区
在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之后，空间扩散

力将不断增强，聚集力与扩散力的相互博弈将使
得经济活动呈现聚中有散的变化，2022—2035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为 64%~75%。中国
城镇化的空间形态将呈现如下态势：

第一，中心村将逐步城镇化，边缘村将萎缩
甚至消亡。在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
下，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中心村和居民点将逐步
扩张升级为小城镇，成为农村居民主要栖居地和
农业生产服务中心，另一些区位等条件较差的边
缘村和居民点将持续萎缩甚至消亡。第二，一些
中心镇将逐步城镇化，一些边缘镇将部分衰落和
消亡。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发达地区的中心镇、
重点镇，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关镇将逐步发展为城
市。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边缘地区的小城镇大
多数在萎缩中维持，边缘且落后区域的小城镇有
可能走向消亡。第三，发达区域的中心城市将持
续扩张，欠发达区域的边缘城市将持续收缩。一
些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
好的地级和县级城市将逐步实现规模大型化和
功能高级化，而一些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差的地级和县级城市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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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人口流失、规模收缩等现象，甚至会走向
消亡。《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 ：

2014—2018年，有 507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保
持了正增长，122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有所减
少，这一趋势在 2022—2035 年不仅会持续，而
且会增强。第四，一些中心城市将从单中心城市
演变为多中心的都市圈。继强二线城市崛起之
后，一些弱二线城市也将相继崛起，与此同时，
城市空间形态从单中心转向多中心。第五，大都
市圈将发展成城市群，大城市群将变成巨型城镇
化地区。城市群虽在“十五”期间开始萌芽，但一
直发展缓慢。2022—2035年，都市圈的发展和扩
散将推动城市群时代的来临。建立以中心城市引
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将
使城市群变成巨型城镇化地区。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巨型城镇化地区将形成
城市群、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等多
形态嵌套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区。第六，中心区
域将扩大化并向网络化发展。2013年以后，伴随
着我国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迅速构
建，东部地区中低端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和全
国高端要素向东部地区聚集，东部与中部趋向一
体化发展，“东中一体”推动了东部升级，也带动了
中部崛起。《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9》的研究
成果也表明：2020—2021年，中部城市的综合经
济竞争力相对于 5年前上升了 15.5名［3］。

四、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城镇化的新问题与
新挑战

上半程城镇化的超高速度发展，在取得巨大
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结构失衡，加上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2022—2035 年中国城镇化将
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一）城镇化发展的分化加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交互的空间活动

将从“分散聚集”走向“集中聚集”、再走向“聚中
有散”，这会导致地区间发展差距“先扩大后缩

小”，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以此判断，当城镇化步入下半程，中国经济的诸
多地区差距应该呈现缩小的趋势，但是数据显
示：第一，在全国尺度上，区域间人均可支配收
入伴随着人口的增减在分化。 2010—2019年，南
北方的人口差距从 21 135 万人增加到 23 525
万人；与此同时 ，2013—2019 年，南北方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差距从723.13元扩大到 2 501.56元。
第二，在省域尺度上，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人
均可支配收入伴随着人口的增减在分化。2010—
2018年，中心城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0.26%，非
中心城市的常住人口仅增加了 3.00%；与此同
时，2010—2019年，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 5 864.97 元扩大到13 177
元。第三，在城市群尺度上，城市群与非城市群
人均可支配收入伴随着人口的增减在分化 。

2010—2018年，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增加了5.18%，
非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增加了3.31%；与此同时，
城市群和非城市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

2 012.92 元扩大到 3 057.48 元。第四，在都市
圈尺度上，都市圈与非都市圈人均可支配收入
伴随着人口的增减在分化。 2010—2018年，都市
圈的常住人口增加了 5.92%，非都市圈的常住人
口增加了2.54% ；与此同时 ，2010—2019 年，
都市圈和非都市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

3 459.72元扩大到 7 389.35 元。 第五，在城市尺
度上，中心城区与周边区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伴
随着人口的增减也在分化 。2013—2018年，中
心城市的城区人口增加了19.10%，非城区人口
减少了 5.42%；与此同时 ，中心城市的城乡人
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 17 719.77 元扩大到
25 587.94元。

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客观上不可能完全相同，
保持合理的差距有利于促进效率提升，但是如果
地区间发展水平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长期分化，不
仅会严重损害地区间社会公平，而且会严重破坏
整体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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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要素的错配加深

2022—2035 年，人口城镇化、职住一体化、
城镇间人口迁移有可能加深已经存在的资源空
间错配问题。

第一，转移人口与住房分布的空间错配加剧。

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6.52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了 29.81 平方米；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6.8平方米，
比 1978年增加了 38.7平方米。这表明，农村人均
住房面积无论是过去的增长还是目前的水平都
显著高于城镇。与此同时，2003—2018 年，城市
新增人口的 92.22%都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内，但

2002—2017 年房地产销售面积仅有 69.62%在
城市群和都市圈内。未来随着人口从农村、小城镇、
非都市圈向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转移，乡村、
小城镇、非都市圈、非城市群的空置住房将进一
步增加。第二，转移人口与基本公共产品的空间
错配加剧。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全
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情况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农村固定资产为 3.1 万亿元，其中 2/3 为
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非经营
性固定资产。由于公共服务附着在住房上，前期
品质不高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广泛布
局在农村和中小城镇，未来随着大量人口向中心
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转移，这些乡村和中小城
镇的公共产品将大量空置。第三，转移人口与土
地资源的空间错配加剧。《农村绿皮书：中国农
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8—2019）》显示 ：

2018年，农村宅基地空置率为 10.7%，样本村庄
宅基地空置率最高达到 71.5%。转移人口职住一
体化使人口向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聚集，但
是城市建设用地行政审批制以及用地指标平均
分配制度将造成人口流出地区的土地指标过剩
和人口流入地区的用地紧张。如上所述，尽管城市
新增人口绝大部分流入城市群和都市圈 ，但

2010—2018 年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仅增加了
52.49%，而非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43.61%。

第四，集体建设用地与优质公共服务的空间错配
加剧。由于高质量公共产品的地区间布局主要决
定于上级行政决策和地区财政实力，因而城乡之
间和城市之间优质公共产品分布明显倾向于行
政级别高、经济实力强的中心城市，但是城市建
设用地是行政审批和平均分配，由此导致土地与
优质公共服务的错配并带来诸多问题。

（三）城镇化发展的负担加重

2022—2035 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意味着城镇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要持
续大幅提升，也意味着政府公共支出要持续大幅
增加。

第一，存量城镇化人口的公共服务欠账多。
虽然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3.89%，但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5.1%，补齐 18.79%的常
住人口的城镇公共服务短板，政府财政不仅需要
巨额的一次性初始支出，而且需要大量的连续
性增量支出。第二，新增城镇化人口的公共服务
规模大。 2022—2035年，将有 1.5亿左右的农村
人口迁往城镇，还将有 1.5亿左右的城镇人口从
中小城市迁往都市圈和城市群，近 3亿左右人口
的迁徙需要城镇公共产品的匹配，这需要巨额
的财政投入。第三，城镇化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及
其财政负担。生育、户籍等政策及变化，在创造上
半程城镇化多重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下半
程城镇化人口过度老龄化的挑战。预计未来

30 年，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增长到
30%以上，并且 30年以后，老龄人口比例将长期
处于高位，下降的概率很低［4］。过度老龄化将使
下半程城镇化的公共服务负担雪上加霜。第四，
公共服务标准不断提升会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
的压力。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满足城镇
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是创造并均等
地提供更加多样、优质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政
府公共服务支出需要相应地持续大幅增加。

在上半程城镇化中，土地财政为城市公共产
品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提前透支了未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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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负担［5］。 2022—2035年，
土地财政将逐步式微或结束，城市政府财政收
入的渠道大幅收窄。与此同时，过去的长期经济
高增长也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

2022—2035 年政府税收增长可能会因为经济
增长的逐步放缓而放缓。总之，未来城镇财政收
入增幅下降与支出增长上升的变动，可能会增加
政府在支持城镇化方面的财政压力。

（四）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加大
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效应，既能

够创造巨大发展红利，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发展风
险。一方面是上半程城镇化的问题向后半程城镇
化推延，另一方面是城镇化使农村的问题向城镇
转移。2022—2035年，城镇化发展的风险有扩大
及爆发的可能。

第一，人口聚集和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与
乡村相比，一方面，城市以及城市群面临着更加
广泛、密集、多元、变化的交互关系，任何个体、团
体、区域、行业的风险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都
可能会造成局部和整体的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
城市以及城市群面临更加广泛、密集、多元、变化
的公共事务，参与各方的任何失职、渎职和违法
行为，都可能导致公共危机。从中国城镇化实践
来看，在从职住分离到职住一体的转型过程中，
农村转移人口作为临时工业缘关系的非正规性，
作为外地人地缘关系的暂时性，以及作为新市民
社缘关系的二重性，都增加了管理的不确定性，
也加大了社会风险。第二，农业人口职业转换所
面临的失业风险。在城镇化的下半程，从需求层
面来看，就业岗位在减少或调整。一方面，产业升
级将使过去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竞争性
产业、低技术产业的就业岗位消失。另一方面，
智能化以及“机器换人”将大大消减传统行业的
就业岗位。从供给层面来看，大规模的存量农民
工可能难以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变化，也难以回到
农村再就业，尤其是大量由土地城镇化所产生的
“市民”，在拆迁、安置补偿款花完后，就业和生活

可能更加堪忧。第三，房地产过度发展带来的泡
沫风险。由于上半程城镇化的过度土地经营和住
房开发，房地产正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
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灰犀牛”。一些一、二线城市
面临着住房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一些三、四线
及以下城市面临着住房数量泡沫即大量空置的
风险。第四，城市透支发展带来的财政风险。为
追求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一些城市政府利用土地
融资等工具，通过高杠杆驱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
资，不仅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及财政收入，而且积
累了较大规模的地方债务以及未来利息支出
负担。根据IMF 测算，2018 年末，中国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规模为 30.9 万亿元，而财政部发布的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显示：2018年地方政府显性负债 18.4 万亿元，因
此，2018年地方政府总体负债为 49.3 万亿元。
最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地方债规模又有扩大。未
来地方债增长虽可能放缓，但本息规模都很庞
大。与此同时，随着“土地财政”的逐步退出，即便
税收收入增幅保持不变，2022—2035 年城市政
府都将面临一定的地方债违约和财政收不抵支
风险。

五、面向 2035年的中国城镇化推进建议

把握新趋势，释放新红利，应对新挑战，在全
面和系统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制度政策和
管理服务的基础上，应汇聚多方智慧并达成广泛
共识，实现六大方面的重点突破。

（一）以教育为关键，建立产业保障体系
教育是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释放新动能和

应对新挑战的关键，也是政府、家庭及社会各方
的积极性所在。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延
长义务教育年限。将中小学的学制从 12年缩短
为10 年。把幼儿园和高中都逐步纳入义务教育
体系，将义务教育从目前的 9 年制提高至 13 年
制。义务教育统筹管理层级力争从目前的县域城
乡一体逐步扩大到省域统筹并最终实现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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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将对每个学生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直接与学
籍挂钩并随学籍迁移而迁移。此外，要利用在线
教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第二，普及
大学教育。继续快速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
争从 2020年的 54.4%提升到 2035年的 75%。打
开职业教育上升通道，增强职业教育深度和广
度。改变职业教育最高学历只达本科的制度，建
立职业教育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制度。打通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通道，让接受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的学生按照兴趣和意愿，通过公平的考试
制度实现学历升迁。第三，建立终身教育制度。
所有劳动人口都应该不断提升其智力和技术水
平，以适应未来的智能化社会需求。为此，要增加
劳动人口尤其是高龄人口的教育公共投入，并将
其作为引导投入，刺激家庭、企业持续增加教育
投入，不断更新和改善劳动人口的知识和技能水
平。与此同时，要将对新市民的就业培训纳入城
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增加政府职业培训的专项
公共支出。第四，改革教育方式。利用未来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把握各个经济主体的差异化特
征，实现因材施教。充分利用知识数字化的优势，
实现“干中学”“用中学”“研中学”“玩中学”，使经
济主体始终处于学习状态。

（二）以就业为主线，完善工作与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是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基础，针对城

镇化、数字化、长寿化时代的工作内容、工作条
件、工作要求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在公平和可
持续上面临的问题，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第一，加
快建立差别化的延长工作年龄的制度。根据年
龄、体力、智力、技能及其变化，建立动态调整劳
动人口职业和就业岗位的制度。第二，改革工作、
学习与休闲制度。应减少劳动人口的劳动时间，
增加并严格执行休假时间，增加年内专门学习时
间，让劳动人口通过休闲和学习来提升人力资本
和工作效率。第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
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农村人口和非正规就业人口
的社会保障标准，逐步实行社会保障的区域调

剂和全国统筹，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统筹就业、
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大社保制度框架和政策体
系［6］。

（三）以居住为抓手，补齐以都市圈为主体的
公共产品体系

住是城镇化的最终落脚处，也是解决公共服
务，使新市民过上城市美好生活的保障，因而公
共产品体系应当以居住为抓手。第一，构建以都
市圈为单元和主体的全国住房空间体系。大都市
圈是住房市场的基本单元，应促进以都市圈为单
元的新旧、租售住房市场和保障体系建设。一是
启动青、新市民安居工程。在外来人口流入集中
的中心城市郊区和周边城市，建立和改造保障性
住房和普通商品房，让符合条件的青年和新市民
租购。二是启动中上收入群体的乐居工程，在都
市圈内的中心城市郊区和周边城乡新建、购旧、
改造普通和高档商品房，使高收入和年长者转
移到郊区和周边城市。 第二，建立与住房绑定的
都市圈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
给予在都市圈落户的租购住房家庭均等待遇，
同时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对均衡地布局在
都市圈内，尤其要将中心城区的优质公共服务向
周边转移和辐射。另一方面，根据职住空间布局，
加密中心城市郊区和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网络
和节点，尤其要加密都市圈内的快速交通系统。
第三，构建与住房绑定的都市圈之间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国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提
质增量的同时，改变过去以省域或城市为单元的
做法，将全国性的科教文卫、交通信息、环境能
源等重大功能设施与全国人口及住房的布局相
匹配，重点分布在若干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内，以便
更加有效地服务都市圈、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

（四）以土地为中介，撬动和释放要素优化空
间配置的红利

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条件，城市及城
镇化的发展要求土地制度不断变革并与之相适
应。第一，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全国统筹和指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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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管理制度。完善城乡一体、“三权分置”的土
地产权及保护制度。完善城乡土地征收、出让、储
备和转让制度及监管规则。强化城乡土地用途的
法制化管理制度。建立“人地挂钩”、全国统筹的
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制度及监管规则。建立地方
与中央四六分成的土地出让和转让的收益分配
制度。第二，建立都市圈内人口与土地指标相挂
钩制度。根据都市圈的人口规模，配给相应的增
量土地指标。设立和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税，地方政府通过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税，为公共服务支出提供财政收入来源。创新农
村宅基地的转让方式和途径，通过宅基地有偿退
回，使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组织可以更大范围
地向市场出售使用权。第三，建立都市圈之间的
人口与土地指标相挂钩制度。根据各都市圈之间
相互转移的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规模，匹配相
应的土地指标。

（五）以城市体系为支撑，塑造城镇化中国的
空间新体系

2021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4.72%，城镇已经主导中国的人口空间体系，因
此，未来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多形态嵌套的城市
体系。第一，建设以城市体系为支撑的全国经济
空间新体系。根据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做好系
统性经济空间布局和国土空间规划，建立一个经
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环境永续力强大的现代
化城市中国。第二，建设符合规律的多形态嵌套
全国城镇新体系。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和城区发
展的核心是人口，其规模位序分布大致遵循最大
城市人口数量的 1/2、1/3、1/4 等的齐普夫法则。
由此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城市群、都市圈、城市
的数量和规模，构建多形态嵌套的城市体系。第
三，建设规模最优的首位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
城市。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
城市是有极限的。结合人类空间聚集容忍度、空
间开发容忍度以及技术决定的空间移动成本等，
确定首位城市群、首位都市圈、首位中心城市的

合理规模，进而确定各形态城市的位序规模，矫
正各地的“一城独大”问题。第四，构建以城市空
间为载体的多层嵌套的产业体系。结合人口、公
共产品、软硬件环境的布局，以及非农产业发展、
升级、分工和空间布局及转移趋势，构建产业
体系。

（六）以治理为保障，建设城镇化中国的社会
秩序

随着中国从封闭、狭小、静止、熟悉、分割的
乡村小社会转入开放、陌生、多元、流动、联系的
城市大社会，人际交互也从人数少、空间近、变动
慢转向人数多、空间远、变动快，公共事务则从小
到大、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为适应人口聚集、
开放、流动、联系的城市社会的需要，应建立以治
理为保障的社会秩序。 第一，构建服务城市型社
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城市型社会的政府公
共职能，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变化
趋势，调整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
和职能分工。第二，构建城市区域协调的治理
架构。基于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趋势，调整市区
县行政规划，通过城市合并、撤县设区、区县划转
等措施，尽量将同一都市圈的空间纳入同一行政
治理范围之下。然后，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整合共享公共数据资源，建设城市综合运行管
理服务平台 ［7］。对无法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而实现
同一行政治理的区域，建立跨行政区的空间治
理体系，包括设立一体化的治理组织，制定一
体化的制度规则，构建一体化的发展共赢机制
等。第三，建立中国特色城市治理体系。城市公共
事务需要全体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建、共治
和共享。从性质定位、组织体系、工作内容等诸多
方面看，城市的人大与政协都可以为党委领导下
的城市治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完善人大代表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制度，既可以完善城市治理
体系，又可以“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通过完
善一些公共事务在政协的协商和落实机制，既
可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也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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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Urbanization for 2035
NI Peng-fei XU Hai-do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not only experienced the largest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human history, but also created the miracle of transforming a poor rural China into a
prosperous urban China. It has explored an urbanization path that conforms to general laws and h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by 2035, smart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digital urbanization industry, intelligent urbanization
renewal and continuous urbanization areas will paint a better modern China. The power of new population,
new interaction, new space and new output are respectivel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relevant driving forces
and converging into a stronger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creased
differentiation, worsening misallocation, increased burden and risk may b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urbanization in 2022-2035. To promote high-quality,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and build a
modern urban China, six strategic breakthrough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housing, land, urban system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patial urbanization;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的作用。第四，完善中国特色社区治理体系。在健
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基础
上，建立通过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私人机构或
个人的协商与合作来共同决定和处理社区公共
事务的治理制度体系，调动社区所有主体的力
量，共同促进社区的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环境
优化。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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