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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研究我国 31 个省( 市、区) 和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半城镇

化特点、形成机制以及解决路径。研究表明: 全国 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

现象，且高常住人口城镇化往往伴随高半城镇化和低户籍人口城镇化。半城镇化呈现由西向东逐渐

加重的趋势，华南地区半城镇化程度最高，东北、西南最低。东部地区以高、中度半城镇化为主，中部

地区以中、低半城镇化为主，西部地区以低、中度半城镇化为主。随着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半城镇化

程度由轻向重转变。省会以上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广州、乌鲁木齐。非

省会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东莞。半城镇化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最高的地级

市为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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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formation
mechanisms，and solution paths of peri － urbanization in China at province and prefecture level．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80% of the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are subject to some degree of peri － urbanization．
The higher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the higher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household regis-
tered population． Peri － urbanization increases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regions，with the eastern region being
of high － moderate peri － urbanization，the central region of moderate － low urbanization，and the western re-
gion of low － moderate urbanization，respective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of peri － urbaniz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Among the capital cities，Shanghai has the highest peri － urbanization
level，followed by Guangzhou，and Urumqi，and among the non － capital cities，Shengzhen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i － urbanization，followed by Dongguan． The city with lowest peri － urbanization level is Yichun．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and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re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peri － urbanization in China． Policies addressing peri － urbaniz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at promo-
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adjusting interest allocation pattern，and
deepening reform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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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半城镇化问题的提出

自 1998 年我国政府在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决策和国家“十五”规划中推出城镇化战略以来，城

镇已经吸纳了超过 1． 7 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城镇内

部近 1 /3 的常住人口为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其权益与公平得不到与本地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

处于一种“非农、非城”的半城镇化尴尬境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曾提出，如何使

劳动分工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成为规范整合的基础，解决整合困境( Gough Olofsson，1999) ，是城市

发展至一定阶段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我国现阶段，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让农民进城进得去、留得下、
有尊严并逐步消解城镇内部半城镇化现象，不仅是每个进城务工农民的美丽梦想，也是新型城镇化以

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
半城镇化是一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换过程中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状态，表现形式为半城镇化

区域和人口半城镇化( 何为，2012) 。从概念来看，半城镇化主要包括地理学和人口学概念。半城镇化

的地理学概念最初来源于法国古典地理学词汇( périurbanisation) ，用以描述城镇周边的任何地区

( Mbiba，2002) 。1936 年路易斯( Louis，1936) 发现早期分布在柏林城镇的边界地带，以独特的景观成

为城市新旧区的分界。Gottmann ( 1957 ) 在大都市带理论指出，半城镇地区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农业经

济活动为主的乡村地区，其景观和产品与中心城市不同，并接受中心城市各种服务的辐射，为城市人

口提供游憩场所。加拿大地理学家 McGee( 1991 ) 提出了一类分布在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与

城市相互作用强烈、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增长迅速的“半城市地区”，称之为

“Desakota”。Webster( 2002) 认为半城市化的特点为，制造业占 GDP 比重超过 40%以上，且不断增加，

农业比重高于 10%，但逐渐减少，在地理景观上，农业用地与工厂、工人住宅、新开发区等城市、工业用

地“犬牙交错”。国内学者对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特征与界定、类型等方面( 刘盛和

等，2003，2005，2008; 曹国华等，2010) 。
相比地理学概念的半城镇化，国内外研究对人口学概念的半城镇化的关注要少得多。Pahl

( 1965) 认为，半城市化地区主要是中等阶层家庭从城市迁入半城市化地区，新增人群侵入本地社区，

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学者米斯克尔( 2004) 指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

洲大湖地区的流入数千万的背井离乡的难民，他们处于半城镇化状态，长期生活在城市平民窟里，生

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我国学者王春光( 2006) 在博兰尼整合理论的基础

上，首次提出人口半城市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不整合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在系统层面，半城镇人

口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不整合; 在社会层面，与城镇居民的生活、行动等相互不融洽、隔
绝; 在心理层面，遭受排斥、歧视。

本文讨论的半城镇化是指人口学概念的半城镇化，依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

我国 31 个省( 市、区) 和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 三沙市暂无数据) 的半城镇化总体情况、空间分布以及

规模特点进行初步研究，分析其形成机制，以期对探索我国半城镇化现象的规律提供帮助。

2 半城镇化概念的界定

本文涉及的人口概念主要包括( 1) 城乡人口; ( 2) 城镇常住人口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3) 城镇户

籍人口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 4) 半城镇人口以及半城镇化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城乡人口是指居住在我国境内城镇、乡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是按

2008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包括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即，城镇

常住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指城镇常住人口占城乡人口的百分比，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城镇化率就是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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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城镇常住人口
城乡人口

× 100%

从实际情况来看，城镇常住人口由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与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组成。本地城镇户

籍人口指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即，地方公安部门登记的非农业户口人口。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指除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以外的城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占城乡人口的

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 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城乡人口

× 100%

在研究我国的半城镇化时，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目前，我国城镇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等资源是依据本地城镇户籍人口配置的，大量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尽管实现了

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无法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客观上不能平等地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与资

源，这类人群亟需社会和决策层的关注。因此，半城镇人口指城镇常住人口中的非本地城镇户籍人

口，应满足两个条件: ①属于本地城镇常住人口; ②没有本地城镇户籍。半城镇化率指非本地城镇户籍

人口占城乡人口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半城镇化率 = 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城乡人口

× 100%

从理论上讲，半城镇人口是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常住人口差之值。本地城镇户籍常住

人口是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常出人口( 即属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但不属于本地城镇常

住人口) 的差。但考虑到“六普”只笼统地统计了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城乡户籍总人口与非农业户口

人口比例的积) ，没有区分城镇户籍人口中的城镇户籍常住人口与城镇户籍常出人口。因此，我们只

能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差作为半城镇化人口。
这样处理隐含一个假定条件，即拥有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不会流出，或者流出的人口数量很少。基

于这个假设，实际上会导致半城镇化率的结果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差。不过，考虑到我们只是作趋

势分析，这些误差虽然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不至于影响到其可信度( 鲍常勇，2007) 。

3 我国半城镇化率总体特征

3． 1 31 个省( 市、区) 的半城镇化特征

为了区分各个地级市的半城镇程度，以 2010 年全国 287 个地级市的半城镇化率平均值和其标准

偏差为依据，将半城镇化划分为低度半城镇化、中度半城镇化、高度半城镇化三个等级水平( 见表 1) 。

表 1 半城镇化划分标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Peri － urbanizaiton

半城镇化程度 划分依据 半城镇化率范围( % ) 省( 市、区) 数 所占比例( % )

低度半城镇化 M0 － 0． 5SD≤M≤M0 9． 38≤M≤16． 34 9 29． 62

中度半城镇化 M0 ＜ M≤M0 + SD 16． 34 ＜ M≤30． 27 10 38． 33

高度半城镇化 M ＞ M0 + SD M ＞30． 27 6 14． 29

表中，M0 表示全国半城镇化率的平均值; M表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半城镇化率; SD表示全国 287 个地级市的半城

镇化率的标准偏差。2011 年，全国 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半城镇化率平均值为 16． 34%，标准偏差为 13． 93%。

全国省( 市、区) 中( 见表 2) ，共有 25 个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

上海市。2010 年，上海的常住人口 2302 万，城镇常住人口为 2056 万，城镇户籍人口为 878 万，非户籍

城镇常住人口规模高达 1178 万人，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 89． 3%，但半城镇人口占上海常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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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比重也高达 51． 56%，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38． 14%。其次是北京、广东、天津，半城镇化率均在超

过 40%。另外，浙江、福建的半城镇化率在 35% 以上。宁夏、贵州、四川的半城镇化率低于 12%。西

藏、吉林、黑龙江、新疆四个地区处于低度半城镇化以下水平。
从半城镇化程度来看，高度半城镇化的地区有 6 个，中度半城镇化的地区有 10 个，低度半城镇化

的地区有 9 个。东部省( 市、区) 半城镇化率的平均值为 31． 77%，且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高度半城镇化

省份。中部地区的半城镇化率平均值为 14． 61%，最高的是山西，最低的是黑龙江。西部地区的半城

镇化率平均值为 12． 35%，最高的是陕西，而甘肃、西藏、云南的半城镇化率均在 10% 以下。总体上，

半城镇化率的空间特点为东高西低。

表 2 2010 年全国 31 个省( 市、区) 的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半城镇化

Table 2 Urbanization，Urbaniz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with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and Peri － urbannization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0 %

地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半城镇
化率

地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半城镇
化率

上海 89． 30 38． 14 51． 16 河南 38． 52 22． 03 16． 49

北京 85． 96 39． 55 46． 41 湖北 49． 70 33． 45 16． 25

广东 66． 17 23． 45 42． 72 江西 43． 75 28． 17 15． 58

天津 79． 44 38． 52 40． 92 海南 49． 69 34． 21 15． 47

浙江 61． 64 21． 76 39． 88 安徽 42． 99 28． 85 14． 13

福建 57． 09 21． 23 35． 86 重庆 53． 03 39． 75 13． 27

江苏 60． 22 31． 90 28． 33 辽宁 62． 15 49． 40 12． 75

山东 49． 71 23． 35 26． 36 宁夏 47． 96 36． 62 11． 34

河北 43． 94 21． 28 22． 67 贵州 33． 78 22． 52 11． 26

陕西 45． 70 26． 93 18． 77 四川 40． 22 30． 00 10． 22

广西 40． 02 21． 33 18． 69 甘肃 35． 94 26． 93 9． 01

云南 34． 72 16． 33 18． 39 西藏 22． 67 14． 24 8． 43

山西 48． 05 29． 87 18． 18 吉林 53． 36 44． 95 8． 41

湖南 43． 31 25． 25 18． 05 黑龙江 55． 66 49． 30 6． 35

内蒙古 55． 53 37． 51 18． 02 新疆 42． 79 37． 20 5． 60

青海 44． 72 27． 55 17． 17 — — —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中，东北三省最高，辽宁、黑龙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 50%，吉林的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约 45%。其次是重庆、北京、天津、上海四个直辖市，户籍城镇化率约 40%。西南地区的户籍

城镇化率平均水平最低，其中，云南、西藏的户籍城镇化率在 20% 以下，体现出低户籍城镇化率、低半

城镇化率的特点。
3． 2 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半城镇化率

全国 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36 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其中，41 个城市为高度

半城镇化，占地级以上城市的 14． 29% ; 110 个城市为中度半城镇化，占 38． 33% ; 85 个城市为低度半城

镇化，占 29． 62%。
省会以上城市中( 见表 3) ，上海的半城镇化人口最多，半城镇化程度最高。其次是广州、乌鲁木

齐，半城镇化率分别达 51． 10%、49． 61%。另外，杭州、海口、昆明、长沙、郑州、福州、南京等城市的半

城镇化率均在 30%以上。半城镇化程度在 20%以下的城市有南昌、拉萨、哈尔滨、重庆、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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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全国 31 个省会以上城市的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半城镇化

Table 3 Urbanization，Urbaniz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with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and Peri － urbannization of

31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China in 2010 %

地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半城镇
化率

地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半城镇
化率

上海 89． 30 38． 14 51． 16 西安 69． 00 40． 10 28． 90
广州 83． 78 32． 67 51． 10 太原 82． 54 53． 69 28． 85

乌鲁木齐 92． 06 42． 45 49． 61 合肥 68． 17 39． 43 28． 74
北京 85． 96 39． 55 46． 41 银川 72． 52 43． 99 28． 53
天津 79． 44 38． 52 40． 92 武汉 77． 07 49． 91 27． 15
杭州 73． 25 33． 59 39． 66 西宁 63． 70 38． 56 25． 14
海口 74． 16 36． 09 38． 07 兰州 76． 28 51． 93 24． 36
昆明 67． 44 32． 06 35． 38 南宁 53． 74 29． 82 23． 92
长沙 67． 69 32． 37 35． 32 石家庄 50． 62 29． 18 21． 44
郑州 63． 49 28． 47 35． 02 沈阳 77． 07 56． 28 20． 80
福州 61． 95 29． 00 32． 95 南昌 65． 71 48． 36 17． 35
南京 77． 94 47． 84 30． 10 拉萨 43． 07 28． 56 14． 52
成都 65． 75 36． 08 29． 68 哈尔滨 61． 13 47． 71 13． 42
济南市 64． 47 34． 82 29． 65 重庆 53． 03 39． 75 13． 27
呼和浩特 62． 47 33． 30 29． 16 长春 55． 48 44． 42 11． 06
贵阳 67． 84 38． 71 29． 13 — — — —

在非省会城市中( 见表 4) ，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深圳。2010 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 1036 万，城

镇常住人口为 1036 万，户籍人口为 251 万，非农人口比例为 35． 46%，城镇户籍人口仅为 89 万，非城

镇户籍常住人口高达 947 万人。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100%，但半城镇人口占深圳常住人口的比

重也高达 91． 41%，户籍城镇化率仅有 8． 59%。紧随其后的依次是东莞、佛山、中山、厦门、温州、宁

波、珠海、鄂尔多斯、苏州市，半城镇化率均在 90% ～48%之间，除了珠海外，其它几个城市的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均在 23%以下。这些城市城镇化的共同特点是，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高半城镇化率并存。

表 4 2010 年全国非省会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半城镇化( 前 20 名)

Table 4 Peri － urbanization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 level or over that are Non － provincial Capitals in 2010 ( Top 20) %

地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半城镇
化率

地区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半城镇
化率

深圳 100． 00 8． 59 91． 41 泉州 58． 43 11． 59 46． 84
东莞 88． 46 3． 02 85． 44 无锡 70． 31 27． 17 43． 14
佛山 94． 09 15． 04 79． 05 金华 58． 97 15． 93 43． 04
中山 87． 82 9． 83 77． 98 惠州 61． 84 19． 87 41． 97
厦门 88． 33 17． 98 70． 35 台州 55． 54 15． 09 40． 45
温州 66． 02 14． 20 51． 81 汕头 68． 46 28． 79 39． 67
宁波 68． 31 19． 75 48． 56 潮州 62． 75 24． 02 38． 73
珠海 87． 65 39． 22 48． 43 海口 74． 16 36． 09 38． 07

鄂尔多斯 69． 53 21． 27 48． 26 常州 63． 17 25． 94 37． 23
苏州 70． 07 22． 02 48． 05 舟山 63． 59 26． 97 36． 63

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看，东莞最低。2010 年城乡常住人口为 822 万，城镇常住人口高达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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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籍人口为 185． 4 万，非农人口比重为 13． 39%，城镇户籍人口仅为 24． 8 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

有 3． 02%，而半城镇化率为 85． 44%，仅次于深圳。
半城镇化率最低的 20 个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地区( 见表 5 ) ，其对应的半城镇化率均在

4. 5%以下。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最高的 20 个城市中大多在东北地区。伊春的户籍城镇化率在所有地

级及以上中最高，且城镇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另外，双鸭山、鹤岗、盘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

75%以上。

表 5 2010 年半城镇化率较低和户籍城镇化率最高的 20 个城市

Table 5 Top 20 Cities with Lowest Peri － urbanization or Highest Urbaniz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with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地区
半城镇
化率

地区
半城镇
化率

地区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地区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伊春 － 12． 78 广元 2． 27 伊春 96． 78 本溪 61． 07
盘锦 － 9． 34 辽源 2． 46 鹤岗 79． 70 乌海 60． 96
黑河 － 3． 48 齐齐哈尔 2． 56 盘锦 75． 29 铜陵 60． 88
鹤岗 － 3． 10 鸡西 2． 67 白山 70． 54 沈阳 56． 28

呼伦贝尔 － 1． 94 铁岭 3． 04 抚顺 70． 47 黑河 56． 06
双鸭山 － 1． 78 佳木斯 3． 26 呼伦贝尔 69． 52 石嘴山 55． 68
广安 － 1． 41 乌兰察布 3． 78 嘉峪关 68． 26 太原 53． 69
抚顺 1． 18 眉山 4． 08 克拉玛依 63． 30 淮南 53． 11
天水 1． 25 资阳 4． 22 鸡西 63． 01 七台河 53． 11
六盘水 1． 69 白山 4． 29 双鸭山 62． 68 兰州 51． 93

3． 3 半城镇化率的区域特征

东部地区，93． 04%的城市( 107 个) 出现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 见图 1) 。高度半城镇化的城

市有 34 个，占东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29． 57% ; 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53 个，占东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46． 09% ; 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20 个，占东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17． 39%。数据说明，东部地区半城镇

化程度严重。

图 1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半城镇化程度的地区分布

Figur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eri － urbanization at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中部地区，82． 24%的( 88 个) 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5 个，

占中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4． 67% ; 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37 个，占中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35． 6% ; 低度半

城镇化的城市有 46 个，占中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43%。这表明中部地区的城市主要以低、中程度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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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为主。
西部地区，63． 08% ( 41 个) 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2 个; 中

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20 个，占西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30． 77% ; 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有 19 个，占西部地

级以上城市的 29． 23%，表明主要以低、中程度的半城镇化为主，高度半城镇的城市较少。
总体来看，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半城镇化空间变化规律为，高、中度半城镇化由东向中西呈逐渐

下降的态势( 见图 2 ) 。全国 82． 93% 的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 34 个) ，48. 18% 和

33. 64%的中度半城镇化水平的城市分别集中在东、中部地区，54． 12% 的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集中在

中部地区。

图 2 不同地区的半城镇化程度

Figure 2 Level of Peri － urbanization by Major Region

3． 4 城市半城镇化的规模特征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人口 400 万以上、200 万 ～ 400 万、100 万 ～ 200 万、100 万以下城市的半

城镇化率平均值分别为 37． 67%、23． 82%、16． 57%、12． 50%。
常住人口 400 万以上的城市有 34 个( 见图 3) ，出现半城镇化现象的比重为 100%。其中，高度半

城镇化的城市为 19 个，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12 个，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3 个，分别占 400 万以上

人口的 55． 88%、35． 29%、8． 83%，这表明 400 万以上的城市中，高度半城镇化现象十分严重。2010 年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 1961 万，城镇常住人口为 1686 万，城镇户籍人口

仅为 776 万，非户籍城镇常住人口规模高达 910 万人，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 85． 96%，但半城镇

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比重也高达 46． 41%，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39． 55%。

图 3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半城镇化程度城市规模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Peri － urbanization in Cities by Populatio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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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 ～ 400 万人之间的城市中，94． 37% ( 67 个) 的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其中，

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13 个，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40 个，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14 个，分别占

200 万 ～ 400 万人口的 18． 31%、56． 34%、19． 71%，说明中度半城镇化现象十分明显。
100 万 ～ 200 万人之间的城市中，79． 44% ( 85 个) 的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其中，

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6 个，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39 个，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40 个，分别占 100
万 ～ 200 万人口的 5． 6%、36． 45%、37． 38%，表明以中、低度半城镇化为主，而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较

少。
100 万人以下的城市中，66． 67% ( 50 个) 的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高度半城镇化的

城市为 3 个，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19 个，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为 28 个，分别占 100 万人口以下的

4%、25． 33%、37． 33%。这类城市低度半城镇化程度最高，中度半城镇化程度次之，高度半城镇化程

度最低。
从不同城市的规模与半城镇化的程度之间的关系来看( 见图 4) ，高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数目和比

重随城市的规模扩张而增大，低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数目和比重随城市规模的变小而增多，中度半城镇

化的城市数目和比重在 200 ～ 400 万人之间为出现拐点，200 万以下时，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数和比重

随城市的扩张而增大，400 万以上时，中度半城镇化的城市数和比重随城市的扩张而减少。

图 4 半城镇化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

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Peri － urbanizatiion

4 半城镇化的形成机制

4． 1 户籍改革是制度条件

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的半城镇化过程始终伴随着特有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市

场化开放历程，户籍制度直接决定着人口流动，进而决定半城镇化现象的广度和深度。建国以来，我

国的城镇化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初步发展期、逆城镇化期、恢复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四个历程( 见图 5) ，

并对应四个半城镇化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步发展期( 1949 ～ 1960 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大

跃进”等原因，1960 年，城镇人口已达 13073 万人，新设城市 33 座( 姜爱林，2002; 辜胜阻，1991) 。这

一阶段进城农民大多转换成了城镇户籍居民，半城镇人口十分有限。
第二阶段为逆城镇化期( 1961 ～ 1978 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以及精简城镇人口、调整市镇建

制、文化大革命等政策实施，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已成负值，城镇化水平甚至一路下滑，直至跌落到

17. 1% ( 辜胜阻，1993; 贾爱林，2002) 。因此，逆城镇化期几乎不存在半城镇人口。第三阶段为恢复发

展期 ( 1979 ～ 1995 年)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 1984 年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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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制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开始转移并长期生活在乡镇企业，形成了半城镇化的雏

形。第四个阶段为快速发展期( 1996 ～ 2011 年) 。1998 年，房地产改革和货币分房，为农民工进城居

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黄爱东，2011) 。2003 年以来，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使农村人口获得了流动、就
业、生活、居住等的自由( 刘淑春等，2010) 。但是出于对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担忧，

国家对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仍然没有做出根本改变，半城镇化出现加重的趋势。从数据上看，

1990 年，半城镇化率为 5． 52%，2000 年全国半城镇化率已达到 10． 58%，2011 年半城镇化率高达 16．
34%。从增长幅度变化来看，1990 ～ 2011 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幅度仅为 1． 29 倍，而 1990 年的半

城镇人口增长幅度高达 2． 49 倍。

4． 2 经济水平差异是内在原因

人口大规模流动是中国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

必然现象( 蔡防，2003) ，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无疑是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从我国省

( 市、区) 和地级以上城市的整体数据( 图 6) 来看，收入差异均显著影响半城镇化的程度。

图 6 2010 年我国半城镇化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Figure 6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 － urbanization and Disposable Personal Income

2010 年我国 31 个省( 市、区) 的半城镇化率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见图 6A) ，半

城镇化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十分显著。特别是同一区域，由于产业结构同质

性强，这种正向关系体现更加明显。比如，华东地区的山东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9946 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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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镇化率为 26． 36%，浙江省的城镇可支配收入为 27359 元，其半城镇化率增加至 39． 88% ; 西部地

区宁夏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5344 元，半城镇化率为 11． 34%，陕西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22244 元，半城镇化率高达 18． 17%。另外，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半城镇化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也体现出类似的正相关关系( 见图 6B)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整体表现出“东移”、“南移”的特征。这种迁移主要体现出三种形

式，一是以四川、重庆、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的人口和劳动力向广东、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和江苏、上
海、浙江等华东地区迁移，二是河南、湖北、湖北、江西、安徽为代表的华中地区人口向东部和南部沿海

城市迁移，三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之间的人口移动。尽管迁移的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欠发

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就业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优化配置。
刘易斯( lewis，1954)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地区发展初期农业部门人口多，由于边际生产率递

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

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

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大量剩余劳动力迁入城镇。我国城镇化实践表明，中西部地区农村存在大

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就业资源少，对劳动力的迁移形成推力，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发展较快，劳动力需求旺盛，资源配置

市场化程度高，对落后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迁移产生巨大的拉力。在不存在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劳动

力在空间上实现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自由流动。
4． 3 利益分配格局

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大量的人口从落后流向发达地区，并形成区域性人口红利，而这种人口

红利又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河南、广西、贵州等地区是人口大省，也是劳务人口输出大省，但由

于大量劳动力外流，导致抚养比例大幅上升。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的总抚养比例为

34. 4%，这三个地区的抚养比例分别高达 41. 91%、45. 99% 和 49. 85%。同期，上海、北京的抚养比例

全国最低，分别只有 19. 27%和 21. 31%。从地区劳动力分配来看，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导致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发达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为半城镇程度高的城镇提供

了劳动力资源。对于落后地区，尽管自身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却因人口大量输出，并没有在本地

形成人口红利，不仅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区域性人口红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难以调和的矛盾。从驱动本地经济发展的

角度考虑，区域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容置疑的助推作用。但从自身利益来看，政府又不愿

意增加对半城镇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我国现有户籍捆绑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公共设施共

享以及就业服务，政府依据城镇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但农村和城镇户籍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别巨

大，据测算，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公共设施共享以及就业服务等最基本的费用每人相差约 3000 元，福

利待遇人均相差 33 万元，大城市是 50 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按我国半城镇化人口每年新增

800 万人计算，如果取消户籍制度，政府财政总支出每年将增加近 3 万亿元。因此，这种利益分配格局

难以协调成为户籍改革迟缓的直接原因。

5 解决半城镇化的路径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城乡二元结构日渐弱化，但由于户籍原因，城镇内部被割裂成新的二元结

构。从城镇化的近期和长远发展考虑，只有正本清源，标本兼治，才能减弱并消解这种半城镇化现象。
( 1) 推动地区一体化，缩小地区差异。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下，政府的行政级别就成为了推

进各地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就可以利用自身的行政地位来吸取各种要

素，包括土地、资金、人才等等，导致城镇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即大城市尤其是行政级别较高的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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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畸形扩张，人口过度膨胀; 而中小城镇则发展不足，甚至举步维艰，人口聚集能力弱。托达罗

( Todaro，1969) 的预期差异论认为，人口自由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只有当城市的

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配和迁移才达到一种均

衡状态。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大中城市的高度半城镇化问题，必须要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中小

城市与小城镇、以及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切实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产业发展、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缩小地区发展的悬殊差异，使人口和劳动力资

源主动地在不同地区之间均衡分配，否则，只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 2)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异。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由土地价值转化和农村劳动

力积累形成的社会财富又大都集中在城镇里，迫使农民大量向城镇里转移，加快了半城镇化人口的增

长速度。为了降低半城镇化人口，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实现由传统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提高农村的土地产出效率;

另一方面，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的

基础上适当减轻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压力。
( 3) 以产业为核心，提升本地就业水平。一是充分考虑城市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确

定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体系。东部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逐步实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

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疏缓外来人口压力; 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强化就业结构层次，确保农民“上楼

后”，有业可就，切实提高本地就业能力。二是创新型地方财政收入模式，减少土地财政依赖。打破过

去土地财政的痼疾，优化地方税源结构，完善税收征管模式，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三是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优先产业用地差配给。加强项目建设用地统筹规划，优先满足现代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产出、高效益、高就业的产业项目。实行用地指标差别化配给，向落后城镇、重
点产业园区、重点产业项目倾斜，坚决避免缺乏产业支撑的纯“房地产化”模式。

( 4) 打破并优化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现行模式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是因为在政府、企业、城镇居

民、本地居民等多方面形成了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 傅志华，2012 ) ，在现有框架内的博弈已经很难产

生新的结果。因此，深化改革，打破现有博弈格局，在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化解现有半城镇化

人口过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半城镇化向完全城镇化的实际性转变。
( 5) 合理有序推动户籍改革。由于半城镇化的空间分布规律、城镇行政级别、人口规模等差异性，

户籍改革不能一刀切，应因地制宜、分层次、分时序地制定半城镇人口的落户制度。对于特大城市，应

根据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人口、资源承载能力，采用有条件落户的方式，既要逐步降低半城镇化程度，实

现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又要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甚至失控的局面。对于大城市，要实现郊

区城镇化，促进大城市和郊区连接的新城的发展。对于中小城市，应放宽户籍制度。对于小城镇，放

开小城镇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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