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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析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中小规模城市对于地区增长的重要贡献。结合专业化理论，在确
定城市分析单元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功能的经济分类，进而提出了城市等级指数。对城市等级、城市规模与地

区差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功能专业化通过替代城市规模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等

级与城市人口规模积极相关，一些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不一致，特别是在中小规模城市中更为突出，城市等

级呈现高度的空间异质性。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小规模城市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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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样受到关注［１］。中国地区差距的

不断扩大引发的极地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中小城市规模空心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等负面问

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２］。已有文献在探讨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于政府干预［３］、经济

增长［４－６］、产业结构失衡和空间集聚［７］、产业转型升级［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企业异质性［９］、技术能力匹配

和劳动力流动［１］、地区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１０－１２］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区差距增大的同时，中

国也经历着城市等级体系的演进历程。

国外学者对城市的研究更多地从等级层次理论向网络理论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网络结构理论的

出现得到广泛讨论，且集中于城市及其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定性变化的研究［１３－１６］。这些研究表明，城市网络

对都市区的塑造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国内对于促进城市专业化或多样化发展以加快城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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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路径存在争执，而这种争执多是以社会福利和规模经济为判断标准［１７］。事实上，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同

样可能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就中小城市网络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出了有益的实证结

论［１８－１９］。然而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城市化进程中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

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分布的问题［２０］。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城市等级是如何影响地区差距的？中国中小

城市规模变动对地区差距变动有多大贡献？过去的文献缺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中国目前对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关于城市等级与中国地区差距关系的研究

不足，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关于城市等级、中小城市规模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的研究更

是罕见。因此，本文将结合专业化理论对城市功能进行分类，观察中国城市等级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实证检

验城市等级、中小城市规模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城市等级测度

　　（一）城市功能分类与城市等级确定

第一，城市分析单元界定。已有相关研究对城市分析单元的划分集中于地理维度、经济维度、功能质量

和多样性、居住紧凑程度等，其中，居住紧凑程度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取性仍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指标［１９］，同时，

中国各个城市仍存在单中心和多中心形态难以识别的问题，因而不考虑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分析单元。国外

城市分析单元一般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①②，本文借鉴这一思想，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地级及

以上城市市辖区作为城市分析单元，同时考虑地级及以上城市非市辖区作为非城市分析单元。

第二，在界定城市分析单元后，对城市功能进行识别。城市功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现有城市等

级划分是根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的，忽略了城市功能这一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因此将城市功能作为城市

等级测度指标之一是非常有必要的。已有相关研究对城市功能划分进行了分析，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识别

和选择城市功能的方法。本文从本地专业化角度出发，借鉴巴德等（Ｂａ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的相关研究［２１］，用就

业人数来度量功能专业化水平。生产功能方面，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等活动。服务功能方面，考虑独特的或高度专业化的城市服务供给，如物流、信息、金融、高等教育、

科学研究、商务和文化等。城市功能划分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目前中国城市在金融、教育、公共设施管

理、卫生和社会保障、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较为突出。

第三，城市功能专业化和多样化确定。借鉴雅各布斯（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７０）［２２］的观点，从多样化角度识别城市

功能。借鉴魏守华等（２０１５）［２３］的研究，城市专业化水平采用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进行测

度，城市多样化水平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进行测度。其中，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ＧＢ／４７５４—２０１１）》，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六个行业。同时，引入

城市人均就业数量和城市人均产值两项经济绩效指标，为城市等级的识别和分类奠定基础。

３２

①

②

国外对城市功能区域划分范围小且积累了多年的统计数据，如欧洲空间规划采用的识别方法是将分析单元定义为总居住人口不低于

５００００人且中心居住人口不低于１５０００人的地区。国内在较为微观区域范围的划分及其数据统计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故采取地级及以上
城市数据展开研究。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可比性等因素，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５）》中２８３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年的相关数据。拉萨市、中卫市和陇南市由于数据不全暂不考虑。２０１１年转为地级市的铜仁市和毕节市、２０１１年被撤销的巢湖市以及
２０１３年新增的三沙市及海东市也暂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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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城市等级确定。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城市功能、城市功能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经济绩效指标进行

主成分分析以获取城市等级分类，即城市等级指数。各解释变量、主成分关系、每一变量的最终结果及贡献

值如表２所示。

表１　基于城市分析单元的中国城市功能分类（２０１４年）

城市功能

标准化非城市

分析单元

专业化指数

标准化城市

分析单元

专业化指数

城市分析单元与

非城市分析单元

专业化指数的比值

生产功能

采矿业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８０５

制造业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０．９４４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８ １．１３７

建筑业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１ １．２３２

物流服务功能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５ ０．８６８

信息服务功能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０ ０．９３３

金融服务功能

金融业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９ １．０２５

研发和教育服务功能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４ ０．８３９

教育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４ １．３３６

个人健康服务功能

房地产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２ ０．７３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８３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８ １．１３０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５ ０．９１５

其他专业化服务功能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９ １．１８４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６ １．４２８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５）。

　　（二）城市等级的空间分布

根据初始值和主成分要素权重计

算得到各个城市等级指数并加以标准

化，进而将其分为非常低、低、中等和

高四个等级。中国城市等级在空间上

整体呈现出城市等级高的城市分析单

元分布零散和稀少，城市等级中等的

城市分析单元次之并形成低关联的组

团，城市等级低和非常低的城市分析

单元围绕城市等级高的城市分析单元

分布的特征。就空间异质性而言，高

城市等级的城市分析单元集中于京津

冀、辽中南、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等地区。

对中国城市等级按照东北、东部、

中部和西部区域进行划分，可知中国

城市分析单元的城市等级存在高度的

空间异质性。这与中国城市人口和经

济活动的分布积极相关。由表 ３可

知，东部地区城市呈现更高的城市等

级，东北地区次之，中、西部地区呈现

相对较低的城市等级。这可能是由于

东部地区以高水平城市功能、高经济

绩效和多样化经济结构为特征，而中、

西部地区不仅城市功能相对落后，而

且在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测度得到）和人口数量方面仍面临一定的制约和挑战。特别地，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虽然近年来东北地区在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处于劣势，但其因长久以来特

大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其城市等级呈现较高

的水平。

表２　主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特征值 方差％ 累计方差％ 变量 主成分相关系数 主成分要素权重

１ ２．８６３ ５７．２６８ ５７．２６８ 城市人均产值 ０．８０３ ０．３５７

２ １．１７０ ２３．３９７ ８０．６６５ 城市人均就业数量 ０．８５２ ０．３５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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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成分 特征值 方差％ 累计方差％ 变量 主成分相关系数 主成分要素权重

３ ０．４８９ ９．７７２ ９０．４３７ 城市专业化水平 ０．６９６ ０．４７４

４ ０．３０１ ６．０１２ ９６．４４９ 城市多样化水平 ０．８５６ ０．１７７

５ ０．１７８ ３．５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 城市功能 ０．８２６ ０．３４３

　　资料来源：笔者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整理得到。

表３　区域中小城市人口、城市等级指数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２０１４年）

区域划分
人口数量

（万人）

城市等级

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

（％）

东北 ４１３６．６００ ０．９５６ ５．２６４

东部 １７６４７．０００ １．３６６ ２１．９３５

中部 ８９９１．３００ ０．８０４ １０．０７８

西部 ８７２７．７００ ０．８２５ １０．９１６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５）。

　　很明显，城市等级指数与城市分析单元的人口规

模积极相关。然而，也有一些中小规模城市的城市等

级却具有相对较高的指数。表４描述了城市功能、城

市经济绩效、城市生产功能的专业化指数、城市文化

功能的专业化指数和城市等级指数，并列出了根据等

级指数排名的前３名和后３名城市。就中小规模城

市而言，可见一些中小城市的城市等级指数相对较

高。如东部地区的东营，这是由于东营区位优势明

显，促进了其生产和文化交流，提升了其城市等级。

而一些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地区却可能存在低的城市等级指数，如中部地区的郑州，这是由于其侧重于关注

生产功能和城市经济绩效，而在加强文化功能方面则较弱，降低了其城市等级。

表４　中国城市等级（２０１４年）①

城市类型（人口规模等级） 城市名称 城市功能 城市经济绩效 生产功能指数 文化功能指数 城市等级指数

巨大城市 ＞１０００万 上海市　　　 １６．７３ ６．９９ ０．３４ ０．３８ ２．２２

广州市　　　 ７．１９ １３．５８ ０．２９ ０．３３ ２．９３

北京市　　　 ８．３０ ９．０６ ０．１４ ０．４５ ２．１９

特大城市 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 前３名 深圳市 ２０．４８ １１．９７ ０．５６ ０．２０ ６．６５

苏州市 ７．８２ ９．４７ ０．６４ ０．１５ ２．８３

佛山市 ９．８０ ６．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８ ２．６１

后３名 哈尔滨市 ２．０６ ７．６９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９７

郑州市 ３．９１ １８．６３ ０．３４ ０．１６ ０．９２

汕头市 １．５６ ９．９０ ０．３３ ０．１０ ０．４１

大城市 １００万～５００万 前３名 东莞市 １５．７１ ９．５８ ０．８１ ０．０６ ４．１３

大庆市 ０．５３ １．８５ ０．１３ ０．１９ ３．７８

包头市 １．２８ ５．６５ ０．４１ ０．１５ ２．８７

后３名 亳州市 ０．１６ ９．４０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２３

阜阳市 ０．２０ ３．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２３

巴中市 ０．１４ ３．６７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５

５２

① 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分类标准，将研究用的２８３个城市依据其全市总人口数（城区常住人口）分为巨大城市
（１０００万以上）、特大城市（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人）、大城市（１００万～５００万人）、中等城市（５０万～１００万人）和小城市（５０万人以下）五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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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城市类型（人口规模等级） 城市名称 城市功能 城市经济绩效 生产功能指数 文化功能指数 城市等级指数

中等城市 ５０万～１００万 前３名 东营市 ０．３７ ５．５９ ０．１２ ０．１７ ３．３８

盘锦市 ０．２９ ５．４７ ０．１３ ０．１５ １．８５

十堰市 １．２６ １２．９８ ０．４１ ０．１０ １．７２１．５１

后３名 安顺市 ０．１８ １９．７１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２７

保山市 ０．０９ １２．６５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２６

绥化市 ０．０７ １２．９６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１８

小城市 ＜５０万 前３名 鄂尔多斯市 ０．０８ ３．５２ ０．１６ ０．１５ ４．６４

克拉玛依市 ０．２５ ５．２３ ０．１８ ０．１１ ３．１９

玉溪市 ０．３３ ３．６７ ０．２８ ０．１５ １．９３

后３名 固原市 ０．００ １４．９７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２４

黑河市 ０．０１ ６．５４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１８

定西市 ０．０３ １７．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６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５）。

　　三、城市等级与地区差距

在确定城市等级的基础上，结合城市规模，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小规模城市在地区经济

发展中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或经济绩效可用城市就业增长来表示［２４－２５］，且

就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投资息息相关。人口和就业集聚增长、公共基础设施完善表明城市拥有更

好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更好生活质量的吸引力，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２６］。因此，考虑用地区就业增长差

异情况衡量地区差距。接下来首先分析地区差距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其次探析地区差距与城市等级之

间的关系。其中，均考虑了空间异质性的交叉影响。

　　（一）地区差距与城市规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增长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表５表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城

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平均增长率为８１．０％，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４３１．１％，本地企业数量平均增长率为

１１６．９％。中小规模城市就业平均增长率合计为１２２．８％，略高于大规模城市就业平均增长率１０８．３％；中小

规模企业数平均增长率合计为２０８．６％，也大于大城市企业数平均增长率１４４．５％。

表５　考虑城市规模的城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地区生产总值和本地企业数量增长率及贡献率 ％

就业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地区生产总值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本地企业数量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巨大城市 ６７．１ １６．０ ３４２．７ １６．８ －９．６ －２．４

特大城市 １２１．２ ２８．９ ３７９．７ １８．６ ６０．０ １４．９

大城市 １０８．３ ２５．８ ４４４．７ ２１．８ １４４．５ ３５．８

中等城市 ５２．０ １２．４ ４１３．３ ２０．２ １０７．６ ２６．７

小城市 ７０．８ １６．９ ４６３．７ ２２．７ １０１．０ ２５．０

合计 ８１．０ １００．０ ４３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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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表明就业增长呈现高度的空间异质性，这与现有的地区经济差距现象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呈现较

高的就业增长率，为１４２．１％，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中，就业增长率分别为６０．４％和６３．７％，东北地区

最低，为１９．２％。
表６　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城市分析单元就业增长率的均值和方差

区域划分 平均值（％） 标准化方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东北 １９．２ ０．２９６ ７９．３ －３６．５

东部 １４２．１ １．９９１ １３０６．７ －５．６

中部 ６０．４ ０．７１５ ４０３．１ －６１．８

西部 ６３．７ ０．６９０ ３６５．１ －７９．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同步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对地区就业增长率的影响，表７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空间异

质性的存在。东部地区呈现出高的就业增长率，主要以大城市经济绩效为主要特征，中西部地区以小规模

城市经济绩效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则以特大规模城市经济绩效为主要特征。

表７　考虑城市规模与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的城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增长率 ％

区域划分 巨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东北 — ２８．９ １８．０ １６．９ ２１．１

东部 ６７．１ １４６．５ １９３．０ ７３．０ ７０．６

中部 — ６３．０ ６３．２ ５０．９ ７９．５

西部 — ４２１．８ ４９．１ ５４．２ ７５．９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图片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绘制得到。

图１　中国城市分析单元的城市等级（Ｘ轴）和就业增长率（Ｙ轴）的散点图

　　（二）地区差距与城市等级

在分析地区差距与城市规模的基

础上，对地区差距与城市等级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图 １为城市等级与就业

增长率的散点图。由图１可知，城市等

级与城市就业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明显

的线性关系。然而，考虑城市规模时，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等级与城市

就业增长率之间似乎呈现正向关系；中

等和小规模城市二者之间似乎有着负

向的关系。

表８表明，城市等级与城市绩效之

间的关系与城市规模积极相关。拥有

高城市等级的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

城市与高就业增长率相关，拥有高城市

等级的中小城市则有较低的就业增长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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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除非常低等级外，相同城市等级的中等城市与低就业增长率相关。

表８　考虑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交叉作用的就业增长率 ％

城市规模

巨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合计

城市等级 非常低［０．０，０．５） — ９１．５ ６３．８ ５４．８ ４６．０ ５７．３

低［０．５，１．０） — ４０．１ ８９．９ ４８．０ ８１．９ ７０．７

中等［１．０，２．０） — １４０．８ １２９．１ ４９．５ ７３．２ ９３．４

高［２．０，∞） ６７．１ ２８５．８ ２２０．０ ３１．６ ３８．７ ２０９．８

合计 ６７．１ １９３．５ １０８．３ ４９．３ ６７．７ ８１．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同步考虑城市等级和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表９的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呈现出高

度的空间异质性；同时，在空间异质性固定的情况下，城市等级与地区就业增长率正向相关。城市等级非常

低时，就业增长率为５７．３％；城市等级低时，就业增长率为７０．７％；城市等级中等时，就业增长率为９０．２％；

城市等级高时，就业增长率为１６３．７％。

表９　考虑城市等级和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的就业增长率 ％

城市等级指数ＵＲＩ

非常低［０．０，０．５） 低［０．５，１．０） 中等［１．０，２．０） 高［２．０，∞）

东北 ２．４ １６．０ ３６．２ ３４．０

东部 １２３．６ １１８．０ １２５．１ ２２０．４

中部 ６７．８ ５３．５ ６４．０ ４９．４

西部 ５２．６ ６６．６ ８１．３ ３０．５

合计 ５７．３ ７０．７ ９０．２ １６３．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特别地对比分析了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的中小规模城市和巨大、特大和大城市的城市个数和就

业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表１０的数据表明，就西部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而言，其城市等级与高就业增长积极相

关，中部地区次之，而东北地区则无关系。由此可见，中小规模城市与空间异质性积极相关。

表１０　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的城市个数（个）、就业增长率（％）及其贡献率（％）

区域划分
小城市和中等城市

城市个数 就业增长率 贡献率

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

城市个数 就业增长率 贡献率

东北 ２５ １７．９ ８．４ ９ ２２．９ ８．５

东部 ３０ ７２．４ ３４．０ ８２ １２４．３ ４６．１

中部 ４８ ５８．６ ２７．５ ３２ ６３．５ ２３．６

西部 ５０ ６４．２ ３０．１ ３３ ５９．０ ２１．９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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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旨在探究中小规模城市在中国地区增长中的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界定了城市分析单元，

其次结合地区专业化理论对城市功能进行分类，进而提出了城市等级指数，最后通过对城市等级、城市规模

和地区差距之间关系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城市功能专业化通过替代城市规模而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等级的高低不

仅取决于城市功能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以及城市经济绩效，而且取决于城市功能在塑造城市发展动力中的

作用。从缩小地区差距的角度看，增强城市各项生产和服务集聚带动功能，发挥中小规模城市增长极作用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方向。

第二，城市等级与城市人口规模积极相关。就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而言，城市增长可由就业增长来阐

释。目前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拥有高的就业增长率，中等规模城市次之，而小规模城市则拥有较低的就业增

长率。从缩小地区差距的角度看，控制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促进中小规模城市发展是应有

的政策方向。

第三，一些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在中小规模城市中更为突出。中小规模城

市以提供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城市服务功能为特征，使其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从缩小地

区差距的角度看，高等级城市应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城市化经济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中小规模

城市应当积极承接国家和政府相关政策规划，促进产业集聚和现代服务业专业化发展。

第四，城市等级呈现出高度的空间异质性。当不考虑空间异质性时，高等级城市拥有高的就业增长率。

当同时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东部地区起着重要作用，而中小城市在中西部

地区则拥有较高的就业增长率。这暗示合理引导产业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向中小规模城市转移是缩小地

区差距可实施的手段。

第五，通过本文的探索性分析，似乎并没有发现中国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但最优规模的实现取决于地

理、经济结构、城市服务和便利设施等要素的提供。这些要素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决定了城市

化发展阶段以及城市增长的地理边界。从政策角度看，应积极发挥中小城市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中的贡

献，促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同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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