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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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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以 21 世纪的最初 10 年为研究时段，运用协调度模型，结合 GIS 技

术，分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及二者协调性的时空特征。结果显示: 整体上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增长

率在逐年降低，而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几乎保持稳定，且二者差距在不断拉大; 人口城市化增长速率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

格局; 土地城市化增长速率为东部快于西部，西部快于中部，东北最慢; 85% 的城市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2002 － 2007
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发展不协调问题在全国城市普通存在，2007 － 2012 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不协调性呈

进一步扩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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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城市化是城市形成和进步的必然过程，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
关于城市化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人口学、地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城市规划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阐述［2］。其对城市化内涵的理解基本一致，认为

城市化就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在城市环境中集中的过

程及农村地区逐步演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3］。该

过程还伴随着经济活动的转移、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的提高、城市文化及价值观向农村的扩散及人们生

产生活方式的转变［4］。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

是城市化过程的基本形式［5］。人口城市化主要表

现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提高的动态演进

过程［6］，是城市化的核心［7］。一般人口城市化可以

分为 4 种类型［8］，总结起来，人口城市化的核心就是

农民的市民化［9］。人口城市化水平是用于衡量人

口城市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采用非农业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10］。土地城市化是指城市化

进程中 土 地 从 非 城 镇 状 态 向 城 镇 状 态 转 变 的 过

程［11］，是城市化的载体［7］。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

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及土地产权属性由农

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使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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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属性均发生了变化［12］。土地城市化水平通

常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总

面积的比重来度量［10］。
作为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

市化二者具有密切的关联。首先，人口城市化带来

了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经济活动的增强，促进了城市

用地的扩张; 其次，农地的非农化促进了农民身份的

转变及劳动方式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随着城市经

济的繁荣，又吸引了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促进

了人口的城市化［13］。因此，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

化是互为因果、协调发展的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后

的近 10 年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阶段［14］。
截至 2012 年 底，中 国 人 口 城 市 化 率 已 上 升 至

52. 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5］。与此同时，城市数

量和规模迅速增加，中国正在经历的土地城市化的

速度和规模在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16］。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在取得令人瞩目成效的同

时，也夹带着许多不和谐因素。据统计，全国城市建

成区面积由 2002 年的 25973 平方公里扩大到 2009
年的 38107 平方公里，提高了 47% ; 同期城镇人口

从 2002 年的 32924 万人上升到 2009 年的 38795 万

人，只提高了 18%，由于人口城市化率采用常住人

口统计法，这其中还包括在城镇居住满 6 个月但户

口不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常年在

城市务工，但身份不被认可也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

相同福利的“半城市化”人［17］。根据对不同地区不

同时期的数据测算，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

数( 即 城 市 用 地 增 长 率 /人 口 增 长 率) 为 1． 36 －
2. 30，高于世界公认的合理限度 1． 12［18］。中国的土

地城市化速度明显过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人地发

展不平衡问题已不容忽视。研究人口城市化与土地

城市化的变化规律及协调关系，将二者的速度差距

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是维持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

重要环节。
目前，对城市化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城市化或

土地城市化的单方面，或仅将二者的速度加以比较，

对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度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

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全国整体或某个地区，或时间

上不具有代表性。鉴于此，本研究以全国所有地级

市为对象，选取进入 21 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 10
年，运用协调度模型并结合 GIS 技术分别考察人口

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时空特征，并进一步研究二

者协调关系的演变，以期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二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2002 － 2012 年) 提供的全国各省区地级以上城

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市辖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和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据。部

分缺失的非农业人口数据通过《中国人口与就业统

计年鉴》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补充。建成区面积因

统计口径变化而有出入的年份通过其近三年数据来

拟合。研究时间段选在 2002 － 2012 年，是因为这个

时间段基本上能代表两个五年计划从落实到完成的

两个阶段，又能代表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速的十年。
选取地级市为基本单元，是因为地级市作为每个地

区的“中心城市”不仅在城市建设和人口吸纳方面

都具有更强的带头作用，而且能反映出各个区域城

市化的主要特征。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城

市化的数据源，是因为这基本能代表真正在城市落

户的人口，避免因常住人口统计法带来的不准确性。
建成区是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开发建设、基础公

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市辖区建设面积作为土地

城市化的数据源正好可以和农业人口非农化相对

应。由于缺乏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
湾省、西藏自治区及部分区域的统计数据的相关数

据，以上地区不在研究范围内。综上，本研究以 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开展人口城市化和土

地城市化的研究。
2． 研究方法

( 1) 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和人口城市化增长率

人口城市化增长率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分别反

映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程度。将

二者进行比较，当人口城市化增长率小于土地城市

化增长率时，表现为人口城市化滞后; 反之，表现为

土地城市化滞后。计算公式如下:

VU =
Ut2 － Ut1

Ut1
( 1)

VL =
Lt2 － Lt1

Lt1
( 2)

式中，VU 表示 t2、t1 时间人口城市化增长率;

Ut2、Ut1分别表示 t2、t1 时间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占年

末总人口比重; VL 表示 t2 － t1 时间土地城市化增长

率; Lt2、Lt1分别表示 t2、t1 时间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占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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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协调度模型

协调指系统内部各要素均衡发展、互为良性关

系，协调度就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

协调状况优劣的定量指标［19］。所谓土地—人口城

市化的协调性，就是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土地城

市化程度与人口城市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20］。
为衡量这种相互关系，此处引入协调度模型。协调

度计算公式为:

C =
VU + VL

V2
U + V2槡 L

( 3)

式中，VU 表示人口城市化增长率，VL 表示土地

城市化增长率; C 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

调度，－ 1． 414≤C≤1． 414，C≥1． 40 为协调，1． 40 ＞
C≥1． 35 为相对协调，1． 35 ＞ C ≧ 1． 30 为相对不协

调; C ＜1． 30 为不协调。

三 结果与分析

1． 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1) 人口城市化增长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的时序

特征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流动人口限制的放宽及城

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城市化率开始大幅提高。从

2002 年 到 2012 年，地 级 以 上 城 市 非 农 业 人 口 从

2002 年的 19035 万人增长到 2012 年的 26487． 9 万

人，增长了近 40%。虽然人口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

升，但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从整体上看呈放慢趋势，

并在 2004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出现了负增长。这

说明城市人口数量经过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当人

口城市化水平达一定规模后，城市人口增长速率会

放缓。这也印证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即人口增长率

的高低与这一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有必然的联系，城

市化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人口增长越慢，反之人口增

长越快［21］。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尽管城市人口

增长速度已较缓慢，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大。
与此同时，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增长趋势虽有回落但不明显，这说明这 10 年间我国

城市建设用地一直处在高速增长阶段。不同于人口

增长特点的是土地增长不会受到城市化水平的抑

制，土地城市化呈现摊大饼式的扩张特点，这样的快

速增长模式使土地不可能得到高效利用，从而不仅

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也破坏了生态环境。此外，土

地城市化增长率始终高于人口城市化增长率，人口

城市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市化速度，且二者间

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城市化现

象，若对城市用地的持续快速增长不加控制，将会带

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图 1 2002 － 2012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与

土地城市化增长率

( 2) 人口城市化增长率的空间特征

从不同发展阶段来看人口城市化水平。改革开

放初期，首先是北京、上海、天津人口城市化发展最

快; 1990 年代，大部分北方省份和南方的浙江省、广
东省也步入人口城市化的加速期，而西部大部分省

份还处在起步阶段; 到 2000 年，大部分南方省份已

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而西部部分省份仍处在城市

化的起步阶段; 到 2010 年，北京、上海、天津的城市

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对稳定的发达阶段，中部、东部、
南部大部分省份也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而西部

部分省份才刚跨入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21］。地

区的发展程度出现了空间上的差异，这也导致我国

人口城市化增长出现了空间上的差异。
从图 2 来看，2002 － 2012 年我国城市人口增长

的空间格局如下。首先，东部、南部及西南地区是人

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西北和华北地区大多数

城市人口城市化增长缓慢; 华中地区城市人口城市

化增长率也较低，且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城市化增

长率为负; 东北是我国人口城市化增长率最低的地

区。可以说，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基本是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的格局，地区差异显著。2002 － 2012 年，

人口城市化增长率最快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华南和华

东地区，这是因为东部和南部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最高、产业结构最为优化、物质水平最丰富的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好于内地，就业机会更多，吸引了大量

农民选择在该区域城市务工，且随着生活习惯改变

及物质积累，他们逐渐在这些城市定居下来。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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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民外出务工都携带子女，从小在城市里长大

的农民工子女已不再适应农村生活，相比于父母一

代，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有更

多机会成为城市居民。其次，西南地区仅次于华南、
华东成为了快速人口增长城市最集中的地区。这和

西部大开发战略密不可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化

及对西南地区发展的逐渐重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

展速度明显加快，一部分农民工由原来的赴沿海务

工转变为就近务工，再加上西南地区物质生活水平

相对较低，在城市落户也相对容易。北方地区，尤其

是东北部分城市，产业结构不如南方完善，第三产

业、轻工业、民营中小企业占比偏低，再加上气候不

如南方宜人，很多人都到南方务工，造成部分城市人

口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

图 2 2002 － 2012 年中国地级以上

城市人口城市化增长率

( 3) 土地城市化增长率的空间特征

图 3 是 2002 － 2012 年地级以上城市土地城市

化增长率的空间 分 布 图。整 体 来 看，2002 － 2012
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19844 平方

公里增长到 35633 平方公里，增长了 15789 平方公

里，增幅为 79． 6%。除东北以外，华南、华东、西南、
西北、华北所有地区的大部分地级市土地城市化都

呈高增长率，其中华东地区高土地城市化增长率的

城市数量最多。地级以上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总体

格局是: 东部快于西部，西部快于中部，东北最慢。
我国土地城市化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

素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促使土

地城市化: 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二、三产业

的增加，这就促使对办公楼、商场、服务设施等的需

求增加，从而使各地城市不断扩大建设用地面积; 另

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人口集中，随着城市居民

对住房及其他生活服务设施需求的增加，建设用地

的扩大也成为必然趋势［22］。与此同时，土地城市化

可以推动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的开发区建设

及房地产开发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反过来城市土地

增长又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国城

市建设用地的空间增长格局和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之

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首先，华北、华东、华南等沿海

城市承担着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升国家经

济竞争力，维持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 其次，这

些地区又要为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

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必然促

使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不可避免。
西部大开发加快了西南地区的发展，自 2000 年

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以来，西南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逐步完成，进一步拉动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

展。同时，西南地区人口的回升也使土地城市化增

长率相应加快。中部地区包括华中及部分华北、华
东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尽管部分中心

城市城市化发展良好，但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

仍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一些省份工业结构不合理，工

业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土地城市化增长率较之于西

南地区仍较慢。东北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是

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

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

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

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资源性城市的主导产业衰

退，其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虽然国家提出了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但其经济发展步伐相对

仍较缓慢，土地城市化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
( 4) 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增长快慢的空间

分布

图 4 是 2002 － 2012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

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率比较图。通过对人口城市化增

长率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率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绝

大部分城市土地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在所有地级以

上城市中，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快于人口城市化增长

率的城市占 85%。从空间分布来看，除了沿海一带

的江苏、浙江、广东及西南地区的四川等省份部分城

市人口增长率较快外，其他省份的城市几乎均处于

土地城市化增长率超前的状态。以上结果表明，在

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多数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仍

相对缓慢，土地城市化已成为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

城市化发展的主导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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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2 － 2012 年中国地级以上

城市土地城市化增长率

图 4 2002 － 2012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与

土地城市化的增长状况

2． 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性的时空分

析

为研究协调性在时间上的变化，将时间分为

2002 － 2007 年与 2007 － 2012 年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不协调性已成为城市

化发展的严重问题，随着时间发展，不协调性问题进

一步加剧。
( 1) 2002 － 2007 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

协调性

2002 － 2007 年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

不协调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不论是在发达的东部

还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城市都处于

不协调状态。
21 世纪以后，我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发展时

期。而土地城市化发展如此迅速，与地方政府的土

地财政经营是分不开的。分税制使地方的财政收入

减少，地方政府为了迎合考核和提高当地 GDP，普

遍采用了征地卖地的模式，一方面低价从农民手中

收购大量农地，一方面又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

低价招商，以获取长期税收。地方政府以这种方式

垄断了农业用地的征收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

市场，导致农业用地被大量征收和无序开发。这种

非理性的土地扩张方式没有得到有效管控，在低买

高卖形成的巨大效益面前，各地城市争相效仿，以致

全国都出现这种乱象。此外，高价出卖的土地直接

导致了房价的抬高。农村人要取得城市户口，其中

一个途径就是在城里买房，但城里房价过高，超过了

农民工的承受能力，而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又造成

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社会保障上的不公平，地

方政府缺乏对外来农民的鼓励机制，农村人要取得

城市户口极为困难。这就导致了人口城市化与土地

城市化的脱节。东部地区城市作为城市化的先导，

建成区面积最大且外来人口最多，但政府注重财政

效益的提升，视创造了 GDP 的农村人口为负担，大

量农村人口并没有被吸纳为城市人口。虽然相比于

全国其他地区，这里是我国人口城市化增长率最高

的地区，但相比于土地增长率，人口增长滞后，人口

和土地的城市化仍然是不协调的。对于中西部，

2002 年后，由于中部崛起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及其发展也陆续加快。但

中西部城市的发展则重复着东部的过程，虽然期间

人口有往中西部回流，但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资本积

累和落户有一个时间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

成本相对较低，致使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连续不断

进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始终无法与土地扩张速度

相比，导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
( 2) 2007 － 2012 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

协调性

2007 － 2012 年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

不协调性进一步扩散，除少数几个城市处于协调状

态外，全国上下几乎均被不协调性城市覆盖。自进

入城市化加速期以来，城市扩张已成为不可遏制的

热潮，粗放式的开发造成大量优质耕地被占用，导致

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人地矛盾加剧。国家出台了相

关政策，用严格用途管制、指标控制来抑制这股浪

潮。但在利益驱使下，各地政府的城市扩张模式仍

未改变，土地开发模式逐渐演变为新一轮的造城运

动，土地价格不断被推高，城市的落户成本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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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2 － 2007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与

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度

高，劳动人口的保障问题却不见改善，人地发展的不

协调性进一步蔓延。
从不同区域来看，经过之前的飞速发展，东部城

市城市建设用地达到一定规模，城市扩张进程基本

趋于稳定，城市建设模式开始趋向于内部的结构调

整。此外，东部地区人口经过此前的快速增长，城市

人口已达一定规模，再加上城市落户困难，人口增长

相对建设用地仍增长缓慢。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

崛起战略的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有明

显增长，但速度始终赶不上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人

地不协调还在扩散到更多的城市。东北地区人口城

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失调最为严重，因为东北是所有

区域中城市人口增长最缓慢的地区，部分城市甚至

出现负增长，而建设用地仍在增长，人口城市化与土

地城市化严重不协调。

图 6 2007 － 2012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与

土地城市化的协调性

四 结论

本研究的分析表明，2002 － 2007 年间，人口城

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不协调问题在全国已普通存在;

到了 2007 － 2012 年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不

协调性进一步扩散，全国大部分区域的城市几乎均

表现出不协调性。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不协调

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过快，但这种

增长是粗放式、低利用效率的。为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并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同步发展，必须遏制这种土

地扩张方式。首先，应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

和财税体制，让地方政府有更多渠道来达到考核要

求。中央政府除了对征地用途及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外，还应对地方政府所征土地的利用效率有严格要

求。此外，中央政府应下放对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监

督权限，赋予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22］，

一方面让民众对政府征地行为进行监督，一方面减少

被征地农民因不公平待遇而造成的社会问题。

【Abstract】 Taking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for research
units，and combining with the GIS technology，this essay uses
the Model of Coordination to analyze the population urbaniza-
tion，lan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
acteristics of their coordination of the Chinese urbanization de-
velopment from 2002 to 2012．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the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has reduced year by
year while land urbanization growth rate remained stable，yet
their gap is consistently widening; For the growth rate of popula-
tion urbanization，east is faster than west while south is faster
than north． As for the growth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east is
faster than west，west faster than central and northeast the slo-
west． Eighty five percent of all cities have faster growth rate with
land urbanization th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Between 2002 －
2007，the problem of non － coordinat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commonly existed in most cities in China．
Between 2007 － 2012，the problems proliferated further．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

tion;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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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的分析技术还需进一步的完善。

【Abstract】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
ing in the current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for the suitability
for the old．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old，this essay puts forward a planning framework
of the suitability for the old in the urban public space based on
space syntax． Taking the districts nearby the Guangzhou People＇s
Park for example，this essay elaborates the application ways of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in suitability for the old by Walking
Accessibility Index and Spatial Communication Index．
【Key words】 space syntax; urban public space; suit-

able for the old; plann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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