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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我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面临

着日益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但是本文基于城市

化与可持续性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认为，

在应对我国未来非均衡的城市化进程中，通过非

空间性的公共制度建设和差异性的区域城市化政

策，有可能推动城市化与可持续性迈向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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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has recently been faced with the urgent 
challenge of un-sustainabil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Kuznets curv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win-win game could be mad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through 
public institution improvement and different 
regional urbaniza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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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5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城市化进程正深入到世

界的每个角落，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中，如果没有可持续的

城市化进程作为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根本

不可能实现(UN-HABITAT, 2002)[1]。当前，全

球城市化的主战场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

城市化的第二次浪潮；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既可能是“负

担”，也可能是“福音”(UNFPA,2007)[2]。因

此，在迅速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

家的城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诱人的机遇(World 

Bank,2006)[3]。

面对新世纪，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成为全球城市化的主要引擎之一，正经历着日益

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日益觉醒，城市化议题已

被普遍认为是影响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

键因素(马武定,2000)[4]。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

近年来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了日益严峻的可

持续性危机，其负面影响体现在大城市过度扩张

所带来的土地资源过度消费、水资源供应短缺

等诸多问题(金经元,2006;周一星,2006)[5,6]。当

然，也有很多反对者认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与大城

市地区增长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具有资源高

效使用的内在优势，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顺利实现(丁成日,2005;陈钊,陆铭,2009)[7,8]。

总之，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可持续性的现实影

响如何——究竟是“负担”抑或是“福音”，仍然

存在诸多争议：我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是否

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今后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是否必然会伴随着不可持续性问题的加

剧？未来能否实现城市化和可持续性的共赢？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城市化与可

持续性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并在定量分析

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二者从挑战迈向共赢的对

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定量分析所涉及的数据

资料来源于2001-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本研

究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尽管近年来我国快速城市

化的现实进程伴随着日益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

但是基于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复杂的库兹涅茨

曲线关系，在应对国家层面非均衡城市化的进程

中，通过加强公共制度建设，实施差异性的区域

城市化政策，能够逐步推动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从

挑战迈向共赢。

2  现实观察：近年来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

的可持续性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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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令人瞩目。2000-2008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

从36.2%迅速上升至45.7%，人口城市化率年均

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这意味着每年约有1000多

万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因此，我国已经迎

来了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的第四波浪潮(叶嘉安,

等,2006)[9]。而且，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

和速度来看，快速城市化进程对可持续发展所产

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越了城市自身及其周边地

区，已经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城乡地区。

那么，我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是否

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目前较为普遍

的观点认为，答案当然是确定无疑的——即自然

资源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人

居环境的脆弱，已经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邵益生等,2007)[10]。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

答，仍需更进一步地实证性证据支持。因此，选

取若干关键指标来反映我国城市化(如城镇人口

比重)与可持性(如土地和水资源使用)的基本情

况，基于2000年以来的时间维度，从全国范围和

城镇地区两个空间尺度出发，收集相关数据资

料，进行二者相关性的定量分析，以准确观察城

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态势。

研究发现，我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

确实伴随着土地和水资源不断加速消耗的严峻态

势。首先，从土地资源来看，随着全国城镇人

口比重的提高，我国城镇地区和全国城乡范围

的土地资源使用都呈现出不断加速的明显趋势

(图1)：2000-2008年，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

和全国人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分别增加了33.8%

和4.2%，而且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与二者的变化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2分别为

0.98和0.95)。其次，从水资源来看，情况稍微

复杂一些，随着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尽管

我国城镇地区水资源使用的集约性有所加强，但

是从全国城乡范围来看，水资源的消耗水平却日

益提高(图2)：2000-2008年，尽管我国城镇地

区的人均供水量下降了19.4%；但是全国城乡范

围的人均年用水量却增加了18.3%，与城镇人口

比重的变化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

系数R2为0.92)。

总之，基于上述定量分析，可以说明近年来

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确实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可

持续性挑战。当然，从现实观察的上述证据中，

我们也容易得出一个简单化的常识性假说：城

市化进程和可持续性挑战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

性关系——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不可持续性的

加剧之间呈现明确的、趋于同方向变化的整体态

势。但是，真实的答案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

仅借助于有限时间跨度上的现实观察，从研究的

逻辑上，无法清晰地对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长

期关系得出准确判断。

3  理论假说：城市化与可持续性的库兹涅

茨曲线

尽管近年来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面临日益严

峻的可持续性挑战，但是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是否必然伴随不可持续性的加剧？面对这个

问题，论文首先提出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库兹

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然后利用我国分省数据对

该假说展开初步验证。

3.1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

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curve)是经济学领域

中的一种关于经济发展和分配公平之间关系的

理论假说，后来被逐渐扩展到对经济发展与环境

问题之间关系的探讨。1955年著名经济学家西

图2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水资源使用：城镇地区(左)与全国范围(右)
Fig.2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water consumption: urban areas (left) and whole 

country (right)

图1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资源使用：城镇地区(左)与全国范围(右)
Fig.1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urban areas (left) and whole countr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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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经

典论文中，率先提出了人均财富增长与收入分配

公平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库兹涅茨

曲线的理论假说：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均财

富增长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短暂稳定之后，伴

随人均财富增长，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学者格鲁斯曼等基于一系列的跨

国数据研究认为，各国的环境污染物排放与经济

增长水平之间也呈现出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在此

基础上，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被扩展到用于衡量经

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呈

现先恶化而后逐步改善的一种长期趋势。

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发，论文提出了城市

化与可持续性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长期来

看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性挑战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曲线关系(图3)。具体而言，该理论假说是对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引申和扩展：首先，经济增长

是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推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在实质上是经济增长的外在表现；其次，经济增

长所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则形成了可持续性的

根本挑战。因此，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我们

可以得出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库兹涅茨曲线的

理论假说——即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资源环境问题所形

成的可持续性挑战，也会呈现出先加剧而后缓解

的整体趋势。

该理论假说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我们

对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更深入的

理解。基于该理论假说，我们不但能够认识到，

正是由于我国现阶段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

部分，所以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才面临日益

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而且还可以推断出，长期

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持续

性的加剧。当然，对于该理论假说的可靠性，还

需要经过实证研究的检验。

3.2  结合我国分省数据的假说检验

对于该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是一项较

为困难的工作。因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整体

上尚处于中期加速阶段，未来还要经历较长时间

才能进入城市化的成熟期。所以，难以利用我国

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数据，来直接验证城市化与

可持续性之间长期存在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但

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基本事

实——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具有辽阔的国土面

积，在区域尺度上仍能体现出城市化进程和可持

续性挑战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域层面上，

我国各省市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

2008年各省市城镇人口比重在22.6%(西藏)至

88.6%(上海)之间，目前一些沿海高度城市化的

省市已率先进入倒U曲线的右半部分。因此，以

该理论假说为基本前提，根据上述事实依据，通

过演绎推理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

推论：我国各个省份之间城市化与可持续性的地

区差异，会表现出较完整的倒U型曲线特征。若

在分省数据层面上，证据表明该推论的正确性，

我们就能通过推论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城

市化与可持续性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可靠性。

在2008年的时间截面上，收集我国各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城市化(城镇人口比重)与可持

续性(土地、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等)的数据资料，

展开地区差异的定量分析，旨在通过推论的证明

来验证理论假说的可靠性。研究发现，我国各省

城市化与可持续性的地区差异，确实明显地呈现

出了完整的倒U型曲线特征。首先，从土地资源

来看，各省的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均居民点及工矿

用地之间，存在着高度拟合的负二次函数关系，

完全符合倒U曲线的整体特征，当城镇人口比重

达到50%至60%的区间时，逐步接近倒U型曲线

的拐点位置(图4)；其次，从水资源来看，各省

的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均用水量之间，呈现出较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虽然与倒U曲线有一定差异，

但是也能反映倒U曲线的部分特征(图5)；另外，

从环境影响来看，各省的城镇人口比重与工业废

气排放水平之间，也存在着高度拟合的负二次函

数关系，完全符合倒U曲线的整体特征，当城镇

人口比重达到40%左右时，逐步接近倒U型曲线

的拐点位置(图6)。

总之，基于上述定量分析，我们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库兹涅茨曲线

理论假说的可靠性。尽管，近年来我国快速城市

化进程面临日益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但是，

考虑二者的倒U型曲线关系，长远来看城市化与

可持续性确实存在着从挑战迈向共赢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城市化是一柄双刃

剑，它既可能成为一些地区的“负担”，也可能

化为另一些地区的 “福音”。但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被动等待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性挑战之间

的矛盾从严峻到缓解，而是应该避免先破坏后治

图3  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
Fig.3 Kuznets curve 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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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层面顺应非均衡的城市化趋势，在区域层面实

施差异性的城市化政策，来有效缓解城市化所面

临的可持续性挑战，并尽快推动城市化与可持续

性从挑战迈向共赢。

4.1  在国家层面顺应非均衡的城市化进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层面的经济活动不断

向特定的区域集中，从而形成非均衡城市化的长

期态势。首先，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现，由于

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和正反馈效应的客观存在，国

家经济增长具有空间不平衡的本质特征(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1999)[11]。其次，大量的历

史经验也表明，伴随着国家层面经济活动的日

趋集聚，世界各国的区域间发展并不平衡(World 

Bank,2008)[12]：事实上，当今发达国家在跨入高

收入国家行列之前，都普遍经历了经济集聚的长期

历程——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人口

和经济生产不断趋向国内某些地区集中。另外，

跨国研究发现，无论是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经济活动的集聚现

象：即经济集中的程度将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

强；即使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步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这种经济集中的态势也并不会就此停

止，只会逐渐减缓而已(World Bank,2008)[12]。由

于经济发展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力量，城市

地区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物质载体而存在；因此，

非均衡的经济增长过程必然会导致非均衡的城市

化态势。总之，作为经济活动不断向特定区域集

聚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非均衡城市化进

程具有历史普遍性，已经成为现实世界中任何国

家都无法忽视的客观现象。

从整体来看，我国今后也将继续面临经济活

动的大规模集中和非均衡的城市化进程。回顾历

史，这种经济增长的集聚态势在我国也不例外，

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

济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的劳动人口和生产

活动，持续向沿海省份集中和转移的历史潮流；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始终以“发散”

态势为主，而所谓的“收敛”效应并未出现(刘

夏明,2004)[13]；我国的工业集聚现象一直非常显

著，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明显的上升

(金煜等,2006)[14]。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当人均

收入达到1万至1.5万美元之间时，经济集中的趋

势才会逐步放缓(World Bank,2008)[12]。审视现

实，200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300美元左右，根

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可以断定经济活动向

特定区域集中的发展过程远未结束。面对未来，

随着经济活动向沿海等特定区域的集中进程，我

国以沿海地区为主导的非均衡城市化态势仍将长

期持续下去。

图4  我国各省城市化与土地使用
Fig.4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of provinces

图5  我国各省城市化与水资源使用
Fig.5  Urbanization and water consumption of provinces

图6  我国各省城市化与环境影响
Fig.6  Urbanization and waste gas emission of provinces

理的传统模式，通过积极主动的政策行动来促使

二者尽快地从挑战走向共赢。

4  对策建议：从挑战迈向共赢

面对今后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基于城市

化与可持续性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我们应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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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目前处于高度城市化水平的沿海

地区，未来仍将作为经济活动集聚和外来人口迁

移的重要载体，从而继续成为吸纳新增城市人口

的主战场；而且，我国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之间

的非均衡城市化态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面对这

种非均衡的城市化态势，尽管我们可以采取空间

均衡导向的城市化战略作为一种应对之策；但是

国际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在本质上是空

间非均衡的，这种试图在空间上简单地均衡分配

经济活动和调控城市化进程的努力，往往会破坏

经济增长和阻碍城市发展，只能通过牺牲效率实

现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尽管如此，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应对非均衡

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有可能

的。一方面，非均衡城市化进程有助于缓解环境

压力，应对可持续性挑战。因为，根据城市化与

可持续性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我国高度城市

化的沿海省份目前已经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端，

相对于在内陆省份实施人口就地城市化的策略而

言，顺应区域间人口流动将大量新增城市人口集

中于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城市化进程，在充分发挥

集聚经济优势的同时，对土地、水资源和环境等

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相对减小，在客观上缓

解我国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

方面，非均衡增长的效率目标与社会和谐的公平

目标是可能共同实现的。如果能实现经济一体化

的制度安排，逐步消除区域之间的制度壁垒，尽

量为人口的迁移和资本的流动创造便利条件，即

使那些远离经济机会的边远地区人口，也能够因

为经济活动不断向少数地区集中而得到实惠；若

政策安排恰到好处，经济活动的集中和生活水平

的趋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World Bank,2008)[12]。

因此，在顺应非均衡城市化的同时，如何保证社

会发展的和谐与普惠，是我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应

对的核心任务。

4.2  在区域层面实施差异性城市化政策

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复杂多变的城市化进程，

我们需要兼顾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等

政策工具，实施区域差异性的城市化政策。目

前，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城市化发展

战略的需要(谷荣等,2006)[15]。一般而言，政府

有3种基本的政策工具用以促进发展、减少不平

等：公共制度(即不考虑空间因素、普遍适用的

政策，如健康、教育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即

考虑空间因素的政策和规划，如公路、机场等设

施)和激励措施(即具有地理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如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但是，我国现有城市化

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倾向于投资建设大规

模的基础设施，或是简单依赖于各种地理针对性

的激励措施，而对于能够超越空间因素的公共制度

的重视远远不够。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城市化世界

中，仅依靠一般化的简单方案，已经无法解决不同

区域所面临的城市化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城

市化的不同阶段，通过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激励

措施等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在不同区域采取具

有差异性和针对性的城市化政策(表1)。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动力匮乏的边远地

区，应重点关注公共制度改革，加强财政转移支

付和地方公共服务建设，避免采取人为推高城市

化的低效建设行为。由于一些边远地区受到社

会、历史和区位等方面的现实制约，问题是难以

形成现代工业基础，缺乏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政府部门脱离实际情况，将有限资金投入到

基础设施建设或采取地方激励措施，试图达到人

为推高城市化水平的目标，结果通常是难以起到

真正的成效，反而造成政府资源和公共投资的浪

费。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有效利用国家财政转移

支付，重点关注安全、医疗和卫生等社会服务在

广大农村地区的提供和普及，致力于提高当地人

们的基本生活质量；通过保障广大农民的耕地和

宅基地等财产权利，鼓励财产权利的个人转让，

引导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

效益；通过生态移民和村庄整治等举措，保护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和职业技

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打破地方保护

主义，通过与先进地区的经济联系，将本地劳动

力资源和地方经济发展，融入到更为广阔的经济

发展格局当中，逐步挖掘和培养当地的经济优

势。

其次，对于城市化进程相对落后的内陆地

区，应在公共制度改革的同时，促进区域基础设

施建设。对于一些内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言，

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是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和相对

滞后的基础设施，仅依靠公共制度的改革，难以

同时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强

城市化地区

类型
面临城市化问题的复杂性

实施差异性的城市化政策

公共制度 基础设施 激励措施

城市化动力匮乏

的边远地区

单一困境（历史、环境和区位等

现实制约导致城市化进程缺乏经

济动力）

● ○ ○

城市化相对滞后

的内陆地区

双重挑战（城乡差距日益加剧；

基础设施趋于滞后）
◎ ◎ ○

城市化不断加速

的沿海地区

多重矛盾（城市空间蔓延；周边

区域生态压力；城市社会极化）
◎ ◎ ◎

注：●关注；◎兼顾；○一般

表1  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城市化政策
Tab.1 Different urbanization policy of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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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的公共制度改革，强调城乡地区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打破城乡之间社会流动的制度壁

垒，弥合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减少因

农村条件恶劣而产生的被动式城乡人口迁移，

使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真正是源于集聚经济的吸

引。其次，政府应注重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建设，通过降低交通成本和缩短时空距离，来消

除城乡之间交流互动的空间障碍，一方面推动人

口和资源能够方便地向中心城市集聚，另一方面

促进中心城市的商品和服务能够向周边地区快速

流通。

另外，对于城市进程不断加速的沿海地区，

除公共制度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应通过干

预性的地方措施，来遏制城市空间蔓延现象、保

护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和关注城市内部的社会问

题。一方面，尽管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在土地、

水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相对明显的集

约优势，但是随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一些

城市地区的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存在城市空间蔓

延的潜在威胁，对周边地区的生态压力也日益增

大；因此，必须通过地方立法和严格监管等措

施，提高城市空间的集约利用程度，保护敏感性

的生态资源不受破坏。另一方面，沿海城市地区

在应对全球竞争的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过程中，

包括外来低收入人口和本地弱势群体在内的新城

市贫困人不断涌现，进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

积累；因此，必须通过地方性的激励措施和干预

手段，致力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扩展新就业岗位

等，使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成果能够为城市中的

所有社会阶层共同分享。

总之，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的

根本基础，应该是教育、健康、住房、税收等非

空间性的公共制度，而不应简单地依赖基础设施

建设和地方干预措施，今后需要加强对公共制度

薄弱环节的关注和改革。而且，考虑到我国不同

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差异性，我们需要根据城市化

的不同阶段，妥善均衡地运用公共制度、基础设

施和激励措施等政策工具，只有针对不同区域实

施差异性的城市化政策，才有可能在未来非均衡

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化解城市化与可持续性之

间的矛盾冲突，逐步推动二者从挑战迈向共赢。

5  结论

面对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与可持性之间的

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抛弃简单的线性思维，深入

理解城市化与可持续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

本文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仅仅是一种

初步的思考探索。

展望未来，针对我国非均衡的城市化态势，

需要认真反思传统的忽视城市化现实规律、强调

城市化空间均衡的刻板思维定势。首先，必须认

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人为扭转区域之间非均

衡的城市化态势，而是要设计出合理的机制，让

不同的区域和所有的人口都能够分享非均衡增长

和集聚过程所创造出的收益。其次，解决问题的

基本思路，应该是顺应地理空间的非均衡增长，

强调社会人口的均衡发展，致力于在经济集聚中

走向区域平衡。因此，在今后的快速城市化进程

中，应在加强非空间性公共制度建设的基础上，

适度地运用基础设施投资和地方干预措施；应在

不同区域，通过构建差异性的城市化政策，来实

现经济集聚、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的均衡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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