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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市化驱动消费需求效应研究

田 雪 原

【提要】 从马克思再生产和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抽取和借鉴的一 点是
,

在认定

资本需求取决于人 口
、

生活水平
、

资本技术基础上
,

结合 中国实际探讨同人 口 城市化

之间的关系
,

揭 示 5 。年 中国人 口 城市化一 波三折产 生的积累效应
,

阐发适 当加快人

口城市化步伐对扩大消费总需求的决定性意义
,

立足于资源合理配置
,

实现农村 富余

劳动力及其附属人 口 向城镇转移 的决策选择
。

【作者】 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 究所
,

研 究员
。

近二三年来
,

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是消费增长缓慢
,

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

国家通过增发

国债
、

降息
、

开征利息税
、

增加低薪人员收入和连续大规模增加铁路
、

公路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等办法拉动内需
,

收到一定成效
;不过成效有限

,

均属政策调整范畴
,

继续下去风险也会随

着增大
,

启动内需还应在影响消费的决定性 因素上寻求出路
。

适当加快人 口城市化步伐
,

通过

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
,

就是寻求的根本方略之一
。

1
.

“

二元经济
”

下拉动消费需求的基本动力

早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
,

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时
,

曾科学地阐述过生

产
、

交换
、

分配
、

消费诸环节之间的关系
。

指出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
: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

即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
,

而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又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
;两者互

为前提性
:

生产为消费提供产品
,

消费使生产得以完成并为生产创造新的更多的需要
,

推动生

产规模的扩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

进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

西方国家经历了 1 9 2 9 一 1 9 3 3 年的

经济大危机
,

1 9 3 6 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J
.

M
.

K e
yn

e s )开出摆脱危机
“

药方
”

—发表《就

业
、

利息和货币通论》
,

提出资本需求由人 口
、

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
“

三因素决定
”

论
。

他认为
,

在

资本技术不成问题的情况下
,

主要取决于人 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如果生活水平不能有

足够的提高
,

生育率的下降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

到了五六十年代
,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刘

易斯将研究领域推进到发展中国家
,

探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和现代部门的就业
,

提 出
“

二

元经济模型
”
(W

.

A
.

L ew is
,

1 9 5 4 )
,

大大推动了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和人力资

本的研究
。

这些研究给探讨中国
“

二元经济
”

下的人口变动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启迪
,

表明

资本需求不仅取决于人口
、

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
“

三要素
” ,

而且受制于特定的人口城乡结构
。

先

进工业与落后农业并存的
“

二元经济
” ,

城乡之间在劳动生产率
、

居民收入和消费上表现出很大差

异
,

因而对于社会总需求而言
,

人口城市化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
,

是扩大内需的基本拉动力
。

社会消费总需求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需求
、

全体居民对

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两部分
,

任何一部分都同人口 城市化相关联
。

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



需求
,

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

经济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
,

同人 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相

联
。

依中国情况而论
,

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由粗放型经济

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力度不断加大
,

然而迄今为止
,

依靠基本建设投资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仍

旧扮演主角
,

城市又是基建投资的主战场
。

按照国家统计局 16 大行业的划分
,

仅有农
、

林
、

牧
、

渔业投资基本投 向农村
,

另有地质勘探
、

水利管理
、

卫生
、

体育和社会福利
、

教育
、

文化艺术
、

广

播 电影 电视业可谓城乡兼顾
,

而制造业
、

建筑业
、

房地产业等 10 多个行业基本属于面向城市的

行业
。

多年来
,

在增加农业投入方针指导下
,

农
、

林
、

牧
、

渔基本建设投资有不少增长
,

按可 比价

格计算
,

1 9 9 8 年比 1 9 8 5 年增长 3
.

7 倍
,

但是 占当年全部基建投 资的比例仅 由 1
.

6 %提高到

1
.

9 %
,

升高 0
.

3 个百分点
。

1 9 9 8 年农
、

林
、

牧
、

渔业加上地质水利
、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

教育

文艺和广电业投资的一半 (假定后 3 种行业农村占投资的一半 )
,

共计 8 4 2 亿元
,

也仅占当年基

建投资总额 1 1 9 1 6
.

7亿元的 7
.

1 % ¹
。

再 以能源 消费为例
, 1 9 9 7年全 国能 源 消费总量 为

138 173 万吨标准煤
,

其中农
、

林
、

牧
、

渔
、

水利业消费 5 9 05 万吨
,

仅占 4
.

3% ;而工业 一项即消

费 10 0 0 8。万吨
,

占到 72
.

4% º
。

可见当前作为拉动内需强有力杠杆的基本建设投资
,

主要集

中在城市各种行业
;能源等生产资料消费

,

主要集中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
。

如能适当加快人

口城市化步伐
,

城市建设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

则可吸引更多的建设投资
,

提供广阔的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消费场所
,

起到有力拉动内需的作用
。

不过通过基建投资扩大再生产和增加生产性消费
,

要做具体的分析
,

力戒盲 目性
。

过去在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

经济运行中的主导矛盾是供不应求
,

社会表现为短缺经济与

过剩人 口 的矛盾
。

经历 20 年改革开放
,

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
“

软着陆
’夕

之后
,

短缺经济已从根本

上改观
,

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作为最终产品的生活资料消费困难
。

在这种情况下
,

经济的发展只

能以市场为座标
,

只有市场现实的需求才真正成为扩大消费的动力
。

那种盲 目扩大生产规模
,

企图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消费的做法
,

弄不好走到高耗
、

低效
、

重复建设的老路上去
,

非但

达不到扩大消费总需求的 目的
,

从长远看
,

还会危及到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
,

给经济发展留下

隐患
,

因而是不可取的
。

生活资料的需求为最终产品的需求
,

它从根本上制约着生产性消费需

求
,

是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症结所在
。

拉动内需
,

要在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突破
,

加快人口城市化

是可供选择的一个最大的突破 口
。

生活资料消费的主体是个人消费
,

个人消费是人 口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

依据个人

消费满足的程度
,

区分为饥饿
、

温饱
、

小康
、

富裕和更富裕几个阶段
。

目前中国总体上处在 由温

饱向小康过渡并接近小康阶段
,

不过在空间上表现 出很大差异
。

东部地 区基本上实现小康
,

西

部地区则处在向小康过渡
,

少数边远地区尚处在向温饱过渡阶段
。

空间分布的最大差异表现在

城乡之间
,

对现状似可作出这样的估断
:
总体上城市已完成向小康阶段的过渡

,

东部沿海发达

城市已开始步入富裕阶段
,

城乡之间消费差距拉大
,

表现出
“

二元经济
”

明显的
“

消费阶梯
” 。

远

者且不论
,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
“

消费阶梯
”

的形成 已经筑成相当的基础 (见表 1)
。

表 1表 明
,

改革开放以来城 乡居民生活水平有 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

按照 19 7 8 年不变价

格计算
,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39 3
.

1%
,

而且农村居民提高的速度略快于城镇居 民
。

分时期

来看
,

由于改革由农村开始
,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

农

业生产和农 民收入上升很快
,

按当年价格计算
, 19 8 5 年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达到 397

.

6

元
,

消费上升到 347 元
,

使城乡居 民消费比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一 l) 由 19 7 8 年的 2
.

9 下降到

¹ º 《中国统计年鉴 19 9 9》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 9 9 年

。



2
.

3
,

大大缩 小了城 乡居 民收入和 消费的差

距
。

80 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启动力度加大
,

刺

激城市经济增长
;
农村以土地政策为主改革

的威力释放殆尽
,

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

导

致城乡消费比逐步攀升
,

至 80 年代末回升到

改革前的水平
。

90 年代前期城市改革步骤加

快
,

国民经济
“

过热
”

增长
,

城 乡居民收入和消

费差 距拉大
,

城 乡 居 民消费 比一直推升 到

1 9 9 4 年的 3
.

5
,

创下新高
。

90 年代中期治理

经济
“

过热
”

取得成效
。

1 9 9 6 年实现
“

软着陆
”

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

城乡居民消费

比一度下降较快
,

1 9 9 6
、

1 9 9 7 年 下降到 3
.

1
。

但是由于经济增 长仍然保持在 7 % 一 8 %的

较高速度
,

1 9 9 8 年城乡居 民消费比重 又回升

至 3
.

3
。

1 9 9 9 年受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加薪
,

城镇低 收入 人员最低水平线提

高影响
,

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
,

城 乡居民消费

比有可能再创新高
。

如此
,

拉动以居民消费为

主体的消费需求出路在哪里
,

应当作 出什么

样的战略选择 ? 笔者以为
,

有 3 种出路选择
:

表 一 1 9 7 8一 1 9 , 8 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元

年份 全国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 民
消费比

(农民一 1)

1 9 7 8

1 9 8 0

1 9 8 5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8 4

2 3 6

4 3 7

5 5 0

6 9 3

7 6 2

8 0 3

8 9 6

1 0 7 0

1 3 3 1

1 9 4 6

2 2 3 6

2 6 4 1

2 8 3 4

2 9 7 2

1 3 8 4 0 5 2
.

9

1 7 8 4 9 6 2
.

8

3 4 7 8 0 2 2
.

3

4 1 7 1 0 8 9 2
.

6

5 0 8 1 4 3 1 2
.

8

5 5 3 1 5 6 8 2
.

8

5 7 1 1 6 8 6 3
.

0

6 2 1 1 9 2 5 3
.

1

7 1 8 2 3 5 6 3
.

3

8 5 5 3 0 2 7 3
.

5

1 1 1 8 3 8 9 1 3
.

5

1 4 3 4 4 8 7 4 3
.

4

1 7 6 8 5 4 3 0 3
.

1

1 8 7 6 5 7 9 6 3
.

1

1 8 9 5 6 1 8 3 3
.

3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1 9 9 9 》
,

中国统计出版

社
,

1 9 9 9 年
。

第一
,

重点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出路选择
。

目前中国农村 居民占到 总人 口 的近 70 %
,

如

能有效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
,

自然再好不过
、

再简单不过了
。

问题在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

高取决于收入的提高
,

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
。

在现实生

活中
“

两率
”

的提高不仅受到资本技术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限制
,

而且在根本上受到人口多
、

耕地

和其他农业资源不足的限制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除依靠政策
、

投入
、

科技进步

等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外
,

还需另辟新路
,

尤其是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和附属人口转移出去
。

第二
,

重点增加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决策选择
,

包括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人

数的扩大
。

水平的提高 自不待言
,

现在的情况是城乡居民消费比已经升得很高
,

继续升高的经

济
、

社会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
。

扩大城市居民消费者人数产生的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

以 1 9 9 8 年

城市居民平均消费 6 1 83 元 (比农村高 出 4 28 8 元 )计算
,

如果城镇人口增 加 1 个百分点
,

由占

总人 口 30
.

4%增加到 3 1
.

4 %
,

即 1 2 48 万人
,

则可净增加消费 5 35
.

1 亿元
,

其拉动消费需求动

力何等之大 !

第三
,

加快人 口城市化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比相结合的决策选择
。

上面第一种重点在农村

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缩小城 乡居民消费比的选择
,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 口 的向外

转移
,

人 口城市化是其重要的分流渠道
;
第二种增加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决策选择

,

基本的落

脚点也只能建立在城市人 口的机械增长
,

即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上
。

反过来说
,

加快人口城

市化既可以有效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
,

又能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 向外转移
,

从而为农业劳动生产率
、

商品化率
、

农 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开辟道路
,

收到缩小城乡居民

消费比实效
。

人 口城市化具有使城市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轮番上升
、

相互促进的功效
,

是

当前扩大内需强有力的动力和杠杆
。



2
.

中国人 口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积累效应

落后
“

二元经济
”

下人 口城市化拉动消费需求的原动力作用
,

是一个无争的事实
。

从一个特

定的视角观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来的历史
。

是一部人 口城市化带动消费和经济增长

的历史
。

当然
,

这种
“

带动
”

也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基础之上
,

确切地说
,

是城市

化
、

居民消费
、

经济增长三者互相促进的历史
。

50 年发展的历史表明
,

什么时候城市化进展顺

利
,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就 比较快
,

增长也 比较迅速
;
什么时候城市化进展迟缓

,

居民消费和经济

增长就比较缓慢
。

50 年来中国人口城市化走过的历程
,

可粗略划分成 50 年代较快发展
、

60 至

70 年代中期徘徊不前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三个时期
。

每个时期城市化水平对居 民消费
、

经济发展的影响
,

都是依稀可见的
。

5。年代较快发展时期
。

这一时期按照统计数据可持续到 1 9 6 0 年
,

但笔者以为
,

50 年代末
6 0 年代初受

“

共产风
” 、

压缩城镇人 口
、

干部下放等同城乡人 口 变动有关因素影响
,

1 9 5 9 年和

1 9 6 0 年的城镇人 口有商榷之处
,

故截止到 1 9 5 8 年
。

由于过去中国是一个农业国
,

1 9 5 0 年当世

界城市人 口比例已达 29
.

7 %
、

发达国家已达 54
.

9 %之时
,

中国仅为 1 1
.

2 % ¹
。

随着国民经济恢

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
,

城市人 口 比例上升很快
,

到 1 9 5 8 年上升到 16
.

3%
。

居 民消

费水平也增长很快
,

按可 比价格计算
, 19 5 8 年比 19 52 年增长 38

.

2%
,

年平均增长 5
.

5 %
,

与同

期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 7
.

0 %相对应 (见表 2 )
。

表 2 19 52一 19 58 年人 口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增长

年份 总 人口 (万人 )
城镇人 口 乡村人 口 居民消费水平

万人 万人 指数

19 52 57 48 2

19 53 58 7 9 6

7 16 3 1 2
.

7 82 6 1 3
.

50 319

5 0 9 7 0

8 7

8 6

7 6 10 0
.

0

8 7 10 7
.

7

19 54 6 0 26 6

1 9 55 6 1 46 5

8 24 9 13
.

8 28 5 1 3
.

5 2 0 17

5 3 18 0

8 6

8 6

8 9 1 0 8 2

9 4 115
.

1

1 9 56 62 828 9 18 5 1 4
.

9 9 4 9 1 5
.

5 3 64 3

1 9 5 7 64 6 5 3 5 4 7 0 4

8 5

8 4

1 9 58 6 5 9 9 4 10 72 1 16
. 5 5 2 7 3 8 3

9 9 120
.

0

10 2 122
.

9

10 5 124
.

6

注
:

居民消费绝对数为当年价格
,

指数以 19 5 2年为 100 计算
。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1 9 8 9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 8 9 年

。

6 0 至 7 0 年代中期徘徊时期
。

除 19 59 、 19 6 0 年情况 比较特殊难以确定外
,

城市人 口 比例从

19 6 1年开始下降
,

一直下降到 19 7 4 年
;
其后稍有 回升

,

至 19 7 8 年回升到 17
.

9 %
,

相当于 50 年

代末的水平
,

结束 20 年徘徊局面
。 1 9 5 8 ~ 19 7 8 年城镇人口 由 10 721 万增加到 17 245 万

,

年平

均增长 2
.

4%
,

大大低于 1 9 52~ 19 5 8 年年平均增长 7
.

0 %水平
。

同期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

也降至 2
.

5%
,

比 19 52一 19 5 8 年平均增长 5
.

5 %落后一大截 (见表 3)
。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时期
。 19 7 8 年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发展史上新的

一页
,

也为人 口城市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

迎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

20 年来城镇人 口 增加

¹ U n it e d N a tio n s : W o r ld U r b a n lz a t ,o n P r o s pe e t s 19 96 , N e w Y o r k , 19 9 8
.



表 3 1 9 5 8一 1 , 7 8 年人 口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增长

年份 总人 口 (万人 )
城镇人 口 乡村人 口 居民消费水平

万人 % 万人 % 兀 指数

1 9 5 8 6 5 9 9 4

6 5 8 5 9

7 2 1

7 0 7

5 5 2 7 3 8 3
.

8 1 2 4
.

6

5 3 1 5 2 8 0
.

7 9 9
.

4

八0na

:
口nOJ

月
上1火

1 9 6 1

八6仃J叮了7
奋111111土111 9 6 5 7 2 5 3 8 0 4 5 5 9 4 9 3 8 2

.

0 1 3 2
.

7

1 9 6 8 7 8 5 3 4 8 3 8 6 4 6 9 6 8 2
.

4 1 3 7
.

8

1 9 7 0 8 2 9 9 2 4 2 4 6 8 5 6 8 8 2
.

7 1 4 7
.

3

八曰9八Jn乃
苦

46
�.上,11111
1‘.

1 9 7 5 9 2 4 2 0 0 3 0 7 6 3 9 0 8 2
.

7 1 6 3
,

8

1 9 7 8 9 6 2 5 9 1 7 2 4 5 1 7
.

9 7 9 0 1 4 8 2

1 0 5

1 1 4

1 2 5

1 3 2

1 4 0

1 5 8

1 7 5 1 7 7
.

0

注
:

居民消费绝对数按当年价格
,

指数以 1 9 5 2 年为 1 00 计算
。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1 9 8 9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 9 8 9 年
。

表 4 1 9 7 8 一 1 9 9 8 年人 口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增长

年份 总 人口 (万人 )
城镇人 口 乡村人 口 居民消费水平

万人 % 万人 % 兀 指数

1 9 7 8 9 6 2 5 9 1 7 2 4 5

1 9 1 4 0

7 9 0 1 4 1 7 5 1 7 7
.

0

1 9 8 0 9 8 7 0 5 7 9 5 6 5 2 2 7 2 0 6
.

7

O月认
�

:
7
‘

OJ111土

1 9 8 5 1 0 5 8 5 1 2 5 0 9 4 2 3
.

7 8 0 7 5 7 4 0 6 3 1 3
.

7

1 9 8 8 1 1 1 0 2 6 2 8 6 6 1 2 5
.

8 8 2 3 6 5 6 4 3 3 7 1
.

5

1 9 9 0 1 1 4 3 3 3 3 0 1 9 1 2 6
.

4 8 4 1 4 2 8 0 3 3 9 1
.

2

1 9 9 5 1 2 1 1 2 1 3 5 1 7 4 2 9
.

0 8 5 9 4 7 2 2 3 6 5 8 0
,

0

1 9 9 8 1 2 4 8 1 0 3 7 9 4 2 3 0
.

4 8 6 8 6 8

8 2 1

8 0
.

6

7 6
.

3

7 4
.

2

7 3 6

7 1
.

0

6 9
.

6 2 9 7 2 6 9 5
.

8

注
:

居民消费绝对数为当年价格
,

指数以 1 9 5 2 年为 100 计算
。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1 9 99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 9 9 9 年
。

20 6 97 万
,

年平均增长 4
.

。%
,

比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快许多
。

同期居民消费水平由 1 75 元

增加到 2 97 2 元
,

按可比价格
,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7
.

1%
,

(见表 4 )
。

对于中国 目前 30
.

4 %城镇人 口 比例的城市化水平作何评价
,

学术界认为这一比例偏高者

有之
,

偏低者亦有之
,

可谓见智见仁
。

笔者以为
, “

三七开
”

大致反映了人 口城乡结构现实
,

然而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共 同认为
,

与 1 9 9 8 年发达国家城镇人口 比例高达 75 %
、

世界 45 %和发展

中国家 38 % 比较起来 ¹
,

我们太落后了
。

间题出在哪里 ? 主要 出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 的徘

徊不前
。

如果这一时期不是徘徊不前
,

而是像最近 20 年保持城镇人口 4%的年平均增长率
,

以

19 5 8 年城镇人 口 10 7 21 万为基期
, 19 98 年可增加到 51 47 2 万

,

可占当年总人 口 的 41
.

2%
,

即

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

现实的 30
.

4%与有可能达到的 41
,

2%之 间 10
.

8 个百分

点的差距意味着什么 ? 就本文拉动内需主题而言
,

意味着 19 9 8 年一年损失掉 4 0 21 亿元的居

¹ U N FPA
.

N a t is S a d ik : T h e S ta t e o f W o r ld P o p u la t io n 一9 9 8 , N e w Y o r k , 19 9 8
.



民消费
,

占全部居民消费 36 9 2 1
.

1 亿元的 10
.

9 %
。

1 9 9 8 年一年如此
,

自 1 9 5 8 年以来 40 年失

掉的居民消费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 人 口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对消费需求来说具有累进的性

质
。

同样
,

人 口城市化的停滞不前也会对消费需求的衰减产生积累效应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目

前中国人 口城市化的低水平严重 阻碍着消费需求的扩大
,

加速人 口城市化理应成为启动内需

的首要战略选择
。

3
.

加速人口城市化的宏观决策选择

人口 城市化系指人口 向城市地带集中
,

城镇人 口所占比例升高过程
。

不过由于经济
、

社会

发展水平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差异
,

人 口城市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

当今发达国家在基本

完成 乡村人 口 向中小城镇转移之后
,

正经历中小城镇 人 口 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阶段
,

并伴

随超大城市中心区人 口 向郊 区转移
“

回归
” ,

笔者称之为
“

后城市化
”

阶段
。

中国同多数发展中国

家一样
,

现阶段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 口 向中小城镇转移
,

即
“

前城市化
”

阶段
;
但是 由于

人 口多
,

包括城市分布在内的经济
、

社会发展不平衡
,

第二阶段中小城镇人 口 向大城市和超大

城市集中
,

甚至超大城市中心区人 口 向郊区转移的
“

后城市化
”

也相伴发生
,

中国人口 城市化将

呈立体推进态势
。

然而不要忘记
,

落后
“

二元经济
”

结构下的人口城市化
,

第一阶段 乡村人 口向

以中小城镇为主的转移具有决定的意义
,

现阶段的战略决策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点上
。

按照人口 迁移的
“

推—拉理论
” ,

农村富余 人 口 向城镇转移需要确定
:

农村
“

推力
” ,

从而

向外转移人 口数量
;
城镇

“

拉力
” ,

从而吸纳转入人 口数量
。

农村富余人 口 的核心是农村富余劳

动力
,

当前数量多少众说纷纭
。

1 99 4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 21 世纪人 口
、

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
,

提 出当时农村富余劳动力 1 亿多
,

2 0 0 0 年将增加到 2 亿左右
。

城镇吸纳

转入 人口数量参照 50 年城市化历史经验数据
,

可以 1 9 5 8一 1 9 7 8 年人口 城市化徘徊时期城镇

人 口年平均增长 2
.

4 %为下限
,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时期年平均增长 4
.

0 %为上限
,

而 以改

革开放近 10 年来年平均增长 2
.

8 %的相对慢一些增长速度为中值进行预测
。

其中的中位预测

如表 5 所示
。

表 5 人口 城市化预测 (中位 )的 1 9 8 8一 1 9 9 8 年城市人 口年平均增长速度
,

既是积极的
,

高

表 5 1 998 一 2 0 3 0 年人 口城市化预测 (中位 ) 万 人

年份 总人 口
城镇人 城镇人 口 城镇年自 城镇年吸

口数量 (% ) 增人 日 纳人 口

1 9 9 8 1 2 4 8 1 0 3 7 9 4 2 3 0
.

4

2 0 0 0 1 2 7 7 5 6 1 0 0 9 6 3 1
.

4 3 0 5 7 2 2

2 0 1 0 1 3 7 2 9 2 5 2 8 4 9 3 8
.

5 2 4 7 1 0 2 8

2 0 2 0 1 4 5 4 4 8 6 9 6 5 8 4 7
.

9 2 1 5 1 4 6 6

2 0 3 0 1 4 9 5 9 4 9 1 8 1 2 6 1
.

4 1 4 1 2 0 7 5

注
:

本 预 测 总人 口 根 据 U
.

N
:

W or ld P叩ul at t

on

Pr o s p e e t s ,

T h e 1 9 9 8 R e v is io n ;
城镇人 口按 1 9 8 5 一 1 9 9 8 年

平均增长 2
.

8 %外推
;

城镇年 自增人 口按 1 9 9 8一 2。。O 年

平均增长 0
.

8 %
,

2 0 0 0 一 2 0 1 0 年平均增长 0
.

6 %
,

2 0 1 0 一

2 0 2 0 年平均增长 0
.

4 %
,
2 0 2 0 一 2 0 3 0 年平均增长 0

.

2 %计

算 ; 城镇年吸纳人 口为吸纳农村转移人 口平均数
。

于 1 9 5 8一 1 9 7 8 年平均 2
.

4 %增长速度 0
.

4

个百分点
,

体现加快城市化要求
;
也是 比较

实际的
,

低于 1 9 7 8 一 1 9 9 8 年平均 4
.

0 %增

长速度 1
.

2 个百分点
,

是近 10 年城镇人口

增长速度的外推
。

只要国民经济保持一个

比较高 的正常增长速度
,

这一 目标是可以

达到的
。

如此可在 2 0 3。年达到世界人 口城

市化一般 水平
,

即用 20 年时 间消除过去

2 0 年徘徊不前造成的差距
。

当前面 临的形势和主要 困难在于
:

即

使城市具有足够 的
“

拉力
”

保证上述城市化

速度兑现
,

也远远小于农村的
“

推力
” ,

不能

解决全部或大部农村富余人 口 问题
。

前 已

叙及
,

目前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 2 亿
,

加

上老年和少年附属人 口 至少在 3 亿以上
;



上述预测近 10 年内只能吸纳 1 亿左右
,

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 的转移必须另辟蹊径
。

笔者仍

坚持以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为基本立足点
,

实行
“

三三制
” 、 “

截流
”

与
“

分流
”

相结合的一贯主张
。

即
:

第一
,

向广义农业转移 1 /3 的
“

源头截流
” 。

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栽培种植业
,

而广

义农业资源中
,

耕地仅占土地资源面积的 10 %
,

可利用草地 占 32
.

6 %
,

森林占 13
.

9 %
,

内陆水

域占 1
.

8 %
,

其余荒 山
、

荒地
、

沙漠
、

沼泽等占 4 1
.

7 %
,

具备发展林
、

牧
、

渔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

理

应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

转移农村现有 1 /3 的富余劳动力和人 口是完全可能的
。

第二
,

向乡镇企业转移 1 /3 的
“

分流
” 。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

已成为国民经济

中的一支生力军
,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当前乡镇企业面临技术改造
、

资产重组和产品更新换

代新机遇
,

如能引导适 当集中
,

既可发挥聚集效应
,

又可 以全国 1
.

91 万个镇和 2
.

64 万个乡为

据点
,

通过产业升级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

吸纳 1 /3 是做得到的
。

第三
,

向城镇转移 1 /3 的
“

分流
” 。

上述预测方案表 明
,

城镇具备这一能力
,

关键在于政策
。

中国以中小城镇吸纳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

无疑适合中国的国情
,

基本做法仍需坚持
,

仅仅注重

城市经济效益的重大轻小主张不足取
。

但是必须考虑 的
,

一是 21 世纪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

的新技术革命
,

由于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取得的新 的突破而拉开序幕
,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

来
,

大
、

中
、

小城市格局会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加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是

人 口和城市地 区分布不平衡
,

东南沿海密集
,

西北广大腹地稀疏
,

城市化方针和政策不应
“

一刀

切
” ;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地 区差距拉大

,

城市化方针和政策应当适应经济发展作 出相

应调整
。

有鉴于此
,

笔者主张在坚持原有城市化方针基础上
,

增加必要的弹性
,

适当放宽农村人

口 向城镇转移的限制
,

因地制宜地解决大
、

中
、

小城市的合理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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