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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借鉴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核心—边缘区”经济地理结构的理论成果。
作者将城市化、地区差距和西部生态环境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资本与人口流动、生产与
人口分布的视角，采用数理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首先研究了我国现阶段地区差距的形成
机理、构成、趋势以及我国生产与人口布局存在的问题，进而明确了通过发挥多中心都市区对农村剩
余人口的吸纳池功能，可以有效减少地区差距。
在此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多中心都市区的内生形成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并对多中心都市区的形成及其对
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作用进行了经验和案例研究。
本书主要结论是：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都市区尤其是东部经济较
发达的大都市区流动，促使我国大都市区实现向多中心都市区的转变，使其充分发挥人口吸纳池功能
，是减少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而且这有助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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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三个相互联
系的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三个相互联系的重大问题：地区经济差距、城市化
滞后、西部农村生态环境破坏。
1980年，中西部人均GDP按省区加权平均计算，分别相当于东部的65％和53％，到2002年，它们占东
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49％和39％。
东部和中西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集中地表现在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来看，1980年西部相当于东部的85％，2002年下降到71％，下降了14个百分点
；而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来看，在同一时期西部与东部之比由70％下降到46％，下降了24个百分点（
王小鲁、樊纲，2004）。
　　从总体上讲，我国城市化要滞后于工业化。
根据《2006年国际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到2005年为止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4％，即在全部人口中只
有2／5的人居住在城镇地区。
而“城镇地区”实际上包括全国所有的600多个城市和将近2万个镇（就是通常说的小城镇）。
镇的规模平均不到1万人，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5亿多的城镇人口中，将近2亿人住在镇上，真正的城
市人口只有3亿多。
住在镇上的居民，其基本生活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更接近于农村。
就算我们把城市人口、镇人口都加在一起，拿这个2／5的比重和世界上其他与我国基本处在同等人均
收入水平的国家比较，那么根据世界各国2005年的数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
平15个百分点。
　　我国西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也是中东部地区重要的
生态环境屏障，然而，西部生态环境破坏得十分严重。
尽管西部地区经过六年多的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工程，某些局部问题得到改善，但西部生态环境问题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主要表现在：（1）水土流失依然严峻，生态安全脆弱。
目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104.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以上，水土流失率
达15.15％。
在西部11个省区中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是宁夏，其水土流失率高达69.94％；其次是陕西，其水土流失
率高达66.87％，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3。
（2）草原退化惊人，土地荒漠化严重。
目前，西部天然草场退化十分严重，退化面积占该地区草场面积的70.7％。
西北地区草地退化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草地退化率高达97.37％，陕西为58.55％，甘肃
为45.17％。
西北及内蒙古6省区是我国荒漠化最严重地区，荒漠化总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面积
的71.7％。
（3）森林面积减少，生态功能减弱。
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锐减，仅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就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40％下降到1998年
的10％，2003年虽然提升到18.21％，但仍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比例相差10～20个百分点。
由于森林过度破坏，植被减少，裸露土地增加，裸露率由过去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的30％。
四川省泥石流发生县由20世纪50年代的76个扩大到现在的135个（梁从戒，2006）。
西部生态环境破坏也严重影响了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例如，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是西部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河沙抬高河床造成的。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加重了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和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2002年我国90％的贫困人
口和80％的贫困县集中在西部地区。
　　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滞后有着紧密的联系。
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加重了地区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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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0％集中在城镇，而乡村集
中了64％的人口。
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医疗、失业保障等）及教育等非货币因素，城乡居民之间
的真实收入差距大约为6：1（高觉民，2004）。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率分别
为54.6％、40.4％、35.7％，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是中部地区的1.4倍、西部地区的1.5倍。
我国城市人口的49.1％分布在东部地区，将近全国城市人口的一半，而全国农业人口的67.2％分布在中
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和西部各占36.2％和31.5％。
由此可见，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比重过高。
这既是构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成因，也是我国总体上城市化滞后的重要成因。
扼制和减少不断扩大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实质就是通过城市化来吸引和消
化农业人口，把数以亿计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
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城市化和减少地区经济差距本质上是一回事。
实际上，西部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部地区农业人口相对于西部土地承载力而言过多
，致使西部许多地区的农民过度用水、过度耕作、过度放牧、过度砍伐，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
穷”的恶性循环。
刘燕华等人（2001）以水、海拔、地表起伏等指数建立中国人口分布模型，据此计算的人口密度与实
际人口密度比较，发现西部地区为全国人口超载最严重的地区。
按实际人口密度与模型计算的适宜人口密度之比值排列，依次是宁夏（57.4）、贵州（12.76）、甘肃
（7.66）、青海（5.77）、云南（4.53）、四川（3.88）、陕西（3.29）。
因此，以适当的方式加快实现西部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可以促进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
　　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滞后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消费需求不足和第三
产业发展水平低。
尽管CPI在2004年开始上升了，但其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升了，而是近几年农产品生产低迷和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并传导到消费品制造业引发的。
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只有58.5％，比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低了近20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积累率在20％左右。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仍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由1980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51.9％
，最终消费贡献率由1980年的85.5％下降到2005年的36.1％（李林杰等，2007）。
消费率过低会造成居民被动地增加储蓄，进而又促使大量银行资金转化为高投资率。
因此，我国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突出，而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措施，但投资增速仍处高位。
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高达24.5％。
由于投资膨胀，而国内消费相对疲软，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进一步
加大了贸易失衡，使国际收支失衡矛盾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凸现。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起飞的初期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地区经济
差距和城乡差距（刘文斌，2002；朱国林，2002；马良华等，2003）。
严重的收入差距造成我国高收入者拥有绝大部分财富但消费倾向很低，大量人口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
费（袁志刚，2002）。
从城市化滞后的角度来看，国内消费需求低迷与我国低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密切
相关。
我国农业总人口约占60％，且大多数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
由于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低等原因，农民的消费量比城市居民小得多。
2001年，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量仅为4亿城市居民消费量的91％。
通过城市化和扩大城市就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居民，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
各国的发展经验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解决就业问题主要依靠第三产业。
然而，城市化滞后阻碍了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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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的发育和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服务市场容量作为支撑，城市规模与第三
产业就业比重正相关（刘伟德，2001）。
1995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其吸纳就业的空间正处在进一步缩小期。
如果没有新的服务需求出现，第三产业进一步吸纳就业的能力难以提高（李冠霖等，2003）。
不加快城市化，我国城乡就业压力和地区经济差距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二　现有关于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研究的主要结论及评析　　以往的研究通常是用两种方法来
研究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问题。
第一种方法使用各种统计指标及其在地区间不平等性的测算公式来做定性或定量描述。
该类研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1992年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主要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带
之间的差距，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带各自内部的经济差距并不大（王铮等，2003）。
然而，我国东部沿海12个省区地域辽阔，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欧国家。
除少数核心发达地区外，东部大多数地区，如山东的西南部，江苏的北部，浙江和广东的一些山区，
河北、辽宁、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西部地区相差并不大。
因此，仅仅考察东部与中西部两大地带之间及两大地带各自内部的差距，并不能反映我国地区经济差
距的全部现实。
此外，该类研究虽然能够增加人们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现象的来源、变化途径、变化趋势的认识，但
由于缺乏经济理论基础，它们并不能提出有效的减少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
例如，要减少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是通过采取在中西部大举投资的政策，还是采取鼓励中西部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政策？
如果采取鼓励人口流动的政策，是鼓励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的发达城市地区，还是流向东部欠发达的
农村地区？
该类研究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另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分析框
架，对影响沿海和内陆各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其优点是，能区分影响地区差距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
该类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但通过控制一些地区经济特征
变量，发现了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这一结论意味着中国各省区之间存在特征差异，它们不可能收敛到相同的稳态。
通过对有关控制变量的分析，该类研究为探寻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形成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学者们
利用不同的指标和数据研究发现，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外商投资、经济市场化程度、贸易开放程度
以及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对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起着重要作用。
其减少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是，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和完善交通通信网络，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
改善软硬投资环境，促进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从沿海流向内地（chen and Fleisher，1996；Fleisher
and Chen，1997；Hare and West，1999；Demurger，2001；魏后凯，2002；沈坤荣等，2002）。
社会各界的许多人士也认为，一旦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生态环境、制度环境、
人力资本状况等软硬投资环境，就一定可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吸引力，使大量外国资本和国内私
人资本从沿海流向内地，从而改变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减少地区经济差距。
　　然而，改善中西部的软硬投资环境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任务，而且从经济学的
学术角度而言，上述研究和观点存在两个不足之处：（1）上述研究和观点所谓“投资环境”只包括
了那些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投资影响因素，如基础设施、体制环境、市场化程度等。
但是良好的软硬投资环境并不一定导致较高的投资吸引力，因为投资环境只是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一个
影响因素，除了投资环境，地区投资吸引力还受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中间投入品成本
等多种因素制约。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例如，在地区间市场规模普遍较低因而较为平均的情况下，投资环境可能是决定地区间投资吸引力的
主要因素；而在地区间市场规模相差悬殊的条件下，决定地区间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就很可能转变
为地区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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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技术上，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跨越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这就使其隐含地假设此期间决定我国地区间投资吸引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我国地区间市场规模的差异由小变大，并且随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
的扩大，我国地区间市场规模的差异近年来已经十分悬殊。
2001年，全国最终消费为58041.76亿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52.38％、29.25％和18.38％；全
国中间品市场需求总值为67119.69亿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72.92％、17.56％和9.52％。
由于我国当前地区间经济差距和地区间市场规模同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相比，已有相当大的变化，
当前决定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同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相比也可能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
因此，用80年代和90年代的数据得出的关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吸引力的结论，对于当前地区经
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吸引力而言很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例如，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我国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软硬投资环境，而当前地
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地区市场规模，那么用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得出的“加快中西部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软硬投资环境，以提高其投资吸引力，减少地区经济差距”的结论，对于我国当前的
经济现实而言就是错误的。
因为地区投资吸引的主要决定因素变化了，即使改善了中西部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会太大程度地改
善其投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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