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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refers to European countries’ meas-
ures response to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ur research emphasize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eople’s Modernization. Sinc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especially in recent ten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become the high-in- 
come country, but the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growth will be close to the inflection point. Eco-
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re in changing. So it will change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nges, urbanization should not simply focus on citizen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but als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new urban popula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global competitive 
pressures, China has already taken two main measures: the strategy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Stra-
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ut most of times, these two are not made as comprehensive and inte-
g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eople’s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integrate urbanization and indus-
trial transformation. Maybe it can help China maintai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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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外文献研究，特别是参考欧洲国家应对经济和城市化转型的措施，从中国现阶段经济

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强调城市化过程中需注重人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是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将接近

拐点，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将会导致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

城市化就不能只是单纯将农村人口市民化，需要注重改善新城市人口的素质，注重人的现代化转变。中

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竞争压力方面，已经采取了两种主要措施：城市化战略、发展战略新兴产

业。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将两者的关系和作用做一个全面综合的整合。本文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转型

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数据，强调城市化过程中需注重人的现代化，以此整合

城市化与产业转型的关系，让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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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背景分析 

1.1. 中国城市化转型期人的现代化背景分析 

关于人的现代化对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方面，国内外已有一定的论述。 

Inkeles Alex 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Inkeles Alex, 1995)[1]

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李闽榕就对当时国际化城市建设与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的阐述

(李闽榕，1995)[2]。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近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到 2013 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3]，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此

产生了许多城市病及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建设土地供应问题(谢青，2006；邢新海，2006)[4] [5]；农民工

市民化问题(韩静雅，2002；李炳杰，2006)[6] [7]等等。因此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居住于城市的居民的现

代化问题进行了一定论述。比如在社会建设中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张佳，2004；路云辉，2012)[8] [9]，

周平华从现代传媒普及应用的角度谈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周平华，2011)[10]，在城市化进程中，基于和

谐社会建设与人的现代化间的相互关系，李阎魁给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和总结(李阎魁，2012)[11]，在中国

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及路径选择方面有几位学者也给出了一些理论概述(张新梅，2006；华芳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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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建，2012；赵桂英，2012)[12]-[15]。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一些总结，国内学者对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现

代化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但是还不太多，而且基本上集中在理论或个人观点的阐述。 

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竞争压力方面，已经采取了两种主要措施：城市化战略、发展战略

新兴产业。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将两者的关系和作用做一个全面综合的整合。 

本文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数据，强调城市

化过程中需注重人的现代化，以此整合城市化与产业转型的关系，才能让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再次改革的成功。 

1.2. 欧洲国家应对城市化转型采取的措施 

欧洲国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应对经济和城市化转型。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后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城市化

时期。当时因为战争结束，大量人口涌入或滞留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但是城

市低端就业岗位有限，也面临和中国现阶段相似的一些问题。 

所以欧洲一些国家调整了本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式，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Richard Florida 的观

点：即创新产业在决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此图使用在欧洲城市文化和娱乐产业中，

高知识劳动力(创意阶层)所占的比例来衡量其影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等于 0.2150，P-值等

于 0.1258)”(Andrea Caragliu et al., 2011)[16]。 

在 Shapiro 的研究(Shapiro, 2008)[17]中，他用严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式证明，城市人力资本不仅通

过提高生产力直接促进城市发展(按人口、工资增长、土地租金来衡量)，并间接地通过在城市基础设施方

面的建设，反过来促进创意阶层的发展。据 Shapiro 的估计，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将占多达 20%

到 30%的比例。 

ANDREA CARAGLIU 等认为“人力资本和城市财富水平的关系。根据新古典理论，人力资本水平

能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人力资本与 GDP 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正相关的。”(Andrea Caragliu et al., 2011) 

[16]。 

ANDREA CARAGLIU 等认为：“通过检查右侧的一些 4 新的欧盟会员国城市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些

新的问题。这些国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当时的教育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继承的劳动力可能仍然拥有大

量的人力资本存量，虽然个人财富的整体水平可能还没能与欧盟的老会员国相媲美。Mayer 的研究

(Mayer, 2007)[18]分析了很多在当地城市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基础下建立高技术人群的案例。同时也通过

这样的方法批驳了那些认为具有高水平研究型机构与拥有高技术人群之间具有充分必要条件关系的人。

因此欧盟的新成员国的城市可能仍不能提供一个由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向实体经济转化的健康环境，从

而难以吸引到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的工人来提高城市生产力和创造财富。”(Andrea Caragliu et al., 2011) 

[16]。 

2. 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问题 

2.1.中国人均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 

1978~2010 年，我国 GDP 年平均增长 9.9%，GDP 占世界份额的比重由 1977 年的 0.7%上升到 2001

年的 4.14%和 2010 年的 9.34%。自 2010 年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图 1。近 30 多年来，

我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以 2011 年城市化率突破 50%为标志，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占据主体地位的

时代。但是，按汇率法计算，2010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4270 为美元，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47%，

居 121 位，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的人均 GNI 为 7640 美元，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69%，居 120

位。(数据资料来源参考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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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将接近拐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 2015 年左右达到峰值，劳动力总量的增长放缓乃至减

少，将削弱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见图 2)。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上升，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的增长，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都会提高劳动力的总成本。人口结构变化对收入分配、公共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支出等公共支出规模与人口年龄分布密切相关，人

口老龄化将导致财政资源中养老支出的比例不断扩大。 

2.3.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及结构的影响 

2.3.1. 对三次产业的影响 

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我国产品低成本优势将逐步减弱，迫切需要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促

进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消耗向更多依靠效率提高转变。 

比较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化。第 1、2、3 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从 1980 年的

68.7:18.2:13.1 到 2011 年变化为：34.8:29.5:35.7(见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3]。 

2.3.2. 产业结构升级压力 

当前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不高，高技术行业增加值比重偏低，产品主要以低端为主，附加值不高。

而且产业存在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现象。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城市的劳动力人口，特别是适应高技术行业的人口将在未来达到瓶颈。而现

在因为城市化进程由农村人口变为城市居民的绝大部分人文化素质不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很好的提高市民化人口的素质。城市化简单的将非农人口市民化，特别是农

转非人口劳动力素质不高，很难满足现在向高技术产业的转型需要。 

3. 人的现代化在经济和城市化转型期的重要作用 

3.1. 中国社会经济与人口地理布局的区域特征 

201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见表 1、图 4)，国内东中西和东北各地区的人口、GDP、土地面积等社会经

济要素呈现出巨大的区域性差异特征：东部地区是人口和经济高度密集的地区，是未来城镇人口继续集

聚和大规模城乡建设的重点地区；东北地区的人口布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对均衡平稳，城镇人口

的集聚、产业的转型和空间集约化发展等均具有较大的潜力；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基础在总

体上仍较为薄弱，相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其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诉求更为强烈。 

 

 

Figure 1.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since 1978 

图 1.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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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 

Figure 2. Total population and labor population of China 

图 2. 我国的总人口和劳动力年龄段人口 

 

 

Figure 3. Employment propor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图 3. 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 

 
Table 1. Basic indicators of the regional socio-economic (2010)1 (Chaoran Xia) 

表 1. 各区域社会经济基本指标(2010)1(夏超然) 

 
年末人口 

(万人) 
(%) GDP (亿元) (%) 

土地面积 

(万平方公里) 
(%) 

人均 GDP 

(元/人) 

地均 GDP 

(万元/平方公里) 

东部地区 50663.7 38.0 232030.7 53.1 91.6 9.5 45798 2533 

东北地区 10954.9 8.2 37493.5 8.6 78.8 8.2 34225 476 

中部地区 35696.6 26.8 86109.4 19.7 102.8 10.7 24123 828 

西部地区 36069.3 27.0 81408.5 18.6 686.7 71.5 22570 119 

全国总计 134091.0 100.0 401202.0 100.0 960.0 100.0 29920 418 

 

 

1本报告所涉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具体划分为：东部 10 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和海南；中部 6 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12 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 3 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转型期中国城市化需注重人的现代化 

 

 
3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夏超然) 

Figure 4. Real GDP per capita of China in 2010 

图 4. 2010 年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示意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high-educated population (Chaoran Xia) 

图 5. 2010 年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例空间示意图(夏超然) 
 

人口社会文化结构呈现巨大的区域性差异与社会流动性特征。近年来，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主要向

东部沿海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快速集聚迁移，除北部和西北部等个别省份因受民族和边疆政策的

影响外，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量增长普遍较为缓慢。如图 5 所示，2000~2010 年的

十年间，东部地区的江苏省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由 3.92%激增至 10.81%；同期，地处西部地区的贵

州省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仅由初始的 3.93%增长为 5.29%。此外，东部地区不同省市之间的不平衡也较

为突出。如根据六普数据，2010 年北京市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为 31.50%，分别是相邻的天津市

(17.48%)和河北省(7.30%)的 1.8 倍和 4.3 倍。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口社会文化结构的区域不均

衡特征将进一步加剧，并深刻地影响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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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进出口贸易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1) 高新技术产品将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图 6 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2008 年~2009 年受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一定的下降)。但是自 2008 年之后，初级产品出口没有增长，只有高技术产品仍保持

快速增长。中国初级产品、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比重情况，如图 7 所示。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做出大的调整，并且转型，来适应当前金融危机，应对全球竞争压力。

高新技术产业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2) 高新技术产业需要高素质的城市人口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陷入了经济极度萧条的困境之中。为刺激经济发展英国采取

了使用政策工具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战略：积极为市场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调整产业结构，放松政府

规制，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力使用外资(程扬，2010)[19]。英国创意产业产值分布情况，如图 8 所

示。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技术人员，而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并

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城市人口素质没有稳定的提高。 
 

 

数据来源：2011 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 

Figure 6.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China 

图 6.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数据来源：2011 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 

Figure 7. Proportion of primary products, high-tech products in Chines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图 7. 中国初级产品、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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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2001 

Figure 8. Creative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UK 

图 8. 英国创意产业产值分布 

 

3.3. 中国城市化转型期的一些建议措施 

通过总结国内外的一些经验，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竞争压力方面，已经采取了两种主要

措施：城市化战略、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将两者间的关系做一个综合，因此以下提

供一些建议措施，以供大家讨论。 

1) “土地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型 

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薛澜，刘志林，2012)。 

因为城市内部劳动力人口减少，农村进城人口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但是需要提高这部分新增城市

人口的素质。因此城市化发展模式应该转变，从以土地开发为主导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型”。首

先是发展主体身份认定：由“排斥与隔离”转向“包容与融合”；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应该由“外延式空

间扩张”向“内涵式空间整合”转变；城市发展目标应该由“经济增长与土地开发”为主向增加“公共

服务与居民幸福感”方式转变。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培训等公共服务产品在农民向市民化过程转变过程中

的比重。 

2) 注重城市更新与城市社区重建 

参考国内外的建设经验(丁元竹，2002)[20]，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改善因为快速城市

化而导致的城市内部空间混乱局面：通过政企分开和公众广泛参与的改革，重建社区，使城市社区成为

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助及服务体系的社会组织。着力培育和发展社区非盈利性组织(NGO)。实现居民

自治组织的再造。目前，我国居委会的中心工作由于功能错位，影响了作为居民群众自治组织作用的有

效发挥，难以适应新时期社区发展需要，因而必须进行重组。发展社区经济，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政府应通过资金支持和制定社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社区经济发展。正确认识信用担保

体系的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担保方式来建立面向社区性小企业的信用体系，来重塑银企关系，

提高广大小企业的信用观念与素质，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各地区自主建立社区大学、再就业服务体系，

提升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技术水平，支持和完善该地区的产业体系。 

3) 公共服务、财政体系的改变 

建立面向不同城市主体需求、以包容性与均等化为目标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城市公共财政体

系，建立支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地方财政支出体系，针对不同属性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产品设计不

同的“中央–地方”财政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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