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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规模经历了一个史无

前例的快速扩张过程。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2》
的统计数据，1981 年全国共有城市（包括地级市与县级
市）226 个，而到了 2012 年，全国的城市（包括地级市与
县级市）个数达到了 657 个，翻了近 3 倍。我国城市化的

速度和规模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规模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城市规模的一个重

要因素，并且大部分的研究都表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

进城市规模的扩张。本文拟从城市化的角度对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做出探讨，以期对城市

规模的合理扩张提供参考意见。

一、我国城市规模扩张的现状研究

（一）城市化与城市规模

城市化和城镇化都来源于英文“urbanization”一
词，但由于中国把“城市”和“城镇”统称为广义上的“城

市”，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同一个词就有了两种译法：城

市化和城镇化，并且这两者常常混用。在中国的背景下，

虽然城市化与城镇化常常混用，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二者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城镇化

强调发展小城镇，而城市化则强调发展大城市。本文所

指的城市化概念又异于这两者，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

“市区化”。这是因为，在一些大城市，只有市区才具有完

备的基础设施，并且非农业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广

大的郊区地带，不但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且为了服务市

区，发展比较优势，占据主导地位的往往是农业产业，这

些地区与一般的乡镇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在这样的一个

城市化概念界定前提下，本文的城市规模相应也有特定

的含义。对应于“市区化”，能够衡量一个城市的城市规

模的应该是市区的规模，包含了市区的人口规模和市区

的空间规模。

（二）我国城市规模扩张的现状

图 1 显示的是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扩张规模

的变动。从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看，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

自 1981 年以来一直不断地扩张，1981 年全国总的城市

人口规模只有 1.44 亿人，2012 年则达到了 6.87 亿；从

城市的空间规模角度来看，虽然在 1995 年后经历过一

段时间的收缩，但整体而言呈不断扩张趋势。1981 年全

国总的城市面积只有 20.67 万平方公里，只占到国土面

积的 2.15%，到 2012 年已经增长到了 191.18 万平方公

里，接近国土面积的 20%。

二、我国城市规模扩张影响因素的文献述评

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影响因素问

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安虎森和邹

璇（2008）借用了 Krugman 和 Venables(1999)的城市实

际工资方程，他们的两部门模型表明，消费者多样化偏

好程度、收入中的工业品支出份额、工业品贸易成本以

及农产品贸易成本是影响最优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空间
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四个因素，其中农产品贸易成

本是关键。因此，他们提出了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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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历年城市规模

注：2006年及以后年份“城市人口”为“市区人口”，“城市面积”为“市区面积”"。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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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政策建议。何鸣和柯善咨（2009）的统一单中心城市

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收入、市内交通条件和流

动人口对以城市用地规模为衡量的城市空间规模有显

著影响，并且行政级别高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空间规模

也更大。王小鲁（2010）认为以城市集中度衡量的城市人

口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交通

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刘涛和曹广忠（2011）同

样以城市用地规模作为城市空间规模的衡量指标，他们

通过对 2005 年 626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的研究后发现，

城市人口和产业规模对城市空间规模有正向的作用；第

二、三产业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则因城市的发展阶段

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模式对城市空间规模的

影响则不显著。Black 和 Henderson（1999）、项本武、张
鸿武和王珅（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

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段瑞君（2013）的

实证研究则表明，不同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也

不同：市场规模主要在城市人口规模较小时发生作用，

知识溢出和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在中等城市人口规模

处发挥作用，公共财政支出则在城市人口规模较大时发

挥影响。

三、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假说

在上文的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构架设定下，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
如果城市规模是包含了市郊的话，从直观上讲，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必然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张，这也是以往大部

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城市规模只包含了市

区的规模，那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必然会促进城市

规模的扩张，甚至有可能会减缓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
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任何形式的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必定会向市郊延伸，这就使得市郊的交通成本大

大降低，并且市郊的租金成本远较于市区有吸引力，因

此大量的人口将会向市郊流动，从而能够有效减缓市区

人口的扩张。同样的道理，一旦市区人口规模的扩张放

缓，将有效减缓市区的空间压力，因而市区空间规模的

扩张也将放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理论假说：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减缓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规

模的扩张速度。
（二）实证研究

1.变量及指标选取。本文的主要变量是城市规模扩

张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扩张是自变量。按照

第（一）部分理论假说中对城市规模的定义，本文选取市

区人口和市区面积作为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规模

的衡量指标，并把城市规模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城市规模

扩张的指标。由于 2005 年及以前年份对“市区人口”和
“市区面积”没有相关的统计，我们以“城市人口”和“城

市面积”代替，这两个统计指标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但从具体的统计口径上来讲是比较相近的。按照《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06》的指标解释，“市区面积”是指

城市行政区域内的全部土地面积（包括水域面积）。地级

以上城市行政区不包括市辖县（市），而根据《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报 2005》的指标解释，“城市面积”是指城市

行政区域内市区的全部土地面积，包括水域面积。可见，

用“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替代“市区人口”和“市区面

积”是合适的。为了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作对比，本文还把

“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空间规模的指标。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以“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衡量。
城市规模的扩张还可能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因此我们还加入了人均 GDP，同时为了验证城市规模扩

张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着倒 U 型的关系（可以
称之为城市规模扩张的“库兹涅茨曲线”），我们加入了

人均 GDP 的二次方项。此外，我们还加入了外商直接投

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

以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人口结构则以

15-16 岁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报 1999-2005》，《中国城市建设以及统计年鉴

2006-2012》，《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00-2013》等

公开数据。
2.实证结果分析。针对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

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进行回归，并运用省份、直辖市和

自治区聚类的稳健标准差。在回归的过程中，所有数据

均使用真实值，并对非比例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其

中，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均 GDP 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

平减，外商直接投资则用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后再用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都以 1999 年为基期。回归的结果如

表 1- 表 3。

表 1 自变量为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为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聚类稳健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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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来看，基础设

施维护建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基础设施维护建

设确实能够促进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这与前文的

预测是一致的，也再次验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扩大

城市空间规模的已有研究结论。人均 GDP 项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人均 GDP 平方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我们所定义的“城市规模扩张库兹涅茨曲线”确实有

可能存在。城市规模扩张的库兹涅茨曲线背后的含义

是，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程度时，经济水平的

发展会加速该国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速度；而当一国

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程度后，经济水平的继续发展

则有可能会减缓该国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速度。即当

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程度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

是劳动力人口、固定资产投资等有形资本的扩张，因此

城市空间规模不可避免地需要大幅度地扩张；而当经

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程度之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

是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无形资本，这时城市空间规模

的扩张速度将会放缓。在加入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和人口结构在这几个控制变量后（表 1模型 3 和模型 4），

模型的基本结论没有改变，这表明模型具备相当的稳

健性。此外，产业结构也有可能影响建成区面积的扩张

速度。
当我们基于市区化定义的城市化视角对基础设施

建设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再次进行审视时，回归结果

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表 2 和表 3 中的模型 1 和模

型 2 显示，当自变量为市区人口增长率和市区面积增长

率时，基础设施维护建设的回归系数变成显著为负，这

表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减缓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空

间规模的扩张速度，前文的理论假说得到了验证。人均

GDP 项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人均 GDP 平方项回归系

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即使是对于市区人口规模和市区

空间规模，城市规模扩张的库兹涅茨曲线也是存在的。
在加入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这几个控

制变量后（表 2 和表 3中的模型 3 和模型 4），回归系数

的变化并不大（虽然表 3模型 4中的回归系数并不显
著，但方向并没有改变），这说明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稳健

性。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结构也有可能影响市区

人口规模的扩张速度。

四、结论

本文从市区化定义的城市化视角出发，发现无论是

对于城市市区人口规模还是城市市区空间规模，城市基

础设施的建设非但不会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反而

会减缓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本文还定义了所谓的城市

规模扩张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城市规模

的扩张速度会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加速；当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后，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将出现拐点；在经济发

展的后期，经济水平的继续发展反而会使得城市规模的

扩张速度逐步放缓。本文同时证实了城市规模扩张库兹

涅茨曲线的存在性。
本文的结论同时具备一定的政策含义。对于市区

人口规模和市区空间规模扩张过快的城市，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有效舒缓城市规模的扩张压

力。发达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值得借鉴，大力发展技

术创新、人力资本可以作为应对城市规模扩张压力的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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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变量为市区人口增长率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为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聚类稳健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表 3 自变量为市区面积增长率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为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聚类稳健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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