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第 6 期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 2012 年第 6 期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现代经济探讨 2012 年第 6 期2012 年第 6 期

人类历史上每次产业的大变迁都带来城市规模、
城市形态、城市分布的大变化。 在产业变动、调整的

过程中，有的城市日渐繁荣、充满生机，有的城市则昨

日黄花、逐渐没落，城市发展史总与产业变迁史相并

行。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各地区城市

发展迅速，在市场机制和中国特色的人口迁移管理环

境下， 我国产业变迁与城市增长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这些特征又如何预兆城市的未来发展？ 本文力图探

索这些问题。

一、主要文献回顾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其著作 《现代经

济增长》中提到，“各国经济增长……常伴随着人口增

长和结构的巨大变化。 在当今时代，发生了以下这些

产业结构的变化：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

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

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 即城市化过程”。 可见

城市化过程与产业变迁密不可分。 Newton 和 Manins
（1999） 将城市空间形态与特定产业发展阶段联系起

来。 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阶段，城市形态以封闭小城

镇（Town）为主，这阶段城市被称为步行城市（walking
city）；进入工业化以后，随着火车等批量交通运输工

具出现，城镇沿着主要交通线路扩张，逐渐形成了中

心城市（City）；在后工业化阶段，由于汽车等便捷交

通工具发明、使用以及城市间交通网络的建设，邻近

城 市 之 间 的 联 系 日 趋 密 切， 逐 渐 形 成 了 大 都 市 区

（Metropolis）；而在信息化阶段，快速铁路、飞 机以及

网络等新型快速运输、传送工具出现，使得人们在相

距较远的大都市之间联系也趋于频繁，城市形态演变

为巨型城市（Mega City），或称为城市群、集合城市。
我 国 学 者 段 杰、李 江 （1999）和 张 新 生 、何 建 邦

（1996） 认为， 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产业向城市集

聚，科技进步将改变城市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

变化必然引起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李诚固等（2004）
研究指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增强了城市发展能

力，而且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产业结构的升

级促进了城市化模式、城市地域形态的有序变化。 查

奇芬、张菊（2004）从 3 个方面归纳出产业结构优化对

城市经济的影响：1）降低部门间的交易费用，提高经

济效益；2）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要素配置红利，是现代

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3）技术进步通过产业结构关联

实现对城市发展的促进。 张艳等（2010）研究了城市

群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认为城市群的发展要求

产业整合，实现分工深化、相互协作、结构高度化以及

空间布局合理化等。
以上研究表明，产业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

系，但同时两者又遵循着各自特定的经济规律。 基于

现有的研究结论，本文将从产业变动与城市人口增长

的角度，探讨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二、产业变动与城市发展类型

1． 衡量产业与城市规模变动

一般而言，城市出现新兴产业时将使得城市经济

效率提高，劳动者报酬随之上升，引起人口流入，城市

产业变迁与城市发展类型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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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增长。 反之，当产业低端化时，经济效率低下，城

市对人口吸引力弱， 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缓慢甚至萎

缩。 产业的发展和变迁是导致城市规模和形态变动

的主要原因。
本文中采用 Sebastian 等人（2008）提出的产业变

动率指标来测量产业结构变动，该指标是以城市各产

业就业人口变动率和的平均值来反映产业变动情况，
计算公式为（1）式。

churnc＝
1
t

T

t ＝ 1
Σ

n

z ＝ 1
Σ e（z，c，t＋1）－e（z，c，t）

e（c，t）
（1）

另外，本文使用了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指标来反

映城市规模变动，用 growth 表示，计算公式见（2）式。
由于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就业人数存在很强的相关

性，因此城市规模变动也可由城市就业人数增减幅度

来反映。

growthc＝
1
T

T

t ＝ 1
Σ u（c，t＋1）－u（c，t）

u（c，t）
（2）

其中，c 表示城市，T 表示分析样本的时间跨度，t
表示时间点，z 为产业标识，n 为产业总数，e 为就业

人口数，u 表示城市人口；churnc 表示城市 c 的产业平

均变动率，growthc 为 c 城市人口增长率，e （z，c，t）表

示 t 时期 c 城市的 z 产业就业人数，而 u（c，t）表示 t
时期 c 城市的城市人口数量。

2． 城市发展的四种类型

产业结构变动率反映了地区或城市产业更迭情

况，这种更迭既可能是向上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可能

是向下产业衰落，这两种变迁对人口的影响不同。 产

业结构升级将带来经济效率提升， 吸引人口聚集，而

产业衰落则将导致地区或城市人口逐渐流失。根据产

业结构与城市人口变动情况，本文将城市划分为四种

类型：创新型、增长型、成熟型和保守型，定义如下：
（1）创新型城市：当城市产业变动率较大，人口增

长率也较高， 表明这类城市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经

济效率持续提升，吸引着大量人口流入，这类城市称

为“创新型城市”。
（2）增长型城市：产业变动小，但城市人口增长却

迅速，这类城市归为“增长型城市”。 由于城市产业结

构合理，产业变动较小，由于城市的产业规模、集聚经

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使得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
人口增长较快。

（3）成熟型城市：如果城市产业变动小、人口增长

缓慢，表明这类城市产业处于成熟阶段，城市经济与

人口承载达到了均衡的水平，此类城市为“成熟型城

市”。
（4）保守型城市：城市产业变动率高，但人口出现

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时，表明该城市传统产业逐渐

没落而高经济效率的新兴产业尚未崛起，城市竞争力

不足难以吸引人口，城市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人口规

模减小，这类城市定义为“保守型城市”。

三、我国地级城市结构变动及城市分类

1． 我国地级城市产业与人口的变动

基于产业变迁与城市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现对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分析。 选取 2003－2009 年①

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19 个大类行业的从业人员

数、市辖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以及各城市的市辖区

年末总人口等指标。 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的《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根据公式（1）和（2）分别计算各城市的

产业变动率、市辖区人口增长率及单位从业人员增长

率（为了较好地分析产业和城市规模变动，城市人口

变动率使用了两个指标）。
2003 年至 2009 年间，样本城市平均产业变动率

为 0．1245，平均市辖区人口增长率为 0．0206，平均从

业人员增长率为 0．0257，产业变动率约是市辖区人口

增长率的 6 倍，是单位从业人员增长率的 5 倍，其标

准差也约是后两者 2 倍。 因此，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变

动性远高于城市就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变动。
产业变动率最高的是临沧市达到 0．4918，最低的

是平顶山市 0．0374；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是漯

河市为 0．4599，而最低的是随州市为－0．1036；就业人

口增长最快的是黄冈市为 0．3340， 最低的是中卫市

为－0．1793。 城市平均产业变动率为 0．1245，中位数位

是 0．1082，表明我国城市产业变动两极分化，即大多

数城市产业更迭缓慢， 少数城市产业变动率很高，城

市产业变动向两极分化。市辖区人口变动指标平均值

约是中位数的 2 倍，同样显示了我国城市规模扩张速

度上的两级分化。
2． 我国城市发展类型

由于缺乏绝对的指标衡量产业变动及城市人口

增长的快慢，为了判断城市发展类型，本文选择了全

① 由于 2003 年行业统计口径发生变动，因此样本起始年份为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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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坐标，我国城市产业变动率平均

值为 0．1245， 市辖区人口变动率的平均值为 0．0206。
由此，将样本划分为四大类，分别对应于坐标轴的 4
个象限，如图 1。 图中横轴为产业变动率，纵轴为人口

变动率，两轴相交的原点为参照值（0．1245，0．0206）。
第Ⅰ象限表示城市的产业变动率和人口增长率

均高于样本城市平均值，属于创新型城市，结果显示

这类城市共有 30 个，占总数的 10．6％；第Ⅱ象限的城

市是产业变动率低于平均水平，而人口增长率高于平

均值，即人口增长较快，但产业发展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属于增长型城市，这类城市 40 个，占 14．1％；第Ⅲ

象限的城市是双低情况，即产业变动较缓慢、人口增

长也较缓慢的城市， 属于成熟型城市， 这类城市有

137 个，占总数的的 48．2％；第Ⅳ象限的城市产 业变

动率高于平均值，但人口增长率低于样本城市平均增

长率，属于保守型城市，这类城市有 77 个，占总城市

数量的 27．1％。

因此，以全国地级城市的平均产业结构和人口变

动水平为标准， 我国近一半的城市是成熟型城市，约

1 ／ 3 的城市是保守型城市，而创新型和增长型城市数

量之和不到总数的 1 ／ 4。 表明整体上我国城市产业结

构较合理， 产业变动较低， 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稳定。
同时，增长型和创新型城市比重偏低，这两类城市一

般是国家或地区经济未来增长点，占比较低表明我国

城市总体上缺乏新兴动力、活力不足。

四、关于我国 9 个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1． 9 个大城市结构变迁与城市类型

根据 2009 年城市人口数据，选择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广州等 9 个大城市分析其产业变动、人口增

长以及城市发展。

表 1 列出了 9 个城市人口和产业变动的主要指

标。 除了深圳外， 其他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均超过 500
万人，北京、上海、重庆超过了 1000 万人。 9 个城市中

除了重庆市，其他市的从业人员平均增长率均高于城

市人口增长率。 北京、上海两指标的相差 3 个百分点，
深圳的城市就业人口增长率高出城市人口增长率 5
个百分点。 城市从业人口增长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
显示了我国大部分大城市存在城市人口增长的张力。

同样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点，根据产业变动

率指标和人口变动率指标，对 9 个大城市进行分类，
结果如图 2。

上海和深圳作为我国最具活力的两个城市，无论

是市场主体亦或是政府行政体制，其创新水平均居全

国城市的前列，是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典型代表。
北京、广州、重庆以及南京这 4 个城市的城市规

模增长较快，考虑到户籍政策北京、广州的潜在人口

增长速度会更高。 虽然行政区域扩张导致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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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城市产业变动与人口变动

城市
总人口*

（万人）

市辖区人

口*（万人）

产业变

动率 ＃
城市人口

增长率 ＃
从业人员

增长率 ＃
北京 1755 1174．6 0．08 0．01 0．04
上海 1921 1331．7 0．13 0．01 0．04
天津 1228 802．9 0．04 0．01 0．01
重庆 2859 1542．8 0．08 0．08 0．06
广州 794．6 654．7 0．06 0．02 0．04
深圳 246．0 246．0 0．13 0．08 0．13
西安 781．7 561．6 0．07 0．02 0．02
南京 629．8 546．0 0．08 0．02 0．04
武汉 835．6 515．0 0．13 －0．05 0．00

表 1 我国主要城市人口规模与产业变动

注：*为 2009 年底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0》；＃ 为 2003－2009 年 的 平 均 值， 数 据 来 源 为 相 应 年 份 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 2 我国 9 个大城市发展类型

从业人员增长

产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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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但产业集聚经济是城市

规模扩张的本质原因。 无论是城市人口或是经济总

量这 4 个城市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是较典

型的增长型城市。
天津和西安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相对较低，经济结

构与城市资源禀赋以及人文等优势契合度高，城市人

口增长率靠近平均水平，属于成熟型城市。 由于历史

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武汉市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经济

缺乏活力，主导产业相对低端、集聚经济效率较低甚

至集聚不经济，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因此归为保守型

城市。
2． 9 个大城市产业变动分析

2003－2009 年间全国城市产业平均增长最快的

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建筑业以及金融业，而下降最

快的是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
9 个大城市中，上海增长最快的产业是：科研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下降最

快的是建筑业和批零贸易业。 北京上升最快的是租

赁和商业服务业、 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
交通仓储邮电业，下降最快的是建筑业和制造业。 广

州上升最快的产业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房地产业、
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下降最快的是批零

贸易业和建筑业。 西安上升最快的是信息传输和计

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教育业以及建筑业，下降最快的

是制造业和批零贸易业。 重庆上升最快是建筑业、租

赁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下降最快的是制造业和交

通仓储邮电业。 深圳上升最快的是制造业、租赁和商

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下降最快的

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及建筑业。 南京上升最快的

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批零贸易业、建筑业，下降最快

的是交通仓储邮电业、教育业。 武汉上升最快的是建

筑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以及制造业，下降最快的是制

造业和农林牧渔业。 天津上升最快的是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及采掘业，下降最快

的是制造业、交通仓储邮电业。
全国城市中就业比重上升最快的是商业服业，其

次是建筑业和金融业，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批发零售业

及制造业。 整体上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在不断的优化

升级，第三产业中的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而传统产

业对人口的吸引逐渐减弱，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具有

一定的优势。
在 9 个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的科

研、金融、房地产以及信息、教育等高端服务业上升较

快，而传统的批零产业、建筑、制造业等下降较快；西

安、 重庆以及深圳等城市上升较快的产业中既有金

融、信息技术以及科研等高端的服务业，也有劳动密

集型的建筑业、制造业等；南京和武汉两城市中增长

较快的产业有传统的批零业、建筑业等，下降的较快

的产业有教育和交通仓储业（南京市）。 天津产业结

构变动与其他城市有着较大的区别。
根据以上各城市产业结构变迁情况，我国 9 个大

城市中产业结构递推顺序为：上海产业结构处于 9 个

大城市中最高端，其次是北京、天津，再次是广州、西

安，接下来是重庆、深圳、南京和武汉，详见图 3。

3． 我国 9 个大城市发展潜力分析

根据产业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以及 9 个大城

市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分析这些城市的发展潜力。
（1）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人口规模增长速度

均较高，并且其产业调整主要发生于第三产业内部，
即由传统的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向高端的金融、研发等

产业变迁。 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型城市，城市发展

蕴含着巨大的活力和能量。
虽然从产业变动以及人口增长情况判断深圳属

于创新型城市，但产业变迁方向分析表明，制造业仍

是深圳的强势产业，二产就业比重较高（2010 年深圳

市市辖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 54．82％， 第三产业就

业比重为 45．07％）。 因此，深圳市第二产业尤其是制

造业优势仍在强化，同时第三产业也正在崛起，深圳

整体上处于由二产向三产过渡发展阶段。
（2）北京和广州的人口增长较快，但产业结构调

整总体上相对较慢，归为增长型城市。 其产业变动显

示出这两个城市也处于第三产业内部优化阶段，即由

传统的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发展，但产业结构相比于

上海仍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随着产业内、外的集聚

产业结构

天津

上海

北京

广州、西安

重庆、深圳
南京、武汉

产业结构升级

图 3 我国 9 个大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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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的发挥，产业升级、城市经济效益提高，北京

和广州的就业人口将进一步增加，城市规模有着强劲

的扩张冲动。
同属于增长型城市的还有重庆和南京，但城市产

业结构变动情况表明这两个城市处于二产向三产过

渡阶段。 虽然三产中的金融和商服业快速发展，但整

体上二产比重较高， 产业结构的高度上低于上海、北

京和广州。 因此，按照现有分析判断，南京和重庆发

展潜力将位于北京、广州之后。
（3）西安和天津的人口增长和产业变动率均相对

较低，属于成熟型城市。 产业结构变动分析表明西安

的第三产业正在快速崛起，而传统制造业和批零服务

业对人口的吸引力在逐渐散失。 2010 年西安市辖区

第 二 产 业 就 业 比 重 为 40．62％ ， 而 三 产 达 到 了

59．28％。 西安的发展优势正在孕育和凸显之中。 相对

其他大城市天津更具有综合性， 既有消费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也有资源性产业的扩张。
总体上，天津综合实力在不断强化，但主导产业优势

不明显。
（4）武汉产业结构变动快，但人口增长相对较慢，

是 9 个大城市中唯一归于保守型的城市。 从产业变

动方向看武汉上升较快的产业是建筑业、仓储以及批

零等产业，而下降最快的是制造业和第一产业。 武汉

第二产业相对优势散失的同时 （2010 年武汉第二产

业就业比重 43．58％）， 发展较快的是传统服务业，高

端服务未能快速崛起。 因此，产业升级将是武汉城市

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五、结论与启示

城市发展最基础动力是产业，产业变动趋势决定

了城市发展潜力， 在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城

市得以繁荣和壮大。
基于产业变动与城市人口增长两个维度对我国

城市进行分析，可看出总体上我国城市“两头小，中间

大”，保守型城市和创新、增长型城市数量比重小，成

熟型城市占比大。 我国近一半的城市属于成熟型，产

业变迁较缓慢，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也较慢；增长型和

创新型城市比重偏低，城市活力、竞争力略显不足。
大城市的分析表明，上海是 9 个大城市中竞争力

最强的城市，其次是北京和广州。 这几个城市第二产

业、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正逐渐下滑，代之的是高端

服务业迅速增长，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促进了城市人口

的快速增长。 其后是深圳、天津、南京、重庆以及西安

等城市， 这些城市中第二产业仍占有较高的就业比

重，但第三产业中的高端产业正在孕育和崛起，城市

集聚经济明显，城市发展较快。 在 9 个大城市中，无

论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或者是产业变动方向上，武汉

均显示出相对劣势的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将是武汉

市发展面临的重要命题。
当前，我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形

态逐渐由单个城市扩张向都市圈、 城市群整体发展

转变。 在这过程中，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将对都市圈、
城市群整体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一方面

需加强我国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 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同时也应避免各城市盲目推进产业高度化，发展

高端产业。 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强化区域城市

的产业、城市功能协作分工，促进区域城市分布结构

合理化，实现区域整体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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