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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探析 2003—2014 年中国中小规模城市对于地区增长的重要贡献。结合专业化理论，在确

定城市分析单元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功能的经济分类，进而提出了城市等级指数。对城市等级、城市规模与地

区差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功能专业化通过替代城市规模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等

级与城市人口规模积极相关，一些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不一致，特别是在中小规模城市中更为突出，城市等

级呈现高度的空间异质性。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小规模城市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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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样受到关注［1］。中国地区差距的

不断扩大引发的极地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中小城市规模空心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等负面问

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2］。已有文献在探讨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于政府干预［3］、经济

增长［4 － 6］、产业结构失衡和空间集聚［7］、产业转型升级［8］、市场一体化程度和企业异质性［9］、技术能力匹配

和劳动力流动［1］、地区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10 － 12］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区差距增大的同时，中

国也经历着城市等级体系的演进历程。

国外学者对城市的研究更多地从等级层次理论向网络理论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网络结构理论的

出现得到广泛讨论，且集中于城市及其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定性变化的研究［13 － 16］。这些研究表明，城市网络

对都市区的塑造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国内对于促进城市专业化或多样化发展以加快城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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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路径存在争执，而这种争执多是以社会福利和规模经济为判断标准［17］。事实上，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同

样可能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就中小城市网络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出了有益的实证结

论［18 － 19］。然而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城市化进程中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

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分布的问题［20］。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城市等级是如何影响地区差距的? 中国中小

城市规模变动对地区差距变动有多大贡献? 过去的文献缺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中国目前对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关于城市等级与中国地区差距关系的研究

不足，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关于城市等级、中小城市规模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的研究更

是罕见。因此，本文将结合专业化理论对城市功能进行分类，观察中国城市等级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实证检

验城市等级、中小城市规模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城市等级测度

( 一) 城市功能分类与城市等级确定

第一，城市分析单元界定。已有相关研究对城市分析单元的划分集中于地理维度、经济维度、功能质量

和多样性、居住紧凑程度等，其中，居住紧凑程度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取性仍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指标［19］，同时，

中国各个城市仍存在单中心和多中心形态难以识别的问题，因而不考虑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分析单元。国外

城市分析单元一般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①②，本文借鉴这一思想，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地级及

以上城市市辖区作为城市分析单元，同时考虑地级及以上城市非市辖区作为非城市分析单元。

第二，在界定城市分析单元后，对城市功能进行识别。城市功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现有城市等

级划分是根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的，忽略了城市功能这一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因此将城市功能作为城市

等级测度指标之一是非常有必要的。已有相关研究对城市功能划分进行了分析，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识别

和选择城市功能的方法。本文从本地专业化角度出发，借鉴巴德等( Bade et al．，2014 ) 的相关研究［21］，用就

业人数来度量功能专业化水平。生产功能方面，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等活动。服务功能方面，考虑独特的或高度专业化的城市服务供给，如物流、信息、金融、高等教育、

科学研究、商务和文化等。城市功能划分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目前中国城市在金融、教育、公共设施管

理、卫生和社会保障、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较为突出。

第三，城市功能专业化和多样化确定。借鉴雅各布斯( Jacobs，1970) ［22］的观点，从多样化角度识别城市

功能。借鉴魏守华等( 2015) ［23］的研究，城市专业化水平采用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进行测

度，城市多样化水平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进行测度。其中，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 GB / 4754—2011)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六个行业。同时，引入

城市人均就业数量和城市人均产值两项经济绩效指标，为城市等级的识别和分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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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外对城市功能区域划分范围小且积累了多年的统计数据，如欧洲空间规划采用的识别方法是将分析单元定义为总居住人口不低于

50 000 人且中心居住人口不低于 15 000 人的地区。国内在较为微观区域范围的划分及其数据统计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故采取地级及以上

城市数据展开研究。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可比性等因素，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4—2015 ) 》中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3—

2014 年的相关数据。拉萨市、中卫市和陇南市由于数据不全暂不考虑。2011 年转为地级市的铜仁市和毕节市、2011 年被撤销的巢湖市以及

2013 年新增的三沙市及海东市也暂不考虑。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年第 11 期) Ｒ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 11，2017)

第四，城市等级确定。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城市功能、城市功能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经济绩效指标进行

主成分分析以获取城市等级分类，即城市等级指数。各解释变量、主成分关系、每一变量的最终结果及贡献

值如表 2 所示。

表 1 基于城市分析单元的中国城市功能分类( 2014 年)

城市功能

标准化非城市

分析单元

专业化指数

标准化城市

分析单元

专业化指数

城市分析单元与

非城市分析单元

专业化指数的比值

生产功能

采矿业 0． 065 0． 052 0． 805

制造业 0． 068 0． 064 0． 94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 060 0． 068 1． 137

建筑业 0． 058 0． 071 1． 232

物流服务功能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 075 0． 065 0． 868

信息服务功能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 075 0． 070 0． 933

金融服务功能

金融业 0． 067 0． 069 1． 025

研发和教育服务功能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0． 076 0． 064 0． 839

教育 0． 055 0． 074 1． 336

个人健康服务功能

房地产 0． 084 0． 062 0． 73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 075 0． 063 0． 83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 060 0． 068 1． 13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0． 071 0． 065 0． 915

其他专业化服务功能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 058 0． 069 1． 184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0． 053 0． 076 1． 428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

( 二) 城市等级的空间分布

根据初始值和主成分要素权重计

算得到各个城市等级指数并加以标准

化，进而将其分为非常低、低、中等和

高四个等级。中国城市等级在空间上

整体呈现出城市等级高的城市分析单

元分布零散和稀少，城市等级中等的

城市分析单元次之并形成低关联的组

团，城市等级低和非常低的城市分析

单元围绕城市等级高的城市分析单元

分布的特征。就空间异质性而言，高

城市等级的城市分析单元集中于京津

冀、辽中南、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等地区。

对中国城市等级按照东北、东部、

中部和西部区域进行划分，可知中国

城市分析单元的城市等级存在高度的

空间异质性。这与中国城市人口和经

济活动的分布积极相关。由表 3 可

知，东部地区城市呈现更高的城市等

级，东北地区次之，中、西部地区呈现

相对较低的城市等级。这可能是由于

东部地区以高水平城市功能、高经济

绩效和多样化经济结构为特征，而中、

西部地区不仅城市功能相对落后，而

且在经济发展水平( 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测度得到) 和人口数量方面仍面临一定的制约和挑战。特别地，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虽然近年来东北地区在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处于劣势，但其因长久以来特

大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其城市等级呈现较高

的水平。

表 2 主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特征值 方差% 累计方差% 变量 主成分相关系数 主成分要素权重

1 2． 863 57． 268 57． 268 城市人均产值 0． 803 0． 357

2 1． 170 23． 397 80． 665 城市人均就业数量 0． 852 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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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成分 特征值 方差% 累计方差% 变量 主成分相关系数 主成分要素权重

3 0． 489 9． 772 90． 437 城市专业化水平 0． 696 0． 474

4 0． 301 6． 012 96． 449 城市多样化水平 0． 856 0． 177

5 0． 178 3． 551 100． 000 城市功能 0． 826 0． 343

资料来源: 笔者采用软件 SPSS 18． 0 整理得到。

表 3 区域中小城市人口、城市等级指数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 2014 年)

区域划分
人口数量

( 万人)

城市等级

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

( % )

东北 4 136． 600 0． 956 5． 264

东部 17 647． 000 1． 366 21． 935

中部 8 991． 300 0． 804 10． 078

西部 8 727． 700 0． 825 10． 916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

很明显，城市等级指数与城市分析单元的人口规

模积极相关。然而，也有一些中小规模城市的城市等

级却具有相对较高的指数。表 4 描述了城市功能、城

市经济绩效、城市生产功能的专业化指数、城市文化

功能的专业化指数和城市等级指数，并列出了根据等

级指数排名的前 3 名和后 3 名城市。就中小规模城

市而言，可见一些中小城市的城市等级指数相对较

高。如东部地区的东营，这是由于东营区位优势明

显，促进了其生产和文化交流，提升了其城市等级。

而一些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地区却可能存在低的城市等级指数，如中部地区的郑州，这是由于其侧重于关注

生产功能和城市经济绩效，而在加强文化功能方面则较弱，降低了其城市等级。

表 4 中国城市等级( 2014 年) ①

城市类型( 人口规模等级) 城市名称 城市功能 城市经济绩效 生产功能指数 文化功能指数 城市等级指数

巨大城市 ＞ 1 000 万 上海市 16． 73 6． 99 0． 34 0． 38 2． 22

广州市 7． 19 13． 58 0． 29 0． 33 2． 93

北京市 8． 30 9． 06 0． 14 0． 45 2． 19

特大城市 500 万 ～ 1 000 万 前 3 名 深圳市 20． 48 11． 97 0． 56 0． 20 6． 65

苏州市 7． 82 9． 47 0． 64 0． 15 2． 83

佛山市 9． 80 6． 01 0． 71 0． 08 2． 61

后 3 名 哈尔滨市 2． 06 7． 69 0． 23 0． 30 0． 97

郑州市 3． 91 18． 63 0． 34 0． 16 0． 92

汕头市 1． 56 9． 90 0． 33 0． 10 0． 41

大城市 100 万 ～ 500 万 前 3 名 东莞市 15． 71 9． 58 0． 81 0． 06 4． 13

大庆市 0． 53 1． 85 0． 13 0． 19 3． 78

包头市 1． 28 5． 65 0． 41 0． 15 2． 87

后 3 名 亳州市 0． 16 9． 40 0． 23 0． 21 0． 23

阜阳市 0． 20 3． 23 0． 17 0． 18 0． 23

巴中市 0． 14 3． 67 0． 12 0． 14 0． 15

52

① 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的分类标准，将研究用的 283 个城市依据其全市总人口数( 城区常住人口) 分为巨大城市

( 1 000 万以上) 、特大城市( 500 万 ～ 1 000 万人) 、大城市( 100 万 ～ 500 万人) 、中等城市( 50 万 ～ 100 万人) 和小城市( 50 万人以下) 五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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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城市类型( 人口规模等级) 城市名称 城市功能 城市经济绩效 生产功能指数 文化功能指数 城市等级指数

中等城市 50 万 ～ 100 万 前 3 名 东营市 0． 37 5． 59 0． 12 0． 17 3． 38

盘锦市 0． 29 5． 47 0． 13 0． 15 1． 85

十堰市 1． 26 12． 98 0． 41 0． 10 1． 721． 51

后 3 名 安顺市 0． 18 19． 71 0． 24 0． 18 0． 27

保山市 0． 09 12． 65 0． 10 0． 12 0． 26

绥化市 0． 07 12． 96 0． 29 0． 10 0． 18

小城市 ＜ 50 万 前 3 名 鄂尔多斯市 0． 08 3． 52 0． 16 0． 15 4． 64

克拉玛依市 0． 25 5． 23 0． 18 0． 11 3． 19

玉溪市 0． 33 3． 67 0． 28 0． 15 1． 93

后 3 名 固原市 0． 00 14． 97 0． 01 0． 21 0． 24

黑河市 0． 01 6． 54 0． 03 0． 38 0． 18

定西市 0． 03 17． 12 0． 05 0． 17 0． 16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

三、城市等级与地区差距

在确定城市等级的基础上，结合城市规模，对 2003—2014 年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小规模城市在地区经济

发展中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或经济绩效可用城市就业增长来表示［24 － 25］，且

就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投资息息相关。人口和就业集聚增长、公共基础设施完善表明城市拥有更

好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更好生活质量的吸引力，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26］。因此，考虑用地区就业增长差

异情况衡量地区差距。接下来首先分析地区差距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其次探析地区差距与城市等级之

间的关系。其中，均考虑了空间异质性的交叉影响。

( 一) 地区差距与城市规模

2003—2014 年，中国城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增长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表 5 表明，2003—2014 年，中国城

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平均增长率为 81． 0%，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431． 1%，本地企业数量平均增长率为

116． 9%。中小规模城市就业平均增长率合计为 122． 8%，略高于大规模城市就业平均增长率 108． 3% ; 中小

规模企业数平均增长率合计为 208． 6%，也大于大城市企业数平均增长率 144． 5%。

表 5 考虑城市规模的城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地区生产总值和本地企业数量增长率及贡献率 %

就业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地区生产总值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本地企业数量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巨大城市 67． 1 16． 0 342． 7 16． 8 － 9． 6 － 2． 4

特大城市 121． 2 28． 9 379． 7 18． 6 60． 0 14． 9

大城市 108． 3 25． 8 444． 7 21． 8 144． 5 35． 8

中等城市 52． 0 12． 4 413． 3 20． 2 107． 6 26． 7

小城市 70． 8 16． 9 463． 7 22． 7 101． 0 25． 0

合计 81． 0 100． 0 431． 1 100． 0 116． 9 100． 0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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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表明就业增长呈现高度的空间异质性，这与现有的地区经济差距现象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呈现较

高的就业增长率，为 142． 1%，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中，就业增长率分别为 60． 4% 和 63． 7%，东北地区

最低，为 19． 2%。
表 6 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城市分析单元就业增长率的均值和方差

区域划分 平均值( % ) 标准化方差 最大值( % ) 最小值( % )

东北 19． 2 0． 296 79． 3 － 36． 5

东部 142． 1 1． 991 1306． 7 － 5． 6

中部 60． 4 0． 715 403． 1 － 61． 8

西部 63． 7 0． 690 365． 1 － 79． 6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同步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对地区就业增长率的影响，表 7 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空间异

质性的存在。东部地区呈现出高的就业增长率，主要以大城市经济绩效为主要特征，中西部地区以小规模

城市经济绩效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则以特大规模城市经济绩效为主要特征。

表 7 考虑城市规模与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的城市分析单元的就业增长率 %

区域划分 巨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东北 — 28． 9 18． 0 16． 9 21． 1

东部 67． 1 146． 5 193． 0 73． 0 70． 6

中部 — 63． 0 63． 2 50． 9 79． 5

西部 — 421． 8 49． 1 54． 2 75． 9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图片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绘制得到。

图 1 中国城市分析单元的城市等级( X 轴) 和就业增长率( Y 轴) 的散点图

( 二) 地区差距与城市等级

在分析地区差距与城市规模的基

础上，对地区差距与城市等级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图 1 为城市等级与就业

增长率的散点图。由图 1 可知，城市等

级与城市就业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明显

的线性关系。然而，考虑城市规模时，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等级与城市

就业增长率之间似乎呈现正向关系; 中

等和小规模城市二者之间似乎有着负

向的关系。

表 8 表明，城市等级与城市绩效之

间的关系与城市规模积极相关。拥有

高城市等级的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

城市与高就业增长率相关，拥有高城市

等级的中小城市则有较低的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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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除非常低等级外，相同城市等级的中等城市与低就业增长率相关。

表 8 考虑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交叉作用的就业增长率 %

城市规模

巨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合计

城市等级 非常低［0． 0，0． 5) — 91． 5 63． 8 54． 8 46． 0 57． 3

低［0． 5，1． 0) — 40． 1 89． 9 48． 0 81． 9 70． 7

中等［1． 0，2． 0) — 140． 8 129． 1 49． 5 73． 2 93． 4

高［2． 0，∞ ) 67． 1 285． 8 220． 0 31． 6 38． 7 209． 8

合计 67． 1 193． 5 108． 3 49． 3 67． 7 81． 0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同步考虑城市等级和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表 9 的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呈现出高

度的空间异质性; 同时，在空间异质性固定的情况下，城市等级与地区就业增长率正向相关。城市等级非常

低时，就业增长率为 57． 3% ; 城市等级低时，就业增长率为 70． 7% ; 城市等级中等时，就业增长率为 90． 2% ;

城市等级高时，就业增长率为 163． 7%。

表 9 考虑城市等级和空间异质性交叉作用的就业增长率 %

城市等级指数 UＲI

非常低［0． 0，0． 5) 低［0． 5，1． 0) 中等［1． 0，2． 0) 高［2． 0，∞ )

东北 2． 4 16． 0 36． 2 34． 0

东部 123． 6 118． 0 125． 1 220． 4

中部 67． 8 53． 5 64． 0 49． 4

西部 52． 6 66． 6 81． 3 30． 5

合计 57． 3 70． 7 90． 2 163． 7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特别地对比分析了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的中小规模城市和巨大、特大和大城市的城市个数和就

业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表 10 的数据表明，就西部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而言，其城市等级与高就业增长积极相

关，中部地区次之，而东北地区则无关系。由此可见，中小规模城市与空间异质性积极相关。

表 10 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的城市个数( 个)、就业增长率( %) 及其贡献率( %)

区域划分
小城市和中等城市

城市个数 就业增长率 贡献率

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

城市个数 就业增长率 贡献率

东北 25 17． 9 8． 4 9 22． 9 8． 5

东部 30 72． 4 34． 0 82 124． 3 46． 1

中部 48 58． 6 27． 5 32 63． 5 23． 6

西部 50 64． 2 30． 1 33 59． 0 21． 9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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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旨在探究中小规模城市在中国地区增长中的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界定了城市分析单元，

其次结合地区专业化理论对城市功能进行分类，进而提出了城市等级指数，最后通过对城市等级、城市规模

和地区差距之间关系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城市功能专业化通过替代城市规模而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等级的高低不

仅取决于城市功能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以及城市经济绩效，而且取决于城市功能在塑造城市发展动力中的

作用。从缩小地区差距的角度看，增强城市各项生产和服务集聚带动功能，发挥中小规模城市增长极作用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方向。

第二，城市等级与城市人口规模积极相关。就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而言，城市增长可由就业增长来阐

释。目前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拥有高的就业增长率，中等规模城市次之，而小规模城市则拥有较低的就业增

长率。从缩小地区差距的角度看，控制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促进中小规模城市发展是应有

的政策方向。

第三，一些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在中小规模城市中更为突出。中小规模城

市以提供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城市服务功能为特征，使其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从缩小地

区差距的角度看，高等级城市应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城市化经济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中小规模

城市应当积极承接国家和政府相关政策规划，促进产业集聚和现代服务业专业化发展。

第四，城市等级呈现出高度的空间异质性。当不考虑空间异质性时，高等级城市拥有高的就业增长率。

当同时考虑城市规模和空间异质性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东部地区起着重要作用，而中小城市在中西部

地区则拥有较高的就业增长率。这暗示合理引导产业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向中小规模城市转移是缩小地

区差距可实施的手段。

第五，通过本文的探索性分析，似乎并没有发现中国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但最优规模的实现取决于地

理、经济结构、城市服务和便利设施等要素的提供。这些要素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决定了城市

化发展阶段以及城市增长的地理边界。从政策角度看，应积极发挥中小城市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中的贡

献，促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同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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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Grade and Ｒ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ssessing the Ｒol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Ｒegional Growth in China

WU Yongjie，ZHANG Meiqing

(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2003 to 2014． After defining the city unit，this paper provides an taxonomy of

city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ization theory and then provides the city grade index． It is found that city

function speci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alternative city s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grade and city population scale is positive，the size of some cities does not match the

grade，especially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and city grade presents high degree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Finally，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reducing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Keywords: regional inequality; city grade; city siz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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