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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化为前提的初期城市发展史

及我国当代城市化道路选择

熊 建 林

(西昌农垦有限公司
,

四川 西 昌 6一5 0 2 5 )

【摘 要】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新中国建立初期实施的重工 业优先发展

战略
,

使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
、

发展方向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转变
,

为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新的

历史基础
。

而当代我国城市道路化应跳出旧有模式
,

结合我国区域差异大的特性
,

坚持农村城市化与城市 内

涵化共同发展的战略
,

构建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相协调的
、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

可持续的多元化城币化

道路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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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

中国工业城市的形成

19 49 年 10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具有

重大的历史意义
,

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

重大转折点 (罗兹曼 2 0 03
: 6 )

。
19 52 年底

,

中央政府

仿效
“

苏联模式
”

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

并以

大中城市为中心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化

建设
。

这一战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
,

而且为新中国工业城市的形成及发展

开辟了新的方向和路径
。

1
.

以城市为基地的孟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全面展

开

19 5 3 年开始实施的
“

一五
”

计划
,

规定了重工

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建设是五年内国民经济建设的

主体
,

其重点是要
“

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
、

煤矿工业

和石油工业 ; 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
、

有色

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 ; 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

机床
、

发电设备
、

冶金设备
、

采矿设备和汽车
、

拖拉

机
、

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 ; 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

大工业 的物资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

貌
”

(中央文献 1 9 9 3 : 4 10 一 4 1 1 )
。

中央政府根据区域均衡发展
、

重点发展内地工

业及充分考虑国防安全等项 目建设原则
,

推行以首

都
、

内地省会城市
、

资源丰富地区城市为主要空间载

体的工业建设 (薄一波 19 91 :
29 7)

。

“

一五
”

期间
,

156 项中实际施工的为 巧O 项
。

宏

观上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薄

一波 19 9 1 : 2 9 8 )
。

从当时的沿海与内地划分
,

一5 6 项

苏援项 目中
,

内地安排了 1 18 项
,

约占全部项 目的

79 %
,

沿海地区只占约 2 1%
。

根据
“

联合选厂
、

相互

协作
、

成组布局
”

的原则
,

156 项主要布置在中西部

的大中城市
。

1 9 54 年
,

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了
“

一五
”

计划 6 94

项建设项 目的厂址方案
。

这些项 目大体上分布在 91

个城市
、

1 16 工人镇
。

其中有 65 % 的项 目分布在京广

铁路以西的 45 个城市和 61 个工人镇 ; 35 % 的项 目

分布在京广铁路以东及东北地区的 46 个城市和 55

个工人镇 (曹洪涛 19 90
:

48 )
。

这种项 目布置不仅从

根本上调整了工业建设的空间布局
,

同时也为中国

城市特别是内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奠定 了基础
。

通过
“

巧 6’’ 项 目的布局
,

我国工业建设的重点

转移到了内地
。

先后形成了 8 大
_

L业区
: 以沈阳

、

鞍

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 ; 以京
、

津
、

唐为中心的华

北工业区 ; 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工业区 ; 以武汉为

中心的湖北工业区 ; 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注工业

区 ; 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 ; 以兰州为中心的

甘肃工业区 ;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等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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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改变了旧 中国工业密集于东部沿海的状况 (董

辅扔 19 99
:2 9。 )

。

旧工业区的大规模改扩建与新工业

基地的产生及发展
,

在空间上就为新中国工业城市

的形成
、

发展与演变建立了较为充分的前提条件
。

2
.

,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工业城市的兴起及发展

的新特点

历史的经验证明
,

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

体
,

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相伴而行
。

为了推动重

工业的发展
,

城市的建设随之进人快速发展时期
。

新中国的工业与城市也进入了一个较为协调的良性

互动新时期
。

这期间
,

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和

服务于国民经济事业全面发展的需要
,

在 中央政府

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方针
、

政策的主

导下
,

全国新建了 6 个城市
,

大规模扩建了 20 个城

市
,

一般扩建了 74 个城市
。

由于在城市建设工作中
,

执行了
“

为工业化
、

为

生产
、

为劳动人民服务
”

和
“

重点建设
,

稳步前进
”

的

方针
,

全国城市建设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
。

许多过

去是消费性的城市正在逐步改建成生产性的城市 ;

许多旧工业城市得到根本性的改造 ; 许多新工业城

市已经建立起来 ;很多原有城市得到了发展 ;不少农

村已经形成新的城市或工人镇 ; 辽阔的国土上诞生

了 8 大工业区和一大批工业城市
。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

在中国初

步形成了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
,

尤其是重型工业

城市及综合性工业城市的成批出现
,

初步奠定 了中

国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发展的基础
。

以重工业为主体

的不同类型工业城市的兴起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的

发展方向
。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重点建设城市等方针政策

的共同作用下
,

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职能
、

城市数

量
、

城市规模和城市人 口的迅速增长
,

工业城市的区

域分布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

新中国工业城市的形成

与发展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特点
。

( l) 城市职能的经济化

城市职能指城市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承担的任

务和作用
。

从总体上看
,

新中国前夕
,

中国城市经济

功能很弱小
,

消费性城市占居主导地位
。

新中国建

立以来
,

一方面
,

繁重快速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沿用

历史上行政中心替代经济中心的国家经济管理体

制
, “

一五
”

时期又建立起新的计划经济体制
,

这就使

得中国各级行政中心城市的政治职能得到强化的同

时
,

其经济职能也继续获得进一步的加强
。

新的政

治经济职能以及 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设生产性

工业城市的系列政策的共同驱动
,

行政中心城市获

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

迅速地实现了由消费城市向

生产城市的职能转变
。

这类城市职能转变
,

在省会

城市和部分重要的大中城市的改造
、

建设过程中尤

其明显
,

许多行政中心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多功能的

综合性工业城市
。

另一方面
,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重

点始终放在能源
、

原材料
、

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上
,

涌

现了一大批工业
、

矿业
、

工矿城市
,

并成为中国城市

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2 ) 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化

城市数量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城市化水平快速推

进的重要表现
。

1 9 4 9 年全国设市级城市 136 个
。

经

过恢复时期的改造和建设之后
,

1 9 52 年全国设市城

市已发展到 16 0 个
,

比 19 4 9 年增加 24 个
,

平均每年

增长 5
.

9%
。

经过
“

一五
”

时期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
,

到 19 5 7 年全国设市级城市已有 17 6 个
,

比 1 9 5 2 年

增加 16 个
,

五年间平均每年增长 2 %
。

8 年来城市总

数增加了 4 0 个
,

平均每年增加 5 个
,

平均每年增长

3
.

7% (顾朝林 19 9 6 : 16 7 一 17 0 )
。

城市人 口 的迅速增加又是这一时期城市化水平

快速推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

经过 19 49
一 19 52 年的

三年经济恢复
,

到 1 9 52 年底
,

市镇总人口达 7 163 万

人
,

城 市化 水 平 由 19 49 年 的 10
.

6% 上 升 到

12
.

5 %
。

由于
“
一五

”

计划的实施和超额完成
、

以及

推行城市对农村开放
、

积极吸收农民进人城市和工

厂矿 区就业等政策
,

大大推动了城市与城市化的健

康发展
。

这一时期新建和改扩建了 100 座城市
。

到

19 5 7 年底
,

全国设市的城市达到 176 个
,

城市人 口

达到 69 02 万人
,

加上县镇人 口共有城镇人 口 99 49

万人
,

比 19 5 2 年增加 2 7 8 6 万人
,

增加了 3 8
.

9% ;城

市化水平由 19 4 9 年的 10
.

6 %
,

增加到 19 5 2 年的

12
.

5 %
,

再增加至 19 57 年的 巧
.

4 %
,

平均每年增长

近 0
.

6 个百分点 (曹洪涛 19 90
:

65
一 6 6 )

。

这一高速

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
,

而且也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城市化的速度
。

( 3) 大中城市规模膨胀化

这一 阶段
,

全国城市人 口增长迅速
。

如果 以

19 4 9 年全国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为 1 00
.

0
,

到 1 9 57

年全国城市人 口规模增长率平均达 14 2
.

;2 省会城

市人口增长最快
,

以 1 94 9 年全国省会城市人 口规模

增长率为 10 0
.

0
,

到 19 5 7 年全国省会城市人 口规模

增长率平均则达 2 17
.

2 (顾朝林 19 9 6 : 19 3 一 9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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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7 年全国 34 个 50 万人 口以上的大城市中
,

省会

城市有 19 个
,

占 50 % 以上 ; 其中百万人 口 以上的省

会城市有 9 个
,

占特大城市总数的 64 %
。

可见
,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
,

特

大城市
、

大城市获得了优先发展
,

甚至超前发展 ; 中

等城市发展最快 ;小城市发展却相当缓慢
,

甚至出现

了相对衰退的局面
。

这一时期城市规模变化的特点

是
:
大

、

中城市增长速度快于小城市 ; 中等城市变为

大城市的所占比重最大 ; 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的

所占比重最低
。

( 4 ) 城市区域分布趋向均衡化

由于历史原因
,

旧 中国城市区域分布极端畸

形
。

据统计
,

19 47 年 67 个城市中
,

有 54 % 分布在沿

海省区
,

其中 12 个院辖市有 8 个分布在沿海省区
,

占 6 7%
,

5 5 个省辖市 50 % 以上分布在沿海省区
。

“

一五
”

时期
,

工业化的区域指向决定了城市发展

的区域分布
。

到 19 57 年
,

全国 176 个设市城市中
,

东

部地区 73 个
,

中部地区 73 个
,

西部地区 so 个
,

分别

占全国城市的比重为 41
.

5 %
、

41
.

5%
、

17 %
。

三大区

域间的城市 比例由 19 5 2 年的 2
.

3 : 2
.

1 : 1 转变为

1 9 5 7 年的 2
.

4 : 2
.

4 : 1
。

五年来
,

中部地区城市发展

最快
,

城市数从 62 增加到 73 个
,

增长了 18 %
,

城市

比重上升了 2
.

6 个百分点 ; 西部地区城市比重较之

1 94 9 年则上升了 7
.

4 个百分点
。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

工业化建设推动了新中国城市布局逐渐向均衡方向

发展
。

综上所述
, “

一五
”

时期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
,

使

中国工业城市的生长机制
、

类型结构
、

地域结构
、

职

东中西部城市比重表

地地区区 19 4 9
·

年年 19 5 2 年年 19 5 7 年年

城城城市个数数 占城市市 城市个数数 占城市市 城市个数数 占城市市

总总总总个数%%%%% 总个数%%%%% 总个数%%%

东东部部 6 999 5 0
.

444 6 888 4 2
.

555 7 333 4 1
.

555

中中部部 5 444 4 0
.

000 6 222 3 8
.

999 7 333 4 1
.

555

西西部部 l 333 9
.

666 3 000 1 8
.

666 3 000 17
.

000

全全国国 13 666 10 000 16 000 10 000 17 666 10 000

资料来源
:

( 1 ) 1 9 49 年城市数为 136 个 ;参见 19 49 年设市城市一览表
。

(2) 1 9 5 2 年城市数据为 16 0 个 ;参见 19 50 一 1 9 5 7 年城

市设置及撤销统计表
。

(3 ) 1 9 5 7 年城市数据来自《新中国城市 50 年》
,

第 6 页
。

能结构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中国工业城市的形成

与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
。

以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使新中国城市的

发展道路
、

发展方向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转变
,

从而为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历史基础
。

二
、

当代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 的必

由之路
。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发展是一条伴随着

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城市化道路
,

它主

要强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
。

因此
,

形成 了长期以来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以工业化为基

础的
、

以集中程度为中心内容的一整套有关城市化

的理论与政策
。

人们谈到城市化道路时
,

首先想到

的
“

是发展大城市
,

还是发展小城镇
”

的问题
,

这种思

维定式是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

但

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我们在城市化发展道路上

的不断探索
,

我们应当跳出旧有城市化思维
。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存的一个特

别时期
: 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

,

信息化过程已经开

始
。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
,

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既

适合我国国情
,

又能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
,

使城市化

与工业化
、

市场化
、

国际化之间建立起符合发展规律

的内在联系
,

走出一条健康的
、

多元化的城市化发展

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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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坚持大中城市的合理规划与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一项重要战

略
,

它为经济发展提供广 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
,

对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

毋庸质疑
,

规模较大的城市会

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
,

促进具有经济启动力与聚集

力的第二
、

三产业的形成
,

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效

益
、

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大的经济扩散效应
。

我们

应当在现有城市发展与布局的基础上合理规划
,

对

不同地区
、

不同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大中城市确定不

同的环境容量
,

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
,

鼓励有条件

的中心城市向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
,

促进我国几

大都市带的形成
,

构建大中城市相互促进
、

协调发

展的合理网络和都市圈
。

2
.

坚持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模式
,

大力发展都

市连绵带

伴随着现代交通技术
、

信息技术的突破性 发

展
,

人类社会逐步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
,

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使单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
,

最

终将相当部分从传统意义上讲不属于城市因素的

资源包括进来了 ; 城与城间高速公路走廊有效地将

它们相互连接起来 ; 城市与附近村镇 的联系更加紧

密
,

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产生各种互动关系
,

最

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区域发展体
。

因 J七城市化的道路也应随着产生相应的改变
,

以大中城市为主导作用
,

辐射分布在城市周围
、

与城

市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的村镇
,

大力发展都市周边连

绵带
,

诸如蔬菜种植区
、

花卉种植区
、

休闲垂钓区
、

生

态绿化休闲区
、

乡村赛马场
、

乡村高尔夫球场等
,

构

建相互促进
、

协调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城市发展道路
。

这一 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城镇化模式既跳 出了传统

的
、

单纯强调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

克服片面强

调城市的发展规模
、

人 口 比重的增长和农村人口 向

城市转移的倾向
,

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
,

缩小城乡

差别
,

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全面重组
、

改造与升级
,

最终有利于逐步缓解由此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
、

政

治危机
.

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 ; 同时

也规避 了单一 的农村城镇化进程 中产生的土地资

源浪费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

技术水平低
、

重复建设

严重
、

投资分散且效益低下
、 “

有城无市
”

等不利因

素
,

走出小城镇数量盲目扩张的误区
。

从而进一步

推进城镇体系升级
,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

以科学规

划为指导进行宏观调控
,

保证城镇发展健康有序
.

提高综合开发和建设效率
。

3
.

坚持经济与环境
、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化发

展道路

在规划
、

协调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

我们应注意城

市化的生态平衡规律
。

经济活动
、

城市建设会不同程

度改变自然环境
,

不利的改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构

成对环境的破坏
,

被破坏的环境相反会提高经济活

动的成本
,

影响城市质量
,

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

因此
,

经济发展
、

城市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

必然的联系
,

遵循这一生态平衡规律就会使人 口
、

经

济
、

资源
、

环境 四者稳定
、

安全
、

可持续地协调发展
。

在 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
,

我们应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

把区域性特点和差异
、

区域性发展

水平
、

城市的个性
、

城市的功能或潜在性的发展前景

纳人城市化考虑的范围
,

以建设
“

人居城市
”

为 目标
,

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大力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
,

建立起良胜循环的生态体系和效益持续增

长的经济运行体系
,

促进经济与环境
、

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
,

特别是杜绝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
,

以发展工

业
、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

极不经济的短浅行为
。

总之
,

城市化的过程和道路选择应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调整和不断创新
,

特别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区

域差异很大的国家
。

在这样一种国情下
,

我国的城

市化应该坚持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内涵化共同发展的

战略
,

构建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相协调的
、

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的
、

可持续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模式
,

以

适应各个地 区不同的情况
。

例如
,

我国东部地区的

城市发展要与提高集聚效应
、

经济启动效益结合起

来
,

开发大城市的聚集动力
,

优化资源空间配置
,

促

进第二
、

三产业区位的形成
,

提高城市化质量
,

发展

大都市带
,

以此作为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提升

国际竞争力
。

中部地区应引导
、

鼓励大中城市的规

模适度扩大
,

以大中城市为主导作用
,

辐射分布在城

市周围
、

与城市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的村镇
,

大力发展

都市周边连绵带
,

构建相互促进
、

协调发展的区域一

体化城市发展道路
,

扩大吸纳农村人口
,

缩小城乡差

别
,

使中部地区成为提高我 国城市化水平的主战

场
。

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应注重区域性特点的互补

优势
、

比较优势以及选择优势
,

在少数条件相对较好

的地方形成较大的人 口集聚核心
,

通过人口 和经济

活动空间分布的大调整
,

构建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
“

大城市
、

小城镇
”

的城市布局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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