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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发达地区相比，落后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不同特点，城市化与工业

化的互动并不足以解释落后地区城市化的意义。 文章认为，城市化的进程是一个消费增

加和集聚的过程，因此主张：（l）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应首先着眼于发挥“本地型“消费在引

致投资、增加收入、重塑经济形态、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应充

分考虑城市化对居民显性和隐性生活成本的影响，从而为正确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城市化

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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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城市化是各级政府的既定方针，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城市

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机理，正确地推进城市化。 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这

一问题尤其重要。 关于城市化的作用和意义，人们从城市与产业发展的互动、

尤其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角度给予了重点关注，但较少从消费角度予以

考察。 其实，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考察其意义不仅

在于为全面理解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重

要的是只有重视和关注城市化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才能妥善处理城市化

进程中的利益关系，确保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一、 问题的提出

（一）将消费引入城市化进程的分析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也是中国实现城市现代化的世纪。 旧城整治、新

城崛起、拓展外延、丰富内涵，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在20世纪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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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Ray M. Northam, 1975)第一拐点（城市化水平30%）后，目前正在向

第二拐点(70%）迈进。 这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互相比肩、彼此推动

的高速发展阶段。 虽然这是令人振奋的，但是要把握好整个进程却有相当的

难度。
关于城市化的作用，人们较多地关注了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与工业

化的关系。 较多文献研究了中国的城市化是否滞后于工业化所达到的水平，
研究了城市化对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作用。 二是城市建设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

作用。 较多文献关注到城市建设是我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拉动投资和需求的

重要经济部门，在不同等级城市结构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阶梯式消费水平差

距，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实施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发展
战略，将有力地扩大国内需求，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
动力。

其实，城市化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

增加、居民生活发生变迁、消费结构演进的过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
于以人为本，破除“GDP崇拜＂，关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关注经济和

社会的全面发展。 本文认为考察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增加和积聚效应，将为
全面理解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较好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特别是内生增

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对技术进步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

用进行了深入分析(P. M. Romer,1986、1990;R. E. Lucas,1988)，有助于我
们理解人力资本积累、智力引进在落后地区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现代经
济增长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并未给出现成答案。 卢卡斯在其经
典性的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曾专门论述了城市对入力资本、进而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则试图基于消费视角，探讨落后地区以城市化促进经济

增长的具体方式。
（二）拉力不足格局下的落后地区城市化

笼统地说，除了政府的作用外，城市化主要是两种动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1)拉力（城市的吸引力）。 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吸引着农
村入口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发展。 拉力机制是城市化的加速器，显示的是主

动性的一面。 (2) 推力（乡村的排斥力）。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成巨大人

口压力，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也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形成推力。 推力对城市来说是被动的。 适当的推力能增加城市劳动力资源的

供给和经济活动的繁荣，促进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但过大的推力

又会造成城市恶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致使城市化水平有其量、无
其质。

拉力不足、推力较大，是落后地区城市化面临的基本格局。 在此格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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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难以提供一条合理的以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路

径。从消费出发，把城市化进程视为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经济体自身发展
壮大的过程，将有助于提供一个更适合落后地区情况的分析框架。

在推力较大、特别是在各地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城市化的清况下，必须正确

处理加快城市化进程与提高居民福利之间的权衡关系，否则，容易导致城市的

过度供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无论是新城开发，
还是旧城改造，土地价格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要正确评估土地价值，仅仅做到
程序公开、透明是不够的。在征地过程中，开发商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加之
存在信息不对称，极易低估地价。居民因生活环境变化而增加的日后生活成
本是隐性的，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为此，政府应该及时介入，通过制定城
市发展政策，关注城市化进程对居民生活成本的隐性影响。重视城市化进程

中的消费分析，同样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视角。

二、城市化的进程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

（ 一）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拓展和提升

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衣村居民。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水平为7 972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则为2 259元，全国人均为3 791元见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 3. 5倍。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居民的收入水
平一般而言要高于农村，而且大部分的高收入阶层居住在城市，而消费是收入
的函数，从而使得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必然高于衣村。 一个更为基础的原因
在于：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水平的基本生活需要，换言之，城市生活的最低生

活成本高于衣村，从而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消费水平提升
的过程。

城市生活方式比农村生活方式具有更高水平的基本生活需要。(1)城市
化生活方式离不开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2）城市生活方式中，对服务产品
的消费需求也比在农村的要高得多；（3）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会导致对与之

相适应的消费对象的需要，如快餐、快速交通工具等；（4）城市化生活方式还包

括妇女的职业化，这导致了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要，如保姆、幼儿照看服务、
幼儿园等；（5）与人口的高度集中相对应，城市生活中的消费品供应的市场化
程度也远比乡村高，相当一部分在农村可以通过自给而解决的消费品，在城市
就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

从衣村到城市，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偏好。居民对消费品效用的评价不能

仅仅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去解释，而必须从消费文明及其与社会文明进

程的关系来说明。比如，对原始人来说，香皂是没有效用的，而对于现代人来
说则是日常必需品，因为沐浴和清洁卫生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的。
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与城市文明和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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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相联系的消费，被视为居民基本的消费需要，如公共基础设施、现代化

通讯手段、卫生和医疗康复、教育消费等。

（二）公共消费空间的拓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一 个消费空间发展的过程。 如果把消费空间

分为私人消费空间和公共消费空间，那么，城市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

志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人类重要的公共消费空间，在提

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相当长时期内，家庭一直是主要的消费和生产空间。而近、

现代以来，城市的长足发展则促成了消费与生产空间的两次分化：（l）第一次

分化一一生产空间从家庭分离出来。家庭成为单纯的私人消费空间，而不再

是生产空间；城市是主要的生产空间，同时也是公共消费空间（消费服务和设

施中心，如商店、餐馆等）。（2）第二次分化—一生产空间从城市分离出来。城

市作为公共消费空间的职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城市主要成为消费空间、信息空

间、服务空间，而生产空间，尤其是制造业，伴随着地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

及环境污染问题，则逐渐被非城市化（郊区化）和边缘化（转移到落后国家和地

区）。 城市作为消费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房地产业、信息业、文化娱乐业、

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并成为带动周边地带经济发展的龙头。

之所以是城市而不是农村成为主要的公共消费空间，原因在于：（l）城市

是入口集中的产物，不但代表了比郊区和乡村大得多的市场（购买力和消费需

求），而且能够取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围绕着居住中心，集聚了大量的日

常初级消费；围绕着城市中心，集聚了大量的非日常高级消费。(2) 政府也对

城市消费空间的建设和布局具有重要影响。政府不但承担一些公共消费设施

建设和服务管理任务，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和城市规划直接影响消费空间的布

局和结构。

（三）城市文化的消费放大效应

城市使得社会互动更为容易，“跟潮效应
”

、"攀比效应
”

、“认同效应
”

、“示

范效应
”

等，都对消费具有放大效应。 全球化进程进一 步促进了这种放大效

应。 来自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乃至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传媒以及

发达的营销手段，不可避免地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

先就是在城市中产生的。

消费的放大效应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比如，服装成为时尚的主要载

体，人的财富、闲暇和地位的表达；饮食成为品位的物质体现，不同属性和成本

的食品被赋予不同的符号意义；住宅成为传达社会地位、身份、品位和格调的

符号和象征，居住的空间位置和地段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汽车成为地位的象

征，代表着舒适、权力、威信和速度。 所有这些文化和符号的因素，都使城市聚

集消费的能力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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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消费放大效应，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以旧中国

为例，”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农村消费中，恩格尔系数为

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有 29. 5%
＂

，城市消费超前发展的原因
“

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

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入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

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入投资领

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

低收入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

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张东刚，2001)

三、以城市
“

本地型
“

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品可以分为可输入品和不可输入品（本地型消费品）两类。如前所

述，城市化是一个伴随着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提高和公共消费空间的拓展而

增加和集聚消费的过程，而增加和集聚的消费则相当一部分是本地型消费。

这对落后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城市化拉力不足的情况下，以本地

型消费促进经济体的内生增长，应该成为落后地区城市化的重要着眼点。

（ 一）两种不同的消费品

在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中，消费品都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可输入品。 可输入品的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位置上是可以分离的，从而

这类消费品既可由区域外的生产者供给，也可由区域内的生产者供给。 对该

类消费品的供应是区内外生产者竞争的结果。该类消费的增加，可能引起外

地产品的输入，至于是否输入、输入多少，则取决于本地生产者与外地生产者

之间的竞争格局。如果是净输入，则意味着本地的消费带动了外地的经济增

长。大部分的有形产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等，均属此类（围绕可输入品而提供

的服务，如维护、修理等则未必如此）。

(2)不可输入品。也可以称之为本地型消费品，其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位置

上是不可分离的。它只能在被消费的地域生产和提供，而无法实现
“

区外生

产、区内消费
＂

。 外地生产者要想向本地提供该类消费品，只能通过在本地投

资，成为本地生产者。该类消费品的供应在本质上是区内外投资者竞争的结

果。该类消费的增加，可能引起外地资本的流入。至千是否流入、流入多少，

既取决于本地与外地资本实力的对比，也取决于本地与外地投资收益率的对

比。城市住房、供水、供电、供气，以及大部分服务性产品，即属于此类。

（二）本地型消费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上述两类不同的消费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不同效应（详见表1)。（1)

可输入品一产品流入（流出）效应。如果可输入品消费的增加，主要来源于

本地生产者的供给，则能直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否则，只是引起区外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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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这除了带动本地商品批发零售业以外，主要是拉动区域外的经济增长。

(2)本地型消费品一一资本流入效应与收入增加效应。 本地型消费品必须是

在本地供给的，从而这类消费品的增加，必然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

入。 由本地型消费增加所引发的商机，往往带来资本的流入。
表1 可输入品与不可输入品效应对比表

性质 可输人品 不可输入品（本地型产品）
生产地点 可异地生产 只能在本地生产

对本地收入的直接效应
正向（由本地供给）； 正向
无（由外地供给）

增加消费的可能效应 产品流入 资本流人

对落后地区而言，由于产品竞争力存在一定劣势，因此，可输入品消费的

增加往往引起区外产品的流入，对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但是，落后地区一般资金匮乏，此时对本地型产品消费增长的预期，往往会引

致外地资本的流入，而且这类产品的消费增加，将必然促进本地就业、提高居

民收入，从而具有收入增加效应－�这又会进一步提高消费，形成经济增长的

良性循环，其机理见图1。

三尸：：
图1 以本地型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机理图

在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都假设消费与投资是此多彼少的关系：

增加当期的消费，将减少当期的投资，从而减少下期的产出，进而影响下期的

消费。 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体资本存量的改变一方面取决于本区域

居民在本地区的储蓄转换来的本区居民投资量，另 一方面还取决千资本净流

入。 本地型消费的资本流入效应则表明，消费的增加可以通过引致投资、增加

居民收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落后地区要加快发展，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流入。 增进落后地

区的本地型消费，一方面能够直接带动外部资金的流入，另 一方面能够通过改

善投资环境，间接促进外部资金的流入，这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可行途径。

（三）培育本地型消费：落后地区城市化的首要着眼点

l. 落后地区应实施着眼于本地型消费的发展战略

一直以来，扩大对区域外的产品输出，都是欠发达地区制定发展战略、加

快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在于，产品输出

战略比较适用千解释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应用于落后地区，则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产品输出战略过千强调外生需求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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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忽视了区域非输出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以及对输出产业的支撑作

用。 实际上，内生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同样重要。 一个地理区域内，入

口的容量和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内生出对非输出产业的需求，人口规模

越大，内生需求就越大，经济活动规模也就越大。 一个聚居区人口和收入的增

长产生的内生需求将刺激非输出产业的增长，这种增长一经开始，提高了的商

业活动水平就会创造对产品和服务投入的需求，极有可能产生足够的需求以

保证地方生产而不再继续进口某些商品。 因此，对落后地区而言，积极培育内

生需求，实施着眼于本地型消费的发展战略，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2. 城市化是培育本地型消费的必要选择

可行的消费选择空间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消费取决

于如下两方面的因素：（1）收入和价格等因素。 消费需求表现为消费者根据收

入和价格等因素来决定如何达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2)收入、消费和储蓄之

间的相互关系。 消费被看成是各种经济（如暂时收入、持久收入和未来收入预

期）和生活安排（如生命周期、未来支出预期）等变量的函数。 其实，消费还取

决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消费选择空间。 无论是微观经济学所强调的收入

和价格因素，还是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和生活安排，实际上都假设了消费

选择空间是既定的。 但是，现实经济中，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消费形式的

选择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这两种选择范围构成了消费需求空间的边界。 如

前文所述，城市是集聚公共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因而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具

有更大的消费选择空间。 这使得城市化成为改变居民消费 特别是本地型

消费选择空间的重要诱因。

进一步分析，消费行为不能仅仅从个人和家庭收入出发来解释。 它不仅

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具

有内在联系。 消费的本质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和理性选择所能充分揭示的。

对于落后地区而言，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着眼于本地型消费来促进城市化，

纠正社会因素对居民消费和福利的不利影响，本来就是政府推动落后地区发

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题中应有之意。

四、关注城市消费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

（一）避免城市化对居民生活成本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而消费水平与生活成本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表现为新城市的产生，另一方面表现为现有城

市的发展。 无论是农村居民转变 为城市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因旧城改造而搬

迁，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生活成本，其中既 有显性成本，也有隐性成本。

在现有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土地政策中，如果不考虑城市化对居民生活成

本的影响，将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 首先，从农村进入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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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被提高了。 在考虑征收农村土地时，如果不考虑城市化对失地农民长期

生活成本的影响，将低估土地价格，这不仅损害农民利益，而且会导致城市的

过度供给，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其次，在大范围的旧城改造中，一 部分原居

民将因无力支付新建住宅而搬迁到新的区域，这势必会对就业和日常生活产

生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的
“

城市复兴主义”的理念 (Urban

Renaissance) ，正是吸取了英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在大范围的旧城改造中，因忽

视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而带来较多社会问题这一教训而产生的。

（二）着眼于居民生活成本，积极为城市化创造条件

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是非城市居民自发选择进城的过程。 假设非城市

居民进城的所有制度障碍都已消除，那么，非城市居民是否选择进城，决定于

如下四个因索：（ l）城市工作收入与非城市工作收入之差 b..R。凶R 越大，进城

积极性越高。(2)获得城市工作收入的机会e,o:s;:;e:s;:;1。0越大，进城积极性

越高。 (3)居民固有的财富 W。。城市的消费水平必然高于乡村，如果已有的

财富W。足以满足进城生活所需的花费，居民可以在不考虑前述两项因素的

情况下，做出是否进城的决策。 (4)进城前后最低生活成本的差距凶E。进城

后，由原来农耕式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化生活方式，提高了基本的消费水

平。b..E 越高，进城的积极性就越小。进城的积极性 P 可表示为：
P=f(b..R,8, W。 ,b..E) (1) 

假设居民原有的财富非常少，在决策中可忽略不计。则如果要做出进城

决策，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沁R>b..E (2) 

其中：沁R为进城后的预期收入。

推进城市化，实质上是要提高进城的积极性P。 主要途径有：（1）提高

凶R。在农业收入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心R 的提高须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

(2)提高 0。这一方面取决于本地经济增长状况，另 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本身

的素质（人力资本）。（3）降低凶E。城市最低生活成本不仅包括显性的货币

成本，还包括生活便利程度等隐性成本。凶R和0主要取决于区域宏观经济状

况和居民个人素质，政府很难直接干预，而凶E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可

以成为政府的政策操作工具，并应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

着力点。 为降低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成本，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可以在如

下方面有所作为：（1）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基础设施水平；（2）建立和

完善普通劳动者住房供给体系；（3）推进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4）建

立市场化的政策体系，扶持旧城改造或新城开发，等等。

综上所述，从消费的视角，把城市化的进程视为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

程，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把培育本地型消费作为落后地

区推进城市化的首要着眼点，既有利于正确把握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又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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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另一方面，重视城市消费对居民生活

成本的影响，既有利于避免城市化对居民福利的负面影响，防止城市过快发展

而带来的资源配置失衡，又有利于政府顺势而为，企确发挥作用，积极为城市

化创造条件。 这不仅对落后地区是重要的，而且对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也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

注释：

CD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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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Consumption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of Undeveloped Region 

and Policy Connotation 

GUO Hong-x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压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of undeveloped regions has different drive 

mechan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inadequate to explain it. Urba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consumption increasing 

and pooling," non-importable" consum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course, especially for undeveloped regions. The explicit and latent living 

costs should also be fully considered. Thus a new analytic perspective is 

provided. 

Key words: undeveloped region; urbanization; consumption pooling; 

non-importable consumption; livin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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