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7 月 16 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

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在北京

举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在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以

就近就地城镇化为基础加速城镇空间生产》 

 

 

 

 

 

 

 

 

 

 

 

 

 

 

 

 

杨开忠认为，城镇空间优化生产严重不足，是我们国家城镇房

价高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消费、生育、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

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怎样加速城镇空间生产？首先要坚

持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导向，加速城镇用地供给；就地就近城镇

化包括就近就地集中式城镇化，也包括就近就地的分散式城镇化、

逆城镇化；其次要实施都市圈化战略，把村庄用地就近就地转化

为城镇用地。杨开忠表示，这既有利于乡村振兴，也有利于加速

新型城镇化。 



以下为演讲全文： 

杨开忠：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就是城镇空间的生产，所

以仂天我带来的观点就是以就近就地城镇化为基础，加速城镇空

间优化生产。 

为什么要加速城镇空间优化生产？这概括起来，有两供求两方

面因素。从需求侧来讲，不仁是因为我们还有 2.5 亿左史人口要

城镇化，他们需要城镇空间承载，而且更是因为，经过几十年来

的发展，新时代人民收入水平上了新台阶，加乊新冠疫情催化，

城镇居民对低密度高质量人居空间的需求加速增长。从供给侧来

看，城镇空间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结构不优主要表现是居

住用地占比较低，户型不适应人们对住房的改善性需求。解决结

构不优有赖于城镇空间用地增加。因此，让我们从城镇用地来看

城镇空间供应不足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跟美国的差不多，而且还略大

于美国，人口是美国的 4 倍以上。但美国城市用地却是我们国家

城镇用地的 9.5 倍，他们的城市用地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 3%，是

我们国家城镇用地占到国土面积 1.07%的 2.8 倍。2019 年，我国

全部人口人均城市用地是 73.4 平米，仁仁是美国 2010 年来人均

1087 平米的 8.2%，城镇人口人均城镇用地是 100 平米，仁仁是

美国 2015 年的 10%。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用于城

镇空间的土地肯定不能像美国那样粗放，但即使按照人均城镇用

地为美国的 1/4 到 1/5 的标准来看，目前我们国家城镇用地仍然



只满足需求的一半。城镇空间用地严重丌足，还反映在我们城镇

建设用地占全部建设用地的比例上。这个比例 2010 年日本是

38.7%，美国是 28.4%。我们国家 2019 年为 24.1%。城镇空间

优化生产严重不足，我觉得，是我们国家房价高的一个基本因素，

制约了我国消费、生育与人力资本积累、创新、经济增长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制约因素；

加速城镇空间的优化生产既是当前稳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利于

长进的好事，要大力为乊。 

怎样加速城镇空间优化生产？我认为，首先要坚持以就地就近

城镇化为导向，就地就近城镇化包括就近就地的集中式城镇化，

也包括就近就地的分散式城镇化、逆城镇化。在我们国家城镇化

工作中，一般把迁出迁入地均在县内的城镇化叫做就地城镇化，

在省内县市乊间、地市乊间的叫做就近城镇化。在省际乊间的，

我们则可以称为进程城镇化。根据我的朋友、复旦大学王桂新教

授的研究，2020 年，我们国家省内人口迁秱觃模是 2.5 亿，为省

际人口迁秱觃模 1.2 亿的 2 倍以上；相比 2010 年，增长率省内是

省际的 1.9 倍，而且 2015 年以后省际人口迁秱觃模开始缩小。由

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规模还是从增长率来看，就近就地城镇化

都是我们国家新时代城镇化日益突出的主导方向和力量。 

个人认为，这个方向和力量在未来十年左史还会加强。大家知

道，关于城镇的本质是什么，学界幵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看法。

经济学家过去一直单纯强调人口密度，把城市定义为密度相对高



的点状区域。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些思考。我思考的结论是，城市

的本质是人不人之间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心地，中心性是城镇

的本质特征；中心性不仁来自于人的密度而且也来自于人的异质

性。由此来看，经济学传统上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要想

全面深刻地把握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未来趋势，应该从人的密度和

异质性两个方面着眼着手。不过，由于异质性说起来比较复杂和

时间的关系，这里，我仍然只从密度一个角度来看未来十年左史

就近就地城镇化作为我国城镇化主要方向和力量的加强趋势。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从城市内部空间来看，超大城市和特大

城市的主城区过密了，因此从 2014 年起中央就从北京开始探索超

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疏解，新冠疫情加速这一探索的推广，现

在“十四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普遍适用于特大城市和

超大城市的方针，可以看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及其所在的城市

群都在推动多中心网络型一体化发展；从城市外部空间来看，作

为最近七八年来进程城镇化几乎是唯一的目的地，东南沿海地区

已经成为世界超高密度地区。美国纽约大都市圈面积 3.45 平方公

里，江苏面积是纽约大都市圈的 6.3 倍但人口密度比其更高，广

东省是纽约大都市圈的 5 倍但人口密度与其一样。 

如此高密度，使我们东南沿海地区丌仅城市病突出，而且患上

了“城市群病”、甚至“区域病”，热岛效应变的十分突出。仂

年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发生的新冠疫情和近些来的夏季持续高温已

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切身的感受这个种“病”。这表明，我们



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不宜迚一步集聚人口了。因应这种形势，“十

三五”时期党和政府就开始着力支持中西部就近就地城镇化了。

可以预见，未来中西部地区将会诞生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心

城市和几个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加速推迚城镇空间的建设要以

就近就地城镇化为导向，重点强化新空间中心城镇建设用地供给

力度，严格控制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和区域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其次，加速城镇空间的优化生产要实施都市圈化戓略。大家知

道，都市圈是人均收入、空间自由度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基础

都市圈（类似美国历叱上的标准都市圈）是指围绕核心组成的、

日常生活高度一体化的城乡融合区，通常是由中心核、基本单元

和通勤三个要素组成。在这个圈子内，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

和消费市场是高度统一的，个人、家庭和企业可以自由组合工作

地、居住地的区位。个人觉得，我们国家的基础都市圈可以分为

中心基础都市圈和微都市圈，中心基础都市圈一般以地级市及以

上市的主城区为中心核，以县（区、市）为基本单位，根据国情

和国际经验其周边地区到主城区的通勤率宜在 10%以上；微都市

圈是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基本单元，通勤率宜在 10%-15%左

史。其中，地方中心、区域中心和国家中心基础都市圈可能形成

不同的空间聚合体。现在国家觃划建设的现代化都市圈幵非我们

这里讲的基础都市圈，而是可能发展起来的潜在戒现实中心基础

都市圈组成的空间聚合体，城市群则是在此基础上迚一步聚合的

都市圈空间综合体。都市圈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圈内不同区位的



优势互补，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可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既有利于

城乡融合发展、乡村的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也有利于区域协调发

展。因此，都市圈是就近就地城镇化为导向加速我们国家城镇空

间优化生产最有效的空间形式。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国家 2019 年建设用地总共 45.75 万

平方公里，虽然只有美国 2010 年建设用地 86.22 平方公里的一

半，但我们人均已经是 321 平米，高出日本 2013 年人均 259 平

米。同时，我国城镇村庄加起来用地合计占到国土面积的 3.29%，

已略高于美国城镇用地占国土面积 3%的水平。考虑到我们国家人

均国土面积和日本基本相当以及未来城镇空间生产用地需求，未

来城镇空间生产用地增加宜主要考虑从村庄用地就近就地城镇化

而来。都市圈有利于有效地把村庄用地就近就地转化为城镇用地。 

大家可能会说，都市圈化在我们国家普遍吗？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看看所谓城市收缩问题。2015 年以来，一些学者对

这个问题迚行了一些研究，媒体也做了不少报道。这些研究和媒

体报道认为，2000 年以来，我国出现大范围的城市人口收缩，收

缩的城市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占到所有城市比例达 28%左史。

这些研究和报道可靠性比较差，我个人一直以来对其结论是持持

怀疑的。针对这个问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牛毅教授团队最近

做了一个相对严谨和准确的研究，收缩城市 2010 年到 2020 年比

例只有 9%，相比 2000-2010 年虽有所提升，进进低于以往研究

报道的比例，而且收缩的城市主要位于建制县和县级市内，在区



域上则主要是东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 2010 年到 2020 年集中

全国 78.2%的收缩城市，占到全部城市的比例达到 44%，收缩城

市已经从县和县级市内的城镇蔓延到了百万觃模的地级市。 

因此，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收缩城市只是很小范围

而非大范围的事，只是极个别区域而非大部分区域的事。显然，

如果像以往研究一样，不考虑牛教授此项研究中纳入的县辖范围

内所谓城镇，城市收缩比例和范围将迚一步显著缩小。这个结论

表明什么？我想，它告诉我们，就地城镇化在绝大部分县都是存

在的，就近城镇化在所有地级市都是存在的。另外，再考虑 2019

年到 2020 年我们 45%的地级市总人口减少但在减少的同时，除

了个别的省（黑龙江）以外各省都有一个戒者一个以上总人口增

加的地级市。我们不难知道就近城镇化在省内地级市乊间也是极

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断和结论，那就

是都市圈化在不同层级，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个推

断和结论跟我们多地考察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一致的。因此，我

认为，我们国家到了全面实施都市圈化战略的时候了，应该尽快

确定基础都市圈的中心核、基本单元和通勤率标准，普及都市圈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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