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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城市经济

系统和社会系统变迁的复杂过程。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化对区域发展

起着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是通过城市的聚集功能、扩散功能和创新功能实

现的。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受到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更重要

的是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量是城市化发展过

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的制度安排除了能够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

本．提供法制保障，还能使中心城市功能最大化，缩小地区差距，带动区域经

济增长。

本文以温州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借鉴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

托区域经济理论，制度经济理论，研究了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在温州城

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化的一般机理，制度安排对中

心城市的作用机制，制约中国中心城市功能的制度分析以及解决制度障碍的对

策和建议。笔者首先对温州城市化的特征、功能进行分析，了解温州城市化的

发展现状以及影响其功能的体制性障碍因子，认为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土

地制度、户籍及社会保障体制等影响了城市化的集聚、扩散功能，并立足于探

讨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入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性障

碍，指出制度因素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创

新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温州，城市化，体制障碍创新



ABSTRACT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o

modem urban society,and it’S the intricate transitional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n

city．A city is the cen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urbanization plays a role of le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ity center aggregation，spread and the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is affected by industrial structure，economic development,further more；it is

restricted by institutional setting．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the system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must 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ownership，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providing legal protection，It would also enable maximization of the

function嬲a city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to stimula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ake the Wenzhou city犯an object study,and drawing on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cs，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economics，I

make a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Wenzhou’S economy．The study includes general mechanism，and arrangement

of Urbanization，and the mechanism arrangements affecting the urbanization，and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limit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an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problems．First of all，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factors impacting its functions obstacles factor at this stage of Wenzhou's economic reform，I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I find out that the regimes of land

system，household registration,and social security,urban management，govemment’S

macro—management system are impaling the functions of clustering and the spread of the

urbanization．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urbanization，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nstitutions is deep—seated reason of affecting urbanization in Wenzhou and

put forward material advic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 of urbanization in Wenzhou．

Keywords：Wenzhou，urbanization，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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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引言

1．1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绕不开的发展之路，也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同时并进的。当今世界，还没有哪

一个工业国家，未能迈过城市化门槛，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

走上工业化道路。19世纪初，英国只有3096入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到了

19世纪末，英国城市人口就上升到70960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

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的近旁，他

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如手工业者、裁缝、

鞋匠、面包师、泥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

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因此，我们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由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也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但是遗憾的是，

长期以来，我们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观念偏差。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为了赶英超美，尽快地实现工业化，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为手段，走高

积累低消费的路子，优先发展重工业。于是，一些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政策便纷纷出炉。利用“户籍制度"来阻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利用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的利益，来加速工业化进程；“三年困难”时期，

搞职工下放，在文革期间，鼓励“上山下乡”来减少城市人口，压低城市消费，

等等。这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非但未能使我国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

反而贻误了工业，耽搁了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直到现在，

中国仍然是个城市短缺的国家。到2002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39．1％，这不仅低

于49％的世界平均水平，也滞后于自己工业化水平的5．3个百分点。

新世纪有“城市世纪"或“城市时代"之称②，未来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城市

化的世界。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市化作

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其进程不仅表现为表面的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卷．人民}I{版社，1965年版，第300页

窜1993年联合国东京会议，称“2l世纪将足一个新的城市世纪”，根据联合国预测2000年到2025年世界

城市人口将从24亿猛增至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47％升至6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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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安排的变迁。笔者认为，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制度安排必然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制度安排

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互促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将城市化发

展归结为城市化的动力系统(如经济发展、工业化、科技进步、第三产业的发

展等)的促进。这种观点并没有错误，但有失偏颇，因为它忽略了影响城市化

进程的深层原因，即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从我国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国家对城

市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安排对于城市化

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笔者认为，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动力的保障，有效的制

度安排能够促进城市化动力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率，进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因

此，研究加快温州城市化的进程有必要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深入的探讨。

其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依据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来探讨我国城市化

的发展，但是对于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制度因素研究不够，尤其是对于个别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区指导性不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多。尤其是温州作

为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民营经济发达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百姓领先致富

而政府调控能力不足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区，对其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研究寥寥无几，这是笔者选取这一研究主题的主要出发点。

其二，就现有城市化制度的研究来看，其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探讨城市化的

制度安排对城市经济系统的影响，无论是对经济要素流动制度的研究还是对城

市化的产业制度、城市建设投资制度的研究，都着眼于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城市

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城市经济系统的变迁和发展，

同样也是城市社会系统的变迁和发展。因此有必要丰富和完善目前的成果，系

统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这是笔者选取这一主题的

另一考虑。

其三，就目前城市化制度安排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倾向于将城市化的制度安

排作为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促进

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并没有阐明如何作用于城市化的进程。笔者认为，城市化

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动力系统的保障，它并不直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是通

过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来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安排推动城市

化必须借助诸如工业化、经济发展等中间变量来实现。

其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以上海为中心，沪、苏、

浙为主体，这一地带在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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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了热点。而关于浙江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杭州、宁

波等杭嘉湖地区，对浙南地区却涉及不多，主要和该地区处于长三角边缘有关。

随着浙江省的发展点由杭嘉湖向温台沿海地区的逐步扩展、沿海大通道建立后

长三角沿海辐射能力的增强、台海局势缓和促进两岸经济的进一步互动交流，

温台沿海地区发展将开始加速，尤其是温州作为浙南闽北这～广阔地域的最大

城市，对于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研究变得十分必要。

最后，笔者选取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是基于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关键时

期，进行制度研究也有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的考虑。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现代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城市化既

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同时，我国城市化进入快

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城市化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如环境

问题、贫困问题、资源问题等等，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制度创新。

1．2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城市化作为世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之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成

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早期国内的城市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

城市化的规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的模式等基本理论，较少研究影响城市

化进程的制度因素。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重要关

系，不少学者提出，制度安排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并对城市化的制

度安排与制度创新作了一系列的研究。

实际上，从产权和制度改革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在国内外已经有半个世纪的

历程，英国学者柯克比(R．J．Kirkby)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制度安排对中

国城市化滞后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滞后主要是由于倾向于工业化建

设的政策安排所致。中国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制定了一系列

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忽视了城市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生产，大量的资

金用于重工业的建设，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后劲①。美国华裔学者陈金永也

认为，中国城市化不足可以用社会主义工业偏爱的发展逻辑来解释，这与柯克

比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相似。香港学者薛风旋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受

。王放．我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9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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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经济体系的影响深刻。大陆学者在近几年的城市化研究中，也基本上达

成7"N度安排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共识。国内学者张五常先生在这

方面颇有建树①，从制度角度来研究国内城市问题自上个世纪末也开始成为学者

们关注的焦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樊纲在《关于在要素流动中缩小

“人均收入"差距的思考》一文中就提到了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要素在区域间合

理流动。2000年樊纲、王小鲁在《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提出了市

场化指数的概念，陆续为定量地考虑制度因素的经济意义提供了重要依据②。近

年国内学者将制度安排纳入城市发展研究，苗建军从制度角度对中心城市发展

展开了规范性研究，对比改革前后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行为，用绩效说明了有效

制度安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从财政政策，金融体制，产业政策等

角度研究城市问题及区域调控也大量存在@。魏敏、李国平从梯度转移角度研究

影响东西地区差异的因素，对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有借鉴意义④。刘传江从制度经

济学的角度对我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将社会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结构变迁联系起来，从制度安排及变迁的角度解释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来展望相关的制度创新。他重点探讨

了农地制度、经济要素流动制度、民营工商业制度以及城市建设投资制度对城

市化进程的影响，并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措施(刘传江，1999)。叶裕民从我国城

市化的制度支持系统出发，指出了城市化过程中经济支持系统和制度支持系统

的重要作用，对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制度的演变轨迹及其对城市化的正反面影响

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构建了一个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框架，并且进一

步对每一项具体制度的创新内容、实施步骤以及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作了详尽

的论述，将我国城市化的制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裕民，2002)。吴力

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他将制度理解为具体的可

以表述的“正式规范"，以一个具体的可描述制度作为某一类制度的代表，描述

该制度与城市化的关系：他以企业产权制度代表对分配的约束，以户籍制度代

表对身份的约束，以就业制度代表对劳动的约束，以财政制度代表对社会管理

的约束对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测量，开创了对城市化的制度安

排进行定量分析的先河(吴力子，2002)。汤海孺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出发，主

。张五常．经济解释一张五常经济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8
。樊纲，王小鲁，张立文．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年

圆苗建军．城市发展路径——中心城市发展研究．东南大学出版，2004年
固魏敏，李国平．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梯度转移．经济地理，2005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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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了城市要素的空间聚集，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框架。他认为，城市规划的

实施与其背后的体制关系紧密，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规划结果，因此

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汤海孺，2000)。邹农俭对我国城市化过

程中市镇设置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是撤县

建市、撤乡建镇以达到城市数量的增加，而应该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农村人口

为主向城镇人口为主的转变；城镇体系由不合理到比较合理、有序的转变(邹农

俭，1998)。陈东其分析了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二元结构，指出二元结构转

换滞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并且提出了在提高农业和土地生产率的前

提下，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和相关人口为切入点，实施“有效减少农民"的战

略，从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陈东其，2002)。此外，还有人对城市化的制度伦

理支持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将伦理道德规范上升到制度的层面，通过制

度约束的形式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内化制度规范而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德意

识，以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我国的城市化提供良好的伦理环境(费尚

军，2002)。总的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等角度对影

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户籍制度、土地制

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建设投资制度、市镇设置制度、教育制度、

城市行政管理制度、伦理制度等方面。综上所述，各学说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影

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预见，在2l世纪我

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研究将会进一步的深入。

1．3研究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作为经济结构现代化另一重要

表现的城市化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严重滞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在于

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水平的低下，而在于制约、影响城市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

所以，研究温州的城市化进程，不能局限于表面数量的增长，而应该更多地关

注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即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本文以温州市为

对象，针对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性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出发，了解城市化

与制度安排的现状，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适应城市化加速和经济高速发展

的背景，做到合理、健康地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全面发展。

并且希望通过对温州市的研究，探索中等城市在制度安排保证下如何保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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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从而对相似类型城市的发展有所启迪。本文的研究视

角主要立足于对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既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

化的影响，也研究城市化的发展对制度安排的促进；既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经

济系统的影响，也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社会系统的影响，通过理论的探讨对温

卅I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提出具体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运用文献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等方

法，对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温州城市化的制度创新进行探讨。总体来

看，社会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以及历史分析法是本研究的基本指

导思想，也是本研究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具体来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根

据研究的需要，局部采用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文献法，比较法，归纳与演

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等。此外，本文的研究中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综合了社会学、制度经济学、人口学、行政管理学、社会保障学等学科的理论

成果。

1．4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1．4．1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制

度安排对温州城市化的影响，并为温州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提供具体的建议。全

文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章系统而扼要的概述了当前国内有关城市化的制度安排的研究现状，指

出了国内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即在相关制度安排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探讨制

度安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侧重于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分析制度安排与城市

化的关系，而有关制度安排对城市社会系统的影响论述不足。同时指出，已有

研究对制度安排如何作用于城市化进程的机制探讨不够深入。此外，本章还阐

明了笔者的研究视角和主要方法。

第二章主要介绍相关城市化理论，对城市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了详

尽地阐述。城市化是动态的演化过程，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更新完

善的过程。基于城市化的渊源、概念界定以及以人口转移和集中为前提、以经

济活动的集聚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为核心、以农村和城市的互动

为基本方式的本质特征分析，本章充分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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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和生态学

派理论。同时针对城市化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阐述了相关城市化驱动机制。研

究城市化发展问题，有必要深入系统地把握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理论

和城市化经济驱动机制，对这些理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城市化发

展的认识和理解，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关系。笔者认为，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对

城市化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并不直接作为城市化的动力

因素，而是通过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相关制度的变

迁和完善。

第四章主要对温州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回顾，并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了历史

和现实的考察。笔者认为，温州城市化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部分制度安排己经成为当今城市化进

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五章对温州城市化制度安排的特征作了详细的描述，并且指出当前影响

温州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障碍为城市发展政策、行政区划、户籍制度、土地

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等。

第六章从微观角度对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的几种主要制度提出了创新的具

体建议。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创新、行政区划、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

度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创新等。具体内容将在第六部分作详细讨论。

第七章主要对全文的重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就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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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研究的技术路线

导论

{i
城市化理论

U
制度与城市化双向互动关系分析

U
温州城市化回顾

U
城市化制度障碍分析

．∥／ ＼心▲
I城豢蔷元l土地政策l行政区勺1人口政策l规划机制l财政体制I

制度创新的具体建议

0
小结

图1．1论文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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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城市化发展相关理论

2．1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2．1．1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最早源自于农业区位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杜能在《孤立国》中

对农业土地效益进行了研究(杜能，1826)，这被视为最早的区位研究。系统的

区位理论是由近代区位理论的奠基人一阿尔弗雷德·韦伯完成的，他在1909年出

版的研究工业区位问题的著作《区位的纯粹理论》是第一部关于工业区的比较

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著作，标志着区位理论的诞生。克里斯塔勒的《南部德国德

中心地》和廖什德《经济空间秩序》等著作，在总结农业区位理论和工业区位

理论的基础上，增添了市场分析、贸易分析等区位分析方法，将区位理论推向

了新的高度。区位理论认为，运费、劳动力费用和聚集经济是最主要的区位因

素。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点

状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由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组成，

城镇之间及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城市的集聚性使得作用力最大，从而

创造出一个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也就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区位

理论的贡献在于分析了城市效益的根源，确定了城市的分布状态和分布形式。

2，1。2结构理论

城乡经济、人口变动是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

三种模式讨论了城乡结构的变动。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是在刘易斯“二

元结构"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上建立的发展中国家两部经济发展模型。乔根森模

型对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的各种假设作了深

刻反思，进一步深化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研究，指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

工业部门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托达罗模型指出农业人口向非农

业人Vl转变的条件取决于城市和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异和城市为农业人口提供的

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现代部门才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通过现代部门不

断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可以改变人们的就业、居住方式和消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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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实现城市化。由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类型一农村工业经济的存在，中国理论

界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构筑了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也被称为双重二元

经济结构理论，指旧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逐步转向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

农村内部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位于农村地域上的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以

及位于城市地域上的城市传统工业区和城市新兴经济区，由此也就构成了城市

和农村之间日趋复杂的二元矛盾。另一种结构理论是三元区域结构理论，将社

会区域划分为农村、小城镇和城市，突出了小城镇在社会区域地位中的不断上

升；或将社会区域划分为城、郊、乡，认为城市的发展具有膨胀力将会不断地

包容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混杂城市和农村两种因素的“社会性接触变质”地

区，或称“DESAKOTA”区域(城乡融合区)。

2．1．3区域分工理论

区域分工理论的主要源自：一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二为赫克歇

尔(E．Heckscher)和俄林(B．C．ohlin)的要素享赋学说。李嘉图的比较利益(比较

成本)从生产上的相对优势和成本上的相对差别出发，主张劳动地域分工等；

赫克歇尔的基本思想是区域之间或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享赋差异是它们之间出

现分工和发生贸易的主要原因，后者是基于前者的研究，均强调区际分工和区

域优势发挥的重要性。

本文所谓区域分工是指经济分工，即所研究的经济区域之间的生产性分工，

是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通常总是由若干个异质

经济结构的更低层次区域整合而成，而不可能由若干个同质经济结构的更低层

次区域集合而成。在资源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为满足各自区

域经济方面的多种需要，提高经济效益，各个区域在经济交往中必须要按照比

较利益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于是，在区域之间就产生了分工。

区域分工实质上表现的是所研究的经济区域之间的分异和依存关系。它在某种

意义上决定了区域经济专门化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区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特征，决定着各经济区域的经济优势，决定着区域经济联系的内容、性质和规

模等。所以，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区域发展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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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极化理论与城乡互动理论

极化理论主要是对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及其转变趋势进行探讨，认为区

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将扩大区域差别，并从空间角度给予解释。佩鲁(EPerroux)

提出"增长极化及其效应原理”，这是极化理论的开端(佩鲁，1950)。缪尔达

尔(GMyrda_1)研究了其中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缪

尔达尔，1957)。赫希曼(A．D．Hirstchma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极化效

应”和“涓滴效应"，这是极化理论的发展。极化理论片面强调了地区的累积性

优势，而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作用，

认为城乡差距有不断扩大的差距。

而城乡互动理论认为城市和农村是区域整体的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相

辅相成的。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城市在空间地域上的前进与农村在空间地

域上的后退是同样明显的。也即，农村城市化使农村由静态变为动态，从而雹

城乡于一个互动的系统中，构成一个动态的连续体，即由城市、城市边缘区、

小城镇和乡村组成的一个变化着的混合体。因此，当代意义的城市应该包括城

市、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城市这三部分，而当代意义的农村也应该包括乡村、乡

村城市和城市边缘区三大部分。在互动过程中，城乡得以共同提高。

2．1．5集聚一扩散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必然首先在一定的地点(即经济增长点

或增长极)发生，然后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增长的实现必须具备生产要素，

无论是劳动力、资金还是技术都会自发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各种要

素都有一种自发的流动趋势，即从低效益的地区、部门流向高效益的地区、部

门，力求实现资源的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城市就具备对要素的吸

纳和聚集功能，城市的市场容量大、规模效益高、交易成本低、专业化分工细

密、信息传递快速、外在效益明显、基础设施于服务水平优良、竞争环境规范、

消费者选择的空间广阔，这些都是城市具备的聚集效应的优势。但是，当城市

的聚集效应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由于经济增长点的高速发展会受到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的约束，发展速度可能放慢，诸要素开始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

于是出现了由增长点向周围地区的扩散效应或辐射作用，带动了城市周边地区

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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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反磁力理论(卫星城理论)

该理论的先驱是E．霍德华(Ebenezer Howard)，他在1898年写了本题为《明

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的书，

此书在修改后于1902年出版时更名为《明天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E．霍德华主张在城市的远郊建设一些地理上独立的小镇，镇上有

工业、商业和其他工作岗位，居民可以就地工作和居住生活，这样将大城市多

余的人口疏散到这些小镇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和负担。这些在城市外围建立的

若干小城镇就是”反磁力中心”，它们在分散中心城市压力的同时也将中心城市的

扩散效应传输到周围腹地，深化了城市化的进程。爱伯克隆比(P．Albercrombie)

在大伦敦规划中实践了E·霍德华的“田园城市"构想，这是反磁力理论的首次

运用。美国格拉姆·罗迈·泰勒在1915年将这些建立在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定义

为“卫星城"(Satellite City)，认为它们类似于宇宙中的卫星，可以分解大城市

在地域、人口、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压力。英国率先建立了卫星城，之后法国、

日本、意大利、苏联、美国、比利时、荷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也纷纷建

立了卫星城，我国京津沪等大城市的郊区也建立了卫星城。第一代的卫星城即

卧城，是只提供生活设施不提供工作娱乐环境的小型居民城镇，第二代卫星城

增加了居民的工作和文化设施，第三代卫星城基本上独立于中心城市，第四代

卫星城己经形成了与中心城市互相影响的网络式格局。反磁力理论(卫星城理

论)的提出旨在削弱从边缘区到核心区的回波效应，有助于最终实现区域的平

衡发展。

2．2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机制

由于城市能够产生外部性经济，城市化不仅决定于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也

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发展经济学家(Perroux，1955； Myrdal，1957：

Hirschman，1958)和地理学家(Pred，1966)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指出，城

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

前，人们对这种作用的机制并不清楚。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Paul

Krugrnan，日本经济学家M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Anthony J．Venables

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交易技术为基础，对人

口和经济集聚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几种理论模式。其中最主



第2章城市化发展相关理论

要的模式是迁移驱动模型(krugman,1991：Puga,1998)和投入——产出联系驱动

模型(Venables，1996)。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外部性经

济，一是需求和成本的联动效应；二是劳动力市场效应；三是信息外溢效应。

对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几种模式来阐释这一问题。

2．2．1投入一产出联系驱动模型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Anthony J．Ven-ables在其“垂直联系产业的均衡区

位"(1996)一文中提出投入．产出联系驱动累积性经济集聚的模型。与要素迁移

驱动经济集聚的模型不同，投入．产出联动模型强调企业间投入．产出的联动作

用。这一理论中关于企业迁入的投入．产出成本和需求联动思想可以借鉴到企业

从农村迁入城市而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的过程上来。如图2．1所示，在垄断竞争

条件下，乡镇企业迁入一方面扩大了上游产品的当地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生

产下游产品的企业获取这一投入的运费，这两种力量将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提高，

地方盈利能力和积累能力增强，从而带来新的企业形成，而这又会导致新一轮

的联动。因此，乡镇企业迁入城市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在这里，劳动力供给

弹性是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新企业

迁入将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价格上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城市盈利能力，

从而使集聚和增长难以维系。在城市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要素供给弹性只能通

过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以及区际劳动力流动来保障。因此，劳动力流动是

投入．产出联系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新企业进入

地方盈利能力和积

累能力增加

图2．1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

上游企业地方需求扩

大，下游企业投入

费用降低

上游企业在更经济的

规模上生产，下游企

业效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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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迁移驱动模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rugman教授在其著名的”递增报酬与经济地理”一文中

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需求联动的地理集聚模型(Krugman，1991)。在Krugman

模型中，不存在区域内部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劳动力迁移，只有城市部门内

部的区际劳动力迁移，这显然不符合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

情形。考虑到这一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Puga教授在其“城市化格局：欧洲对欠

发达国家"一文中提出了既包含区际劳动力迁移又包含区内部门之间劳动力转

移的地理集聚模型，进一步发展了Krugman模型(Pugs。1998)。Krugman-Puga

模型描述和解释的是在一定工业化水平下经济的地理集聚，而非地理集聚对工

业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但是其关于劳动迁移的需求联动思想可以借鉴到劳动力

从农村迁入城市而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的过程上来。如图2．2所示，在垄断竞争

市场条件下，设想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地域。劳动迁入将增加城市劳动力

供给和地方支出，因而抑制城市工资上升、增加生产规模报酬，进而提高城市

生产率，增强城市盈利能力。这将导致城市积累能力提高和新的资本形成，新

资本形成吸引劳动力迁入，而劳动力迁入又将增加城市地方支出。因此，从城

市部门来看，劳动力从乡村迁入城市将通过需求联系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

图2．2劳动力迁入市场驱动城市部门发展的概念模型

2．2．3区域贸易一体化

城市不仅是为本地服务的，更重要的是为其他城市和区域服务，因此由区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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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区际交易效率必然影响城市化。在区域贸易成本很高时，企

业集中的效率会受到较大限制。如图2．3所示，当区域贸易一体化不断加深，区

域贸易成本持续下降、区际交易效率提高时，城市输出产品利润率提高，从而

引起新企业形成。新企业经由投入——产出的成本和需求联系以及劳动力迁移

的需求联系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区际贸易一体化有利于城市化，并

通过城市化驱动经济发展。

区际交易

效率提高

图2．3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概念模式

2．3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测度方法

2．3．1钱纳里标准法

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测度的一种方法是广泛应用的钱纳里标准。钱纳里标

准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根据10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经济结构变化统计

经验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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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钱纳里关于不同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正常变化的统计分析

工业增加值占 非农产业增加值 工业就业比 非农业就 城镇化率
GDP比重(％) 占GDP比重(％) 重(％) 业比重(％) (％)

17．8 49．2 7．8 30．2 12．8

21．0 56．4 9．1 35．8 22．0

28．7 69．5 1 6．4 46．5 36．2

33．0 75．9 20．6 53．6 43．9

36．1 80。0 23。5 59．0 49．0

38．3 82．7 25．8 63．4 52．7

42．9 87．7 30．3 73．3 60．1

44．9 89．6 32．5 78．2 63．4

48．8 91．0 36．8 87．8 65．8

资料来源：冯邦彦、马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2005．4

2．3．2 I U、NU比的O．5和1．2国际标准值法

在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时，经常涉及到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

等概念或指标。其中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可从工业劳动力或非农劳动力占总劳

动力的比重和工业增加值或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两方面来考

察，城镇化率一般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具体分析时，人们通常用IU

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

展关系。砌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即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与城镇

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即非

农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如果砌比等于l，表明工

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等；如果IU比小于1，表明了业化率低于城镇化率，城镇

里存在着第一、三产业的劳动力；如果IU比大于l，表明了业化率高于城镇化

率，农村中存在着第二产业的劳动力。NU比如果小于1，表明城镇里存在着一

定的农业人口；如果NU比大于l，表明农村中存在着一定的非农业劳动力。当

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

左右。如果IU比明显小于0．5，而Nil比明显小于1．2，则说明不仅从事工业和

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城镇地区，而且有相当数量的

农业生产人口也集中在城镇地区。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

程度而言，城镇化是超前发展了，会出现过度城镇化的态势。其表现是大量农

～㈣～m抛姗枷姗啪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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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涌人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又无充足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

岗位，过度膨胀的城镇会出现大量贫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相反，如果IU比明

显大于O．5，而NU比明显大于1．2，则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

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

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的发展是滞后了，表明城镇化发展不足。

表2．2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城镇化率的对比关系

l N U IU NU

1950年 30．45 62．20 53．80 O．57 1．16

1960年 34．65 71．75 60．50 O．57 1．19
发达国家

1970年 37．55 81．95 66．60 O．56 1．23

1980年 36．70 83．75 70．20 0．52 1．19

1950年 7．35 19．25 17．00 0．43 1．13

发展中 1960年 9．55 24．35 22．20 O．43 1．10

国家 1970年 12。20 29．30 25．40 0．48 1．15

1980年 14．95 34．65 29．20 0．5l 1．19

注：

I——工业化率(％)，N一非农化率(％)，IU=I／U，NU=N／U。
资料来源：冯邦彦、马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2005．4

IU、NU比的0．5和1．2国际标准值法是根据上述提到的IU、NU比的0．5和

1．2国际标准值来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是

滞后、超前于工业化，还是与工业化相协调。例如，表2．2反映了1950年至1980

年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对比关系。

从表2．2可以看出，从1950--1980年期间，世界上工业化率、非农化率．与

城镇化率之间基本上是正相关关系，而且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基本上

是协调的。其中发达国家的形比为O．5多一点，NU比为1．2左右；发展中国家

的IU比为0．5少一点，NU比为1．2少一点。特别是从纵向的角度看，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发展，IU比越来越接

近O．5(其中，发达国家由1950年的O．57变为1980年的O．52，发展中国家由1950

年的0．43变为1980年的0．51)，NU比越来越接近1．2(其中，发达国家由1950

年的1．16变为1980年的1．19，发展中国家由1950年的1．13也变为1980年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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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制度因素与城市化

从制度经济学看，城市的产生有两个要素：一是交易规则，一是交易成本。

如果既定区域没有出现垄断势力，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样

化和生产的专业化也不断提高，交换的发展使得交易规则不断完善，降低交易

成本的需求使得资源集中开始出现。于是，城市开始产生。如果既定区域有垄

断势力，那么，为维持这种垄断势力和降低垄断成本，维持垄断的资源也就需

要不断地集中，最后，城市也就开始产生和发展。

追求(潜在)利润是工业化扩张和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早期的城市化来

源于纺织业的发展。由于纺织业比种植业能更快地得到农业剩余，以纺织业为

主的农村工业化得到不断发展。进而带动了其他初级工业的发展。农村家庭的

传统生产被纳入工业体系，农民变成了工人，而商人和工业集镇不断增加，工

业化就这样引发了城市化。

世晃工业化的发展经历了从“要素推动’’到“创新推动’’的两大历程，使

得资源的集中程度和整合速度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资源交换条件得到了极

大的完善。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会文化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从城市化的角度看，

这个过程表现为先进的、多元的城市文化将逐渐取代落后的、单一的农村文化，

以及民主的、正式的城市社会制度将逐渐取代非民主的、非正式的农村社会制

度。

以罗纳德．H。科思(Ronald．H．Coase)和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C

North)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

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

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

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

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

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

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中国建国以来城镇化所走

过的曲折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践证明，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市化过

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这种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通

过有效率地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

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二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非农产业发

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三是通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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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地促进经济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门的

要素流人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四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城镇建设的制度

安排，促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的开发，从而满足了城镇非农产业和入

口不断集聚的需要。

城市化加速是20世纪的许多奇迹之一。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几乎所有

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国家，都体现了高度的城市化，而几乎所有的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城市化远未成功。这足以说明市场经济制度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制度基

础，换言之，市场机制是促进乡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加速集中的基础性机制。

作出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内容是人口和

资源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可以自主地

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和迁移，不存在任何的人身依附、土地依附或政治依附关

系。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人身依附关系越显著，越阻碍人口和经济的流

动，同时也就越阻碍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创造了人口和

经济自由流动的制度前提，并通过利益机制促进资源包括乡村人口向具有规模

效益、聚集效益的城市区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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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城市化的制度视角

3．1城市化制度与制度创新

3．1．1城市化

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出

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

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

的全过程；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

作为研究城市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转化：人口学家

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

比例的提高，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

社会原因及后果；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

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

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笔者认为，城市

化实质上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转化过

程，包括城市经济和社会两大系统的更替和提升，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

会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本文中所指的城市化的过程是指城市经济系统和社

会系统共同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条件下突出环境友好，强调社会发展，注重效率是衡

量城市化最主要的标准。温州城市化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城市的发展必须贯彻“城以人为本，民以城为家"的指导思想。中国

传统的城市化，城市的发展是计划的产物，城市的重心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居

民生活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处于次要地位。因此，许多城市至

今仍有大量的历史欠账须解决。在温州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应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注

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注重人与自然和谐。

二是城市的等级结构是依托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优先发展。传统的城市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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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力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成为大战略，农民的转移是就近转移，“离土不离乡"。现代城市发展具

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城市规模大，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就强，并能有效的催生

城市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大城市战略本身就是一条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途径。

从国外实践来看，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总趋势和一

般规律，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时，往往选择大城市战略。城市群是

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目前全球区域城市共生化趋势的表现，成为经济竞争

的基本单位。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把握城市“集群’’发展的趋势，科学规划、

积极引导，努力形成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

三是城市的功能分区贯彻方便市民，功能优先的原则。传统的城市化过程

中，城市的功能分区十分清晰，以规划师的指挥棒为转移，城市功能区间的人

流、物流造成人为拥堵局面。完善城市功能是城市空间布局产生的原始动力，

也是城市规划、城市经营中必须牢固树立的首要理念。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发

展中因为盲目的功能分区而人为的增加城市运行成本，降低运行效率的情况并

不鲜见。因此，温州城市化必须要求在城市空间布局设计中要贯彻紧凑社区、

就近就业、较低的开发成本和环境成本、尊重自然生态、混合土地使用等原则，

居住地与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接近，避免再出现工作与居住明显分区

的现象。

四是城市管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传统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管理是

以方便管理为主要原则，城市建设方方面面的设计，均要体现便于政府管理，

便民与效率则在其次。而从城市化进一步发展要求来看城市的交通、公共设施、

基础设施、住房、城管等既要注重人居环境、体现公平，又要兼顾效率的提升，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五是城市的扩张发展与产业集群的生态互动。传统的城市化十分重视工业

的发展，但这种工业的发展是计划的结果，缺乏系统理念，缺乏有效的集中，

缺乏规模化和专业化，工厂与工厂之间布局互不相干，工业发展的整体效率较

低。当前温州城市化强调的应是城市的快速扩张与产业集群发育的生态互动。

如果把工业化和城市化比作走向现代化动力车组的两个火车头的话，产业集群

和城市群就是火车头上的发动机，它已成为区域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一方面，

产业集群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城市交通、宾馆、展览、商业

等第三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集群及相关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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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社会总产出中城市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区域城市化进程

加快。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加快进一步促进资源的集聚，催生相关产业的进一

步集聚。两种乘数的交互作用，使城市集聚经济得以实现，城市化水平不断提

高。

3．1．2制度

制度的内涵多种多样，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使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

法研究制度却是从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

法研究制度变迁及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把制度作为经济研究的内生

变量。

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诺斯指出，制度是一种社

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①。舒尔茨把

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里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他对制度作

了经典性的分类：

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等。

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

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等。

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遗产

法，自立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等。

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

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等。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行为规则，这种规则

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是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或激励的

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③。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

法律基础规则，例如法律和产权规则、规范和社会传统等。一个社会的基本经

济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环境层次上的制度。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一般不发生变

化，但这不是说不能变化，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逐渐变化的。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支配经济

。【美1科斯·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fH版社-2001

。【美1w·阿瑟·刘易斯·粱小明译．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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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之间可能采取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制度安排可能是最接近“制度’’的最通

常使用的含义，或者说，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制度安排可能是正规的，

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它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

制度安排至少有两大目标，一是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

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二是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

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作竞争的方式。制度安排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也有人把制度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

约形式"或“契约关系”。

3．1．3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书中提出的。他给制度创新下的定义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笔者认为，

制度创新是指对现存制度的变革，它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以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

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竞争规则、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等各种主要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现

有制度系统的运作效率，制度运作效率的高低是衡量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志。

3．1．4工业化与城市化

所谓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日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持续扩张，特别是制造业增长迅速，导致农业部门净

产值和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而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大体上保持不变，结果，工

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渐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经济就实现了工业化。

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的定义，城市化是“人

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转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农民在工作

存在利益差别的前提下，不断从农业劳动转为从事工业、商业及其他非农业劳

动。在参加这些劳动的过程中，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与

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日益接近。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18世纪的工业革

命，促进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加强，加强了地域分工，促使了工业和人口

在地域上的集中。工业化的发展扩大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出现

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本身基础设施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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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化的“拉力"，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化的

“推力"。但工业化能否J,I页N地推进城市化，还要取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能

否形成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

3．2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

3．2．1制度安排的一般功能

制度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林毅夫认为，制度提供了安全(对确

定性)与经济(规模经济与外部效果内部化)两方面的功能服务。张春霖认为

制度提供了资源配置功能和行为动力功能；刘世锦则将制度的功能分为激励、

配置、保险和约束四个方面的功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激

励和约束，通过激励机制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制度的功能与

之存在某些共性，但是也有其特殊性，城市化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

方面：

1、选择与确认。不管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城市化的制度安排首先

都是对多样的城市存在(包括城市形态、功能、结构、文化、精神及城市人员

的行为、意识等)的选择与确认。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方向，

是对城市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以及生活方式变革等内容进行的选择，

并以权力文本或习惯、习俗的方式对这种选择结果给予认可、明确，使城市特

点成为一种在实际交往中可以感知到的明确的现实公共存在。城市化的制度安

排为人们认识城市和发展城市提供了根本途径。

2、规范与整合。城市化的制度安排的发展程度表征着一个城市的组织化、

秩序化程度。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将无数的独立个人，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

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整合为一个有序的城市。没有城市化制度安排的规范、

整合，也就没有城市化的稳定、秩序、一体化，没有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完善

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推动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3、约束与激励。规范功能使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成为一种约束机制。城市化

制度安排的整体化、秩序化导向，必然对城市成员的多样行为、多样意识等具

有一定的约束性。城市化的正式制度通过监督、处罚、惩罚等形式对城市化的

主体进行约束，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舆论、伦理道德等形式对城市化的主体进

行有形或无形的约束。同时，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也具有～般制度的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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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激励机制。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以奖励、接纳等有形或无形方式，对符合

城市化制度规范要求的行为进行鼓励，对城市化主体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导向、

拉动作用。

4、塑形与示范。城市化过程不仅体现为城市人口的聚集，城市地域空间的

转换以及城市产业的转型，同时也体现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没有有效的城

市化制度安排也就没有良好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健康发

展的重要指导。合理、良好的城市内容通过城市制度来确认，不合理的城市化

内容依靠城市化制度重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以制度为核心、动力的持续过程。
国

3．2．2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城市化发展的运行条件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运行条件g

1、微观聚散主体具有充分、完备性。要维系城市聚散机制的良性运转，必

须要有充分、完备的微观主体。因为城市经济聚散力要通过微观主体的活动作

用于资源配置过程。这种充分完备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主体是否具有充

分的经济理性，即是否具有充分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包括独立的产权及

独立行使产权的能力。其行为是否具有“经济人"行为特征，是否表现为追求

市场利益最大化。只有完备的微观市场主体才能感应优势区位上的利益激励力

量，并在这一力量的驱使下做出灵敏的反应。

2、要素市场体系具有统一、完善性。要素市场体系是各种经济要素聚散配

置的传导者，没有要素市场，就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最佳区位进行选择配置。

这种统一、完善性表现为市场结构的完整性、多层次性和联系的有机性。市场

结构不完整，会直接制约城市聚散力的传递，而且要素市场作为有形市场，其

吸引力和辐射力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有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进行层层传递，

才能尽量扩大要素市场的作用范围。同时，只有形成一个一体化、高度组织化

的市场有机整体，各生产要素才能通过具有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进行聚集扩散。

3、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发达、优良胜。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聚散均衡机制运

行的物质载体，决定了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资源要素吞吐的深度和广度。从一

定程度上说，城市经济聚散过程就是经济组织与基础设施在某一空间范围结合

的过程。

①陈忠．城市制度：城市发展的核，tS,构架．城市问题，2003年第4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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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聚散障碍要降到最低程度。聚散障碍包括制度、功能、运行障碍，如户

籍制度、地方封锁、“诸侯经济”等，如果这些障碍存在，就会使进入成本较高，

挫伤资源要素向优势区位转移的积极性。如果障碍过高，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制

约并扭曲城市聚散力的市场运作，使城市聚散力难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发挥

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政府应尽量减少资源、要素“进出”城市的“摩

擦力”，最大限度降低门槛，保证经济聚散均衡机制充分运行，顺利推进城市化

进程。

事实上，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下，制度供给一方面影响着微观经济主体的

选择行为及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比

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而所谓制度障碍指阻碍资源、要素流动和向最佳

区位聚集扩散，促使城市经济聚散失去均衡，影响和滞缓城市化进程的各种功

能、制度及运行性障碍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劳动力、资金、信息、技

术及其它资源要素等不能均衡合理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以至于出现人力、

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和严重短缺的两难困境，诱发各种城市病和城市综合症，

进而出现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3。2。3制度安排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途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发明、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是经济增长本

身，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是

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

发展。国内学者继承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倾向于将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为

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促进城市化

的进程，但是并没有阐明制度安排如何作用于城市化的进程。笔者认为，制度

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

1、通过提高制度系统(制度结构)的运作效率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我们

知道，制度安排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安排

很多，单一的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并不必然是显著的，单一有效的制度安

排也不一定必然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只有一个社会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的总和——制度结构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

制度结构及制度创新，即使发生了结构转换和要素流动的动力，并不必然导致

城市化或城市的正常发展。(刘传江，1999)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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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有可能缺乏效率。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某～项制度安排是否具有效率，而

是每一项制度安排共同“嵌在"制度结构中，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不

必然要求每一项制度安排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提高制度结构的运作效率才能

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2、通过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很多学者将

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为城市化的动力之一来进行研究，将之与工业化、经济发

展、科技进步等城市化的动力因素视为同一等级的变量，认为制度安排对城市

化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动力

的保障，它并不直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是通过制度的保障，提高城市化的

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使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挥最大的作用，进而推动城市化

的进程。制度安排推动城市化必须借助于诸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中间变量

来实现。

3．2．4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

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是通过对各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影响

实现的。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刚性。制度一经形成，该制度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影响(正面的或负面的)都是强制的和持久的；如果一个国家正处于

制度的变革之中，那么制度变革本身就会作为一种最为重要和最为强烈的要素，

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中占有核心地位，具体来看，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圆：

1、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

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部门在维持本部门再生产的同时产生农业产品剩余和劳

动力剩余，为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推力；

2、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工业、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国民经济的工

业化和非农化，从而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必要的

拉力；

3、通过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使

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

力；

母叶裕民．我国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熊利萍．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创新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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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

开发，以满足城市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对城市公共品供应和不断增长的需求；

5、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城市文明的提升和普

及，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的渗透，为城市化的进程提

供良好的文化环境支持。

3．3城市化对制度安排的反向促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度安排对城市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制度安

排与城市化之间是一种双向互促的关系，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会促进城

市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将推动制度安排的变迁和创新。关于制度创

新的动力探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帕森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指出，制度

创新的原动力来源于系统内部“均衡的失调”，这种失调引起系统内部的某种不

稳定并最终导致系统体制的变革。制度学派则用“需求一供给"的框架来分析

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认为制度创新是否发生取决于创新者对创新的预期受益

和成本的理性计算。以上这些有关制度创新原动力的探讨有助于我们阐明城市

化的发展是如何促进制度安排的变迁与创新的。从各学派对制度创新的动力分

析中，笔者总结出城市化对制度安排的反向促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3．3．1城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是制度创新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

重要原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

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即制度的变革。在城

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原有的制度安排不能满足城市生产

力发展的需求，必然要求对原有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变革，这是推动城市化

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

3．3．2城市化的发展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心理环境

社会心理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必要前提，社会心理环境的有序性和适应性是

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随着城市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化所带

。汪和建主编．现代经济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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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为人们所肯定，城市化的示范效应逐步发挥。人

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进取性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进一步

的制度创新来实现自己经济的、社会的期望，人们对制度的需求意识增强。那

么这种总体上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有利于城市化的制度创新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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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温州城市化发展回顾及主要经验

几年来，温州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

进城市化进程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布局合理、生活

环境优美、辐射功能强劲的现代化大都市为目标，确定以“中心集聚、两翼发

展、突出重点"为城市化发展战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积极推进中

等城市和重点小城镇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加快城市化进程纲要》和《城镇体

系规划大纲》，按照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东移、跨江、面海”的城市发展方向，

拓宽了城市发展空间，拉大了城市架势，明确了以洞头半岛工程为启动建设的

瓯江口区域空间拓展和以南北为轴线的沿海产业带发展，逐步实施城市中心转

移和功能区外拓；加快诸永、沿海高速公路和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使温州对

外交通高速路网骨架基本形成，对外交通有了进一步改善，完善了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形成合理的城市交通路网；加快城市环境建设，加强三烊湿地与大罗

山生态保护工作，推进温瑞塘河综合整治，加强城市环境建设与整治，逐步改

善城市面貌。加快了城市公园、广场、居民区的绿化建设，不断扩大城市公用

绿化空间，城市绿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重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重要街区的整理，逐步提 60

升城市文化品位；加快中心城区的产业"退二
bU

进三"进程，实施城市布局合理调整与产业结 30

构优化。
zu

一是城市建成区面积进一步拓展，城市0

化水平稳步提高。使城市建成区范围从

1998年的68平方公里扩大到2007年

的164．1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从1990 图4·l主要年份温州城市化变动

年的28．21％提高到61．49％，如图4．1。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7)

二是城镇对人口集聚力进一步增强，城镇人口比重稳居高位。据省统计局5

‰人口抽样调查推算结果显示：2007年底温州市常住人口为790．1万人，为全

省第一人口大市，比杭州、宁波分别多3．9万人和100．6万人。按常住人口计

算，温州市城镇人口比重为60．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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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是一种协调分工、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的空间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功能，城市化的

发展，有力促进了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市场化，拉动了投资，刺激了消

费，活跃了外资，刺激了民资，为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2006年，

全市城市市区GDP为778．5亿元，占全市GDP的42．4％，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

142％和三个百分点；由于城市市区的“退二进三"，使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优化：

城市化在提升城市经济功能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使城市

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现代化水平

的一个重要标志，如表4．1所示，温州市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接近第

二产业比重，且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

表4．1温州市主要年份国民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比重(％)情况

年份 GDP(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第二产业

1978 13．2 42．2 35．8 31．1 22．0

1984 30．2 37．3 38．6 34．6 24．1

1990 77．9 27．4 44．7 38．2 27．9

1993 196．0 13．3 58．4 50．8 28．3

2000 822．0 6．6 57．5 50．8 35．9

2003 1212．5 4．7 57．2 51．8 38．1

2004 1388．9 4．7 56．7 51．4 38．6

2005 1596．4 4．1 54．3 49．8 41．6

2006 1837．5 3．5 54．7 49．9 41．8

资料来源：根据《温州统计年鉴2007))第59，62页

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学者对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体系(见

表4．2)，2006年温州市综合得分超过了66分，说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

的前半段。同时，参照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从温州居民当前的实际消费情况

看，目前温州已经明显进入了汽车消费快速上升的时期，同时兼有高额群众消

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特点。虽然从人均GDP看，到2006年温州刚超

过3000美元，但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国第三。综合各项指标计算，参

照居民实际收入、消费水平，本人认为，温州的产业结构演变已经进入了工业

化后期阶段，而且也可以看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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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地区工业化划分标准及2006年温州的指标值

工业化实现阶段
前工业化 后T业化

基本指标
阶段I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阶段V

II III
工业化后期Ⅳ

2880-5760 10810人均GDP(经济发展
720-1440 1440—2880 5760-10810

水平)(美元) (3060) 以上

A<10％。I>S A<10％，I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A>I A>20％，A<I A<20％，I>S

(产业结构) (3-5：548：41．7) <S

制造业增加值占总 60％以上
商品增加值比重 20％以下 20％——40％ 40％-50％ 50％一60％

(工业结构) (72。5％)

人口城市化率(空 50％-60％

间结构)
30％以下 30％-50％ 60％-75％ 75％以上

(57％)

1096-30％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60％以上 45％一60％ 30％一45％ 10％以下

占比(就业结构) (16．1％)

注：

1、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学者在进行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时，选择了人均

GDP、三次产业比重、制造业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这五项指标进行综合打分，并分别给于36％、22％、22％、12％、8％的权重，最后计算结果，

大于0小于33分位前t业化阶段，大于等于33小于66分为工业化中期阶段，大于等于66

小于等于99分为工业化后期阶段，得100分为后』=业化阶段。并且以该阶段得分的中间值

为界，把各阶段划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

2、A、I、S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3、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温州该指标的数值。

资料来源：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

济研究，2006年第6期

4．1温州市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4．1．1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动关系

温州工业化进程中的低城市化效应，反过来开始制约工业化效率的提高和

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提高增长能力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因此，温州的工业化

发展，就需要有城市化为其提供外部环境，通过强化城镇城市化，促进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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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阶段转变的动力机制，促进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布局，促进第三产

业的发展，改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状况，增强经济增长能力。

4．1．2以城市化促进农村现代化

推进城市化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工业化水平，改善环境，加快实现现代化，

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温州人多地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

力比重较高，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力量大面广，只有通过城镇城市化，才能有效

地解决农业人口有序地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集约化和农村现代化。

4．1．3强化要素集聚

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市依赖于产业集

群的发展(见表4．2)。根据温州块状经济的现状特点，加快温州的城市化发展，

绝不是简单的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大，也不是单纯的工农业量的增加，而是要以

强化要素集聚为中心，通过加强要素向优势区位的集聚，强化城市现代化功能，

培育区域中心城镇，优化温州城镇体系结构，积极消除城乡融合和要素交互流

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表4．3温州市各主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基本情况(2006年)

产业名 主要分布 规模企业数 产值(亿元) 出口值(亿元)

电气 乐清、瓯海 712 477．37 66．41

鞋革 鹿城、永嘉、平阳 738 391．84 172．76

服装 鹿城、永嘉、平阳 297 176．43 32．28

通用设备 龙湾、永嘉 65 l 207．58 35．44

交通运输设备 瑞安、瓯海、乐清 348 129．57 35．68

塑料 平阳、苍南、龙湾458 208．30 19．78

印刷 苍南 195 38015 1．47

资料来源：《温州概况2007》第19页

但由于自身发展的不足，加上周边城市的崛起，温州城市的辐射能力已经

相对减弱。为此，不仅要加快港口、道路等硬环境的建设，更要争取政策、制

度等软环境的优化；不仅要加强有形商品市场的建设，更要加强金融市场和区

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等无形要素市场建设；不仅要注意温州人居环境的改善，更

要注意开放形象的树立；不仅要增强中心城市的节点功能，更要构筑配套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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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区域城镇体系。要按照十七大精神，以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为主要

目标，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加快消除不利

于城镇城市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进一步加快温州的富裕小康社会建设。

4．2当前温州城市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4．2．1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走过了一条通过民营化、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

的发展道路，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

不少体制性障碍的硬伤，城市化现状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增长速度不相适应，2000．200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1．5％，而

城市化水平年均仅递增1．45％；

二是工业布局不合理，工业用地紧张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温州与杭州、宁波等城市相比，资源约束格外明显，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瓶颈制

约，人均耕地全省最低，直接造成企业扩容的困难，抑制了投入。2000年温州

市供地量占全省的比例为11％，2003年占全省降到2．5％。另外配置效率不够高，

不少成长性中小型企业无法得到土地，同时供地率也一直难以得到提升。

三是产业层次低，传统产业技术更新缓慢，新型产业发展滞后。温州工业

企业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但整体优势不突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大多数属

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层次偏低，技术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不少产业和产

品已陷入过度竞争、同质化竞争的低水平竞争格局：

四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三次产业结构仍然不合理。2002年第三产业占全

市GDP比重仅为38％。温州市的城市化水平不足以满足农村工业企业对集聚规

模效应的要求。从1990年开始至今，产业结构一直呈现“二、三、一"的特点

(见图4．2)，温州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演进理

论，是一个向工业化中后期不断迈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稳步上升，但也可以看出，能量释放最充分、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

是工业。而温州第三产业水平的低下正是与较低的城市化相对应的，因此当前

温州市工业化进展放缓、三产难以壮大与城市化滞后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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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4 2[990年一2006年j扶产业贡献率变动

资料来源：温"l缆计年咎(2007)

囵

4 2 2城镇体系和中心城市功能不完善

到2006年爪，中心城市聚集的城镇人【I大约只占伞市城镇人口的19％。城

市人口在20万一50万的中等城市全市空缺。部分县域L}】心城市和l25个小城镇

都只具备镇级的人口枷模。这种平面化的城镇体系山于敞乏中间膳次，缺少了

城市能量千J效传导机制层，出现了中等城市的断层，体系的小完善，必将损害

叶]心城市功能的发挥。同叫，山于支撑体系的不足，进一步导致了中心城市功

能弱小。而小城镇数量的庞大，实际r与中心城『H功能的弱小足有凼果关系的。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集群式、块状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扩允在支撑者牟市舞

济的陕速发展，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而乡镇企业则“遍地丌花”，

至2006年底，乡镇企业T业总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值的70 2％。城镇总体的

集聚效益较低，全市城镇体系的平而化特征明显，小城镇的分散化，使农村呈

现“村村琢城镇、镇镇象农村”的景蒙。由于长期以束注重-『k本身尤其是农

村工业化发腱，没有与城市化紧密衔接，城rH规划与工业发展规划脱节，造成

工业印局分散和生产力分布不堪台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心城市在经济总量中

的份额相对r降，中心城市功能弱化。温州县(市)区域经济利益的实现，相

当大的部分并不以叶]心城H为依托或支撑地．如果区域利益的实现途径小经过

区域中心城市，温卅『中心城『fi在某种程度J．就成为县(市)区域经济中ur有uf

无的城市。当小与中心城市联系的开放经济比例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直接

损害到中心城市功能的拓展。近年来部分有实力的企业频频“迁都”上海_F是

佐证。这种平面化的城市体系，结果是使温州的区域难以彤成个在经济链条

J一紧密结合的整体，严重削弱了温州作为沿海地区"放城市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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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首先是港口建设问题。港口是基础性资源，是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

门户，是支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温州港地处我国东南

沿海，位于宁波港和福州港之间，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建港条件，港口现代

化是温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市委在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温州市“一港三

城”的发展战略，已明确港口建设是温州市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但目前从总体上看，温州市深水泊位数量和货物吞吐量只占全国沿海港口总量

的1％；港口规模小，现代化水平低，功能单一；结构性矛盾突出，临港工业基

本未起步；与港口衔接的公路、铁路不配套，集疏运条件差；由于基础设施落

后，远洋航班空缺，近洋支线航班无法正常营运，只能处于喂给港地位，经济

腹地内大量货物和箱量外流；深水港建设起步艰难，动作不大。温州港目前至

少已经落后宁波港15—20年，已经严重不适应主枢纽港的地位，也影响了中心

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城市化的集聚发展。

表4．4浙江省各港口吞吐量情况(单位：万吨)

港口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宁波港 11547 12852 15398 18543 22586 2688l 30969

舟山港 3189 3281 3281 5722 7359 9052 l 1418

杭州港 2187 2337 2131 2828 4864 5094 5221

温州港 859 1314 1676 2338 2630 3102 3275

台州港 950 1024 1 100 1457 2022 2067 2107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2007>>第405页。

其次是能源问题。能源紧缺已经开始制约温州市经济和城市发展。温州市

近几年来对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设施投入不足，至今历史欠帐较严重，严

重制约温州市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4．2．4城市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温州市从城镇发展密度、形态与发展阶段上可以把当前城市化区域分成三

个不同发展进程的区域，即中心城市及周边高度城市化地区、两翼城镇连绵区、

山区海岛点轴城镇发展区。由于忽视区域整体发展，导致出现区域发展严重差

距。一是块状经济差距拉大。在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及文成、泰顺山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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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个经济增量阶梯，并呈北高南低，差距进一步拉大。1992年，三区两市6DP

占全市54．8％，财政总收入占全市61．3％。而2002年底，三区两市69P占全市

份额上升到71％，财政总收入占全市份额上升到80％。

二是发展趋势差异明显。经济增量大的三区两市发展势头强劲，城市化进

度明显，而永嘉、洞头随着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的上马，拉动效益明显，发展

潜力很大。而南翼四县交通欠发达，城镇规模小，发展速度与北翼的差距逐年

拉大；三是贫富差距逐渐明显，欠发达地区脱贫步伐缓慢。温州市虽属沿海发

达地区，但欠发达面广，人口多。尤其是山区海岛贫困人数多，城镇集聚效应

差，城市化实现难度也很大。全市列入省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的有38个乡镇，到

目前约有35万人年人均收入低于1800元。而城市年人均收入已达到26000元。

4．2．5长三角经济因素的影响

从所处的地理区位看，温州地处中国无足轻重的“盲肠”位置，以至于国

家对温州从未予以很大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按人均计算只

有88元，远低于全省平均的240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依靠自身努力，

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形成了全球闻名的温州模式。但如今，当以上海为龙

头的长三角进一步崛起时，位于长三角边缘的温州便成为“两不沾”的边缘地

带。正是由于这一边缘化的地理区位限制，当相邻的台州市也挤进长三角经济

圈的时候，温州却一度被关在了大门之外。实际上，从经济发展历史上看，温

州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心城市，自身就是浙南中心城市。随着经济

全球化和现代物流、资金流速度的加快，使得温州中心城市功能被周边城市尤

其是上海等长三角城市分流。当前温州大量资金的外流以及县域经济中一部分

功能或企业直接通过与上海联系获得市场、信息等经济资源，削弱了温州中心

城市的集聚作用。从总体上看，上海为首的长三角经济因素对温州的中心城市

功能发挥具有很强的弱化作用，特别是当上海本身作为城市还处于旺盛的集聚

阶段，其扩散能力相对其集聚能力还较弱的时候。

4．2．6城乡冲突

l、开发成本。城市的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是政府统一投资建设的，其

服务范围是全市县域的，易形成一个政府出钱而区、县、镇、村多个发展主体

受益的情况。但实际开发效果上，政府统征地因成本过高而缺乏吸引力，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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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镇的留用地因为开发成本低、地价便宜，又能方便享用市政基础设施而吸

引力大增，形成了吸引投资的所谓“盆地效应”，这不能不说是政府面临的一个

尴尬局面。

2、城市化的冲击。城市的快速发展，使靠近城市的部分村镇迅速为城市所

包围，急速发展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又往往忽视村镇现状和发展需要，使

新旧设施系统衔接不上，标高不统一，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现象：甚至

多处出现因新建城区破坏原基础设施造成水浸的问题，损失巨大。反之，许多

城中村的存在又因其管理和政策上的独特性成为城市整体进步的障碍，更新发

展非常困难。

3、农村的困境。乡村经济长期缺乏活力，与城市缺乏带动和扶持是有关的。

农民收入提不高，农村购买力市场形不成都影响到城市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大量农村土地的预征和统征降低了对土地长期投入积极性，土地资源作为工业

化初期重要的原始资本其运作受到严格限制，也不利于农村地区(包括部分区、

镇)的财富创造和积累。

4、非开发者拥有土地。温州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各县市自己筹集资

金(如水利工程)，以地抵工程款的现象非常普遍，其后果如何呢，政府提供抵

款的土地一般都是接近完成开发准备的熟地，而接受者不一定有开发的能力和

愿望，常处于待价而沽的状况，使这些土地常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既影响了

城市统一发展的步调，也打击了土地市场的信心，政府损失的是最好的用地和

相应的发展机会。这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创造的土地

资源被非开发者占有，既不能开发利用又不能进入正常的流通市场，还造成城

市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混乱。许多村镇正在为缺乏发展用地而苦恼，而许多

后备用地又掌握在城市的债权者(而非真正的发展商)手中。那么在发展机会来

临的时候，该用什么去留住这些机会，或者说应有什么资本去创造这些机会呢?

在这些债权者低价进入城市的土地市场时，温州损失的不仅仅是某些用地的机

会成本，而且还有整个市场的秩序、信誉和价值总量。

4。2．7社会管理能力不强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收入差别悬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外来务

工人员难以融入温州社会，由此产生的社会摩擦和冲突经常发生。同时由土地

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区域性和行业性环境污染、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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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利益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访以及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亟需建立政

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

理力量同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

面管理的完整体系。但是这方面建设在温州还十分薄弱，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管

理理念无论在领导干部还是群众中都还极为缺乏，领导干部的“全能政府"意

识和“包揽天下"的心里还严重存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也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尚未完全转变，政府社会管理方式比较僵化单一，

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和发展要求。对明确和完善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实现两

者的互联、互补和互动，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中

的作用缺乏研究和引导，基层社会自我管理功能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未能很好发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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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城乡二元体制

纵观我国50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及其制度安排，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城乡二元

模式。这种制度特征必然会引起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工

农业两级对峙的二元发展格局。城市化制度安排的二元模式首先表现为城乡双

重居民身份体制。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村和城镇人口人为分割为农业入口和

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方面存

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二元模式表现为城乡双重交换体制。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实行偏重城市和保护城市

的政策，不仅从户籍制度上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在商品交换上还

实行不平等的交换体制，即依据行政手段，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实现城

乡的商品交换。有什么样的城市化制度安排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城市化过程，正

是这种具有双重性的制度安排，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分割的

二元特征，时至今日，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并严重影响着温州城市化进

程。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两极分割的

局面，也成为推进城镇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一是流入城市

的资源原本在农村；二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跨过进城的门槛；三是政府财政

支出更多投向城市，农村得到的利益明显减少。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

化进程，使得农村村镇规划建设难以有效实施，低小散、脏乱差的面貌改变不

明显；农业产业化步履艰难，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居民年人均收

入与农民年人均收入的比值进一步拉大(如表5．1)，城乡居民收入比2006年达

到2．88，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表5．2)，这种局面也阻碍了温州市城市化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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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温州市主要年份城乡收入比情况

城市居民入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年份 城乡收入比

(元) (元)

1981 477 270 1．77

1990 2007 912 2．20

2000 12051 4298 2．80

2006 21716 7543 2．88

表5．2温州市2006年城乡收入比与省内主要城市比较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地区 城乡收入比

(元) (元)

全省 18265 7335 2．49

杭州 19027 8458 2．25

宁波 19673 8847 2．22

温州 21716 7543 2．88

绍兴 19178 8620 2．22

台州 19953 7368 2．7l

嘉兴 17129 8952 1．91

注：城乡收入比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l

资料来源：郑黎明．温州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分析．温州市统计局

5．2土地政策与用地制度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温州本身用地空间的狭小与城市建设的拓展矛盾日

趋突出，土地问题已成为制约温州市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温州市

的用地机制和政策也不适应当前人多地少、土地需求旺盛的现状。一是政府对

土地资源的调控力度不够，尤其是对生产性土地的调控，一味地追求用地规模

的扩大，而不注重土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产业档次的提升。尤其是温州市大量

低层次、高占地消耗的传统工业使得工业用地使用效率低下，温州市每平方公

里工业用地年产值仅28个亿，而我国大多数同类城市的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的

年产值都已超过40亿元；二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

应，引发地方政府与农民间的矛盾。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快速城市化要征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如何补偿实际上涉及农村集体资产

的价值评估和转让收益问题。目前，根据《土地管理法》，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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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按该地块前三年农作物的产值进行计算的，按此办法，快速城市化地区

不少农村的征地补偿标准远低于周边城镇土地的价值。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土

地的潜在收益机会大，农民往往认为政府应该参照周边地区土地的市场价值进

行征地补偿，为此，政府与农民在征地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利益矛盾。此外，

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用地审批较严格，地方政府征用土地需要较

长时间才能依法完善用地手续，在此期间政府与农民间的关系更趋紧张，特别

是实施土地市场秩序整治以来，由于征用土地所引发的矛盾更加明显。二是农

村集体用地的流转制度难以引导土地集约利用和规范农村资产交易行为。温州

社会资金充裕而且流动性强，农村集体用地的资产性质逐渐显现并不断加强，

农民如果利用农村集体用地建设物业进行招商引资和出租，则农村集体用地(特

别是建设用地)可成为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依托，因而形成了农村存在

自建物业营利的强烈需求。但是，温州没有及时因这一发展趋势而建立一套引

导农村集体用地有序建设和交易的制度安排，结果大量的农村违法住宅和厂房

建设禁而不止，在广大的镇村地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城市不象城市，农村

不象农村"的城乡面貌。二是土地使用政策没有创新，导致征地难问题目益严

重。在城市化过程中，变相“经营’’农村集体土地，以牺牲农村土地作为城市

发展的代价，没有落实好农村征地政策，没有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没有解决

好失土农民的后顾之忧，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致使温

州市当前征地工作举步维艰；三是城郊结合部土地管理不善，导致土地利用率

不高。城郊结合部是城市近期发展的主要地段，温州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往往

注重对城郊结合部实施规划控制，而忽视了对该地区用地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

使用，致使城郊结合部内出现的大量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倒卖土地的现象屡

禁不止，使之成为温州市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盲点”，各种“城市病”高

发的集中地区。政府缺乏对该区域问题的深入研究，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

合理的引导，仅简单地进行控制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难以遏制城郊结合部脏

乱差现象的蔓延，社会群众反响强烈；四是农村城镇化中旧村改造用地政策未

能落实，导致村镇规划建设难以实施，整治进度缓慢，乡镇面貌迟迟难以得到

改善，农民的相对贫困和农村建设滞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旧村改造

的拆迁和土地政策，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市政府又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

措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旧村改造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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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行政区划体制

不利于要素集聚和城镇体系结构的合理调整，制约了大都市、中心城镇的

发展和城乡统筹规划建设。温州现有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都是以各自行

政区划为界、各自为政发展的。现行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与城市化进程之

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一是“一城多府"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尤为突

出。由于管理体制、管辖范围的重叠交叉，增加了土地规划、管理的难度，同

时也加大了城市规划与招商引资的成本；二是行政体制制约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企业的迁进迁出，关系到地区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也影响到当地政府

的政绩和经济利益。因此，当生产要素在流动时，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阻碍，

从而导致中心城区产业集聚缓慢，劳动力就业不足；三是城市发展的外延拓展

与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温州市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副中心城市及中心城镇的建设，都要求拓展建成区，使

现有行政区划有迫切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的必要。而温州市的城镇体

系规划建立在行政区域基础上，相应地在城镇布局上，各级政府都力求建立属

于自己的经济中心，于是形成重复建设的局面，制约了中心城市的形成，龙港、

鳌江就是典型的例子，城市职能趋同。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大量的重复建设，

城市职能的趋同化，自然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两极分化的加深

以及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理论上两地在职能上应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协调

发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生产上，龙岗、鳌江的产业结构大同小异，经济

上很少协作交流，都无法用传统的城市职能“优化组合”、生产力“合理配置"

的理论解释清楚。实际上，温州小规模城镇数量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

基于行政区划的城镇规划形成的，不是按照经济区域发展对城市、人口集聚的

要求，而是按行政区域人为对市场进行分割而形成的城镇体系；四是温州市至

今保留的城中村制度，造成了村改居工作的滞后。建成区内大量城中村的存在，

使村居比例失调，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服务功能的发挥，也影

响了城市化的顺利开展。

5．4人口政策

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目前仍在发挥作用，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正

常流动。一是温州市农村人口约620万人，其中约360万非农业就业人口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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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的限制，只能以“离土不离乡"的非城市化生活生产方式居住在农村，

他们和他们所在的企业难以向城镇集聚，他们的子女由于户籍原因不能到城市

学校就读，否则就要交纳高昂的借读费：二是在城市化的人口梯度转移中，山

区人口的下山集聚是脱贫基础，但由于温9、I'1市没有长远统一的移民规划，移民

机构、政策不完善，尤其是移民过程中的用地政策无法落实，使山区人口向周

边城镇集聚难以有效实施；三是数百万外来员工不能获得温州户口，直接导致

他们在迁移、招工、住房、生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障碍。我们常用

三个“200万"来形容温州的流动人口：外市流入温州的人口200万人，温州流

出人口也高达200万人，温州市内各县(区、市)之间流动人口还是高达200

万人，这一状况在本世纪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他们的流动都是非户籍改革型的

流动，具有不稳定性、不彻底性，政府又没有很好地搭建政策平台，使他们能

安居乐业，享受一般市民待遇。过于频繁的流动，形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隐

患不小，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四是人口老龄化加快。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温州市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55．85万人，占总人口的

7．39％。人口预测结果显示，21世纪上半叶温州市65岁及以上人数将呈现持续

增长态势，预计到2019年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首次超过10％(10．48％)，

到2028年、2035年时将分别超过14％(14．57％)与20％(20．02％)，在2049年

时则将超过30％(30．10％)，届时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和社会保障体系

很不健全的温州社会构成了极大挑战。

5．5城乡规划的决策管理体制

城市规划的科学合理制定，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指导城市有序建设的基本

依据。随着城市化加快推进，尤其是温州市确定建设现代化山水大都市发展目

标，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新态势，对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和有效实施提出了更高

要求。一是重大城市规划的确定缺乏必要的决策机构和程序。温州市目前是规

划决策与实施合一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缺乏有效的科学决策

与监督；二是城市规划是政府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一种

手段，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建立社会公众参与规划制度，是提高规划公正

。郑锦春，吴志鹏．温州人口结构与发展态势．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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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减少政府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温州市城市规划对社会各界、

市民的公开度不够，造成规划科学性、实施性不足；三是规划与规划实施的统

一受到行政管辖的制约，存在着部分脱节现象。1999年市委、市政府已经明确

大都市统一规划，由于行政分割，至今无法整体实施，难以纳入统一规划管理。

如城市总体规划已将瓯北镇统一纳入，但二级政府分治管理，已经造成瓯江两

岸的建设不协调；四是难以实施有效的城乡规划管理。规划管理机关职能复杂、

层次较多，具体项目的管理操作占据了其主要管理力量，而运作经费和人员安

排都存在一定因难，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建设管理有时就勉为其难；而区、镇一级

政府无明确的职权可着力解决一些微观上的管理问题，且其人员及经费无固定

来源，也产生“管不了”的现象。

5．6财政体制

一是县(市、区)或乡镇级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即财权小于事权，造成城

镇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尤其是乡镇一级。镇政府的财政只是县级财政的一个财

务室。在财政预算内方面，镇政府的财政总额是按基数、人头拨付的，而没有

实行实际意义上的分税制，在经济发达的如柳市、龙港等镇，所得到的财政额

只是该镇域内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10—20％。另外，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是镇财政

支出的大头，约占县财政拨给的50％左右。在财政预算外方面，由于职权在上面，

收费由县政府所属部门控制，镇政府只能得到很少的份额，许多明文规定要留

镇里使用的预算收费也被部门截留。土地出让金和城镇建设配套费是城镇建设

的专用经费，应该返回给镇用于城镇建设，但实际上，镇只能得到部分，且该

专项经费有相当部分被用于弥补行政事业经费的支出缺额。由于镇政府行政事

业经费不足，城镇建设专项经费被挪用，使致城镇建设项目欠帐很多，镇政府

建设经费赤字很大，乡镇财政包袱很重；二是市区三个区缺乏财政支撑，建设

积极性不高。市区区划调整后，新的财政体制中，土地出让金和城镇建设配套

费统筹到市财政统一调配，不利于发挥各区、中心镇的建设积极性，使当地急

需配套到位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资金。尤其是社区建设，市里有资金却没有力

量和精力来实施，区里有力量却没有资金，极大地制约了市区配套服务功能的

发挥，削弱了社区的基层组织作用。

运用税收与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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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目前看来，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

有的功效，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有效的调解。究其原因，主要是温州市政

府财政收入相对较低，制约了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

不足。从财政收入来看，温州市2002年一2006年之间财政收入占其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12％一13％，2007年财政收入占其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远低于发达国家

平均45％的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25％的水平，也低于杭州和宁波。除了总量不

足之外，转移性收入在不同收入组的分配并不均衡，2006年温州市城市居民10％

最高收入户的转移性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户的1．8倍，可见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

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同时在分配能力的不足也表现为税收调节不力，这大大限制了政府对低收

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能力。一方面，政府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调节不力，税收(特

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2006年，温州征收的个人所得

税为6．7亿元，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5．9％。另一方面，政府对低

收入阶层的调解也不够。2006年，在温州市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和社会

救济的费用为6．8l亿元，用于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为2．14亿元，两者合计为

8．95亿元，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0．5％。

．46．



第6章温州城市化建设的体制创新

第6章温州城市化建设的体制创新

6．1完善城乡建设管理体制

6．1．1完善规划决策，理顺规划管理体制

1、发挥规划龙头作用，建立科学的规划决策管理体制。加速推进城镇城市

化进程，必须要重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从体制、机制、决策、审批、执行、

监督等环节入手，形成规划管理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权限划分比较合理、管理

方式比较科学、管理运作机制比较规范、并有相应规划管理人才支撑的城市规

划管理机制。建立并完善城市规划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实施规划决策与执行

分离，强化各级政府对城市规划管理的监督职能，改进监督方式，形成全市统

一领导、县(市、区)政府负责、部门密切配合、专家决策咨询、公众参与监

督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机制。要尽快建立市一级城乡规划委员会，其中专家、

学者在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一定要超过公务员，实施规划统一决策：进一步建

立公众参与规划制度。重大规划决策前必须公开规划，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

建立专家规划咨询制度，成立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或专家人才

库，从各层次征询专家意见；要建立完备的规划审批制度。在规划审批过程中，

坚持集体研究决定，个人依法办理的原则，避免个人专断、不按规划审批或超

规划审批，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2、打破“诸侯”规划，因地制宜地推进区域协调。过去人们对城乡协调内

涵并不理解，习惯于从地方自给自足的角度解决问题，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局限，

本质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所谓的诸侯经济的反映。尽管从经济的角度看，

各地区或者城乡之间没有关税，并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则政政策、贸易政策，

各个地区之间本不存在贸易障碍，但是，事实上由于行政区划和城乡二元结构

的影响，无形中会形成一些贸易的、生产的堡垒，从而对城乡经济发展形成一

个重要的体制上的障碍，结果导致无序发展、重复建设、盲目竞争等种种问题，

因此必须打破狭隘的行政地域观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反映在规划上就是要

超越行政界限，打破诸侯规划，把规划纳入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轨道。

3、完善规划内容体系。以前以城市分区规划或详细规划覆盖乡村、代替村

镇规划的做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较多矛盾，因此，为把规划与实施管理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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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必须明确在保留村、镇建制的地区必须独立编制村镇规划，以适应其实施

管理的独立性；村镇规划的内容应作调整：一是期限缩短，不超过lO年：二是在土

地用途划分上改变单纯的使用性质分类，结合土地管理政策和综合利用的要求

作出安排，以利于环境保护和开发控制：三是简化规划内容，不求全而求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四是突出解决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衔接问题。

结合行政体制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顺应规划管理的客观要求，在此提

出规划决策管理整合体制建构设想(见图6．1)。

市规划委员会

L √

-

I -

县(市、区)政 市规划行政主管

府 部门
k o

_ -

l ● _ _ _

街道(乡、镇) 县(市、区)规 规划编制

[
规划实施

!
规划监察

划行政部门
L J L o

f 规划实施

_1

1规划监察：
图6．1规划决策管理体制建构示意图

6．1．2完善城乡管理体制，促进城乡统筹

一是完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赋予县(市、区)更大的自主发

展权，建立全市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总的基调，就是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

坚持市场取向，坚持管理重心下移，弱化“条"的直接管理，强化“块”的综

合功能，着眼于县(市、区)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赋予县(市、区)

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使之按照准二级市的模式运行。与此同时，要着

重于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辐射功能的增强，以及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功能的强

化。实践表明，只有贯彻重心下移的原则，建立健全协同推进城镇城市化的工

作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好市与区县两个积极性，有力地推动城镇城市化进程；

二是完善城乡之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对农民集体土地被租用后用于非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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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开发的，其首次出让后增值部分的收益，应当返还～部分给原农民集体经济

组织，用于兴办企业或将其还原于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对已离农进镇居住

和就业的人口来说，还可将其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权所得的有偿收入给其城镇个

人养老保险基金帐户之中，从而实现土地保险功能的转移；建立与土地市场密

切相关的社区土地股份公司，由村级合作组织向土地股份公司入股，农民可按

其持有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要借鉴深圳经验，“城中村’’的土地收益要全部用

于旧村改造；三是消除一切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障碍，允许农村富余劳动力

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另一方面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消除郊区农村房地

产流转的制度障碍，从而既可以方便城市居民到郊区置业，促进人口的交互流

动，又可以增进农民利益，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四是建立城乡之间

的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可通过财政引导、加征环保税、补贴转移等手段来构建

城乡之间的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对农村生态与资源因城市建设或规划控制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市政府应从市中心各区上缴的利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

资金，建立农村生态资源补偿基金。

6．1。3建立高效、合理、动态的城市管理体制

目前温州市城市管理虽然成立了行政执法局，但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分

散管理和条块分割、部门职能交叉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卫生、

社会治安问题仍相当突出，“整治一回潮一再整治一再回潮"的怪圈仍然没有走

出。为此要在统一规划指导下，建立统分结合、批管分离，分级管理的“二级

政府(市、区)一三级管理(市、区、街道)”的管理体制。要按照“职能下移"

管理原则，科学有序、协调高效的要求，明确市、区、街道三级管理职责，加

强综合管理，克服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弊端。各管理

部门要找准定位，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城市管理的“主力军"作用。在坚持集

中统一的前提下，理顺条块关系，实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一方面，要强化属

地管理功能；另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建设和管理，把部分城市管理的权、责、

利下放给街道办事处，完成城市基层管理制度。同时要建立“公众参与、社会

监督"的机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相应的措施，增进市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管

理权，广泛吸引市民参与城市管理。从而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

网络，彻底消除城市管理的“盲区"和“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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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探索多元化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

6．2．1政府投入和市场补偿相结合

加大政府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城市公共投资

的职能，进一步完善财政对城市设施的投融资机制，社会公益性项目建设按政

府公共预算的要求安排和管理，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经营性项目采取核拨资

本金、实行财政贴息等多种形式配置资金。动员民间资金参与城市设施建设，

积极创造社会资金投资城市设施建设的政策环境，采取股份合作制、公用民营、

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打破行业壁垒和部门、地区与所有制的界限，加快民间

资金推进城市化的步伐。

6．2．2“以城建城"的筹资策略

规范城市土地批租，城市政府要垄断土地使用权出让一级市场，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开辟稳定的收入来源；规范出让方式，全面推行公开招标出让和拍

卖出让为主来批租城市土地：建立和完善城市土地出让金用途分解机制，确保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组建城市建设投资

公司，促进投资资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形成”投放——增值回收——再投

放”的良性循环，推行BOT(建设——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

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投资方式和政府特许专营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扩大增量。

6．2．3资本市场和国外、市外两个“外资"

加大直接融资的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建设项目的直接融资方式，积极争取

利用公司上市方式筹措资金，同时选择工期相对较短、未来收益可靠的项目，

通过发行债券募集建设资金。依靠温州市投资环境日臻完善的条件，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多方式吸引外商外资投资温州市城市基础设施。根据大型城市基础

设施项目进入高潮的情况，多渠道充分向上接触，力争更多的国家、省的建设

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温州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大力度吸引外地资金投入

温州市城市基本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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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6．3．1改革政府行政体制，理顺事权关系

按照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要求，对培育的中等城市、小城市赋予相应的行政

和经济管理权限，科学、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不断提高对城市经济管理、行

政管理、法制管理的水平。按照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扩大和协调中心城

市对其发展区域及腹地的管理作用。按照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小城市与

周边乡镇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机制，发挥小城市对周边的带动作用。对温州

城市体系规划中的城市化镇，把它作为温州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增长点，重点扶

持，加快发展，提高其集聚和辐射能力，赋予城市管理所必需的县级经济管理

权限和政府职能，通过委托和授权，赋予必要的行政执法处罚权。

6。3。2改革现行财政体制

对重点培育的中等城市和择优加强的中心城镇，应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

强化预算约束，以集中必要财力从事城镇建设，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对

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从经济区域来合理布局和合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使其成为促进

温州城市经济圈包括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效参与国内外竞争的主要经济增长

点。要建立和完善重点镇财政体制，具备条件的镇，经批准可设立镇金库。对

试点镇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选择部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作为县

(市、区)、镇共享收入。城镇建设维护费、教育费附加、城建配套费等预算内

外收入大部份留给镇；国有土地出让金按不低于60％的比例返回给镇政府；其

他预算外收入根据镇县二级管理的需要确定分成比例。

6．3．3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要转变到加强宏观调控、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弱化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构建“统一指挥、综合

管理、条包块管"的城市管理框架。坚持依法治城，注重法规建设，严格依法

照章办事，加强规范化管理。适应城市化发展要求，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城市

日常管理的轨道。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来抓，坚持思想、

道德、文化建设一起抓，使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互相推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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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高。

6．3．4适时、科学调整行政区划

比较中外先进城市城市化进程，我国沿海地区已进入以扩散为主体的阶段，

形成了大都市区、都市密集带等城市化空间形态。要根据“一港三城”的城市

发展战略和近期“向东、跨江、面海、扇形’’的发展方向，扩大中心城区规模，

构筑大都市框架，实现温州从瓯江时代向东海时代跨越，从滨江城市向滨海城

市转变。要在温州市、县(市、区)编制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

资源分散配置的格局，根据温州市大都市规划建设的要求，按照多设区、少设

县的原则，大手笔、大思路调整温州市行政区划，尤其要充分考虑中心城市的

科学合理配置和核心带动作用的发挥。目前温州中心城区与乐清市、瑞安市、

永嘉县的南部地区和洞头的发展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要考虑中心城市的发展将

主要向这两市两县扩展，有利于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和辐射带动能力，有利于瓯

江两岸的统一规划建设；要改变鳌江流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整合鳌江流域资源，

使之形成新的中心城市，加快鳌江流域城市发展步伐，促进南翼经济的快速发

展；要紧密结合温州“一核三带四区”的产业布局，构造出一个既有序发展又

具有活力的城市密集带，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要促进山区的生态建设

和旅游业发展，西部山区尽管在经济上与东部相差较大，但也保留了多样优美

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促进山区生态与旅游资

源的开发，建议将雁荡山、楠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进行整合、合并，强力打造

更大的旅游品牌。同时要加快进行城关镇改街道和城中村改居的步伐，理顺行

政体制，以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

6．3．5发挥中心城市主导与带动作用

中心城市，是区域的经济、文化的高地，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带动区域

经济圈的整体发展，具有主导区域的作用。第一，温州大都市要在体制上消除

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推进中心城市圈的建设。温州

市的中心城市建设必须推开行政区划的大门，不断提高城市自身的综合实力和

影响力，要完善中心城市圈内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供水、电信信息网络、

人居环境、基础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心城市圈的城镇发展提供有效服

务；第二要运用市场手段，密切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各方面的联系，促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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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互惠互利。通过中心城市的拉动力和辐射力，“以点带面"，形成区域性

中心城市经济圈。 一方面，中心城市的经济体制、运行制度、竞争机制、生产

消费体制等要为城市周边地区提供经济体制的示范和指导、引导作用。另一方

面，中心城市是所在城市圈的经济支撑，在经济结构上，城市圈的周边地区不

能与中心城市形成趋同甚至相互排斥，政府要加强协调引导作用，促使城市圈

内经济协调发展。

6．4创新农村土地利用制度

6．4．1制订统一的集体土地基准地价体系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问题，目前改革土地征用和建立

流转制度所涉及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合理确定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从而为补

偿标准和流转价格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成

有其特殊性，是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划分给农民集体的，这些土地的

用途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可以用于房地产经营，“城中村"

集体用地转国有用地也需补缴土地出让金。此外，城镇周边地区的农村集体土

地价值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巨额投入，如果任由

征地补偿价格攀升至城镇土地的市场价格，将对城市化的推进构成巨大的阻力，

对地区发展和村民自身长远利益也是不利的。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与城镇国有

土地相比，在产权上并不完全，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暂时还不应“同地、

同价、同权"。改革土地征用和建立流转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改革的切入点是

应该尽快相对统一征地补偿和集体土地流转价格的标准，尽量避免政府、农民

和用地企业在征地和土地交易过程中过多地进行讨价还价并引发矛盾磨擦。在

操作上，可由地级市国土部门进行统一评估，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划分片

区，综合考虑周边城镇土地价格、农作物产值和基础设施投入等多项因素，制

订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体系，经省级部门确认后，以此作为征地

补偿和土地流转价格的标准，并每隔一段时间(如3年)作一次调整。不论是

公益性项目征地还是经营性项目(两者的区别其实是城市规划的结果)的征地

补偿，都应采用同一的基准地价体系，但可在征地补偿的方法上，采取预留村

级发展用地、补偿款和预留用地入股等补充性方法，让农村集体经济在新增用

地项目上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或股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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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引导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集聚

按目前国家允许征地的范围，温州城区等快速城市化地区再过5一年就很
可能无地可征，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补充城市用地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政策规范，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机制，防止农村土地和资金的粗放使用，杜绝农村违法建设的再发生。目

前，广东省已经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行办法。在规范土地流转行

为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集聚，目前广东省在中心镇政

策中提出了通过土地置换等办法促进镇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也应该加快制订相

关的实施办法。各地在建设工商业集聚区时，应该考虑尽量将周边农村零散的

建设用地通过置换等方式集聚在一起，既减少征地工作，又有利于统筹平衡各

级政府和各村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关的用地审批工作应加快制订专门的政策规

范。农村自行利用集体用地进行违法建设和交易有着强烈的利益动机，政府如

果不能及时作出引导，社会资源的浪费将会相当严重。

6．4．3加快完善村委会“直选”制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村民委员会“直选”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自2001

午开始，全面实行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大大激发了村民当家作主的意识，

加强了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推动了农村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但是，现

有“直选”制度对候选人的学历、资历等基本没有限制性规定，而当选后的村

长却掌管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人权，给予了不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通过“直选’’

进入村委会“寻租”的机会，而且“直选”任期仅三年一届，容易导致村委会

的短期行为。快速城市化本来就会带来整个区域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的重大调

整，与此同时推行“直选”制度，给社会稳定和农村集体资产的长期收益增加

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建议采取措施完善“直选”制度：一是加快推行村务公

开，所公布的集体资产经营情况要进一步细化，以增加村民对村委会班子工作

绩效的了解。二是对村委会参选资格要加以适当限制。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营造较为稳定的环境，促使农村集体资产获得更加长

期稳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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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改革户籍制度

未来区域经济的竞争主要是中心城市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竞争，人是生

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能充分吸引人才的城

市，才是最有希望的城市。因此，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吸引各类人才是温州

今后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措施。就全国来讲，启动城乡统一户籍制，打

破城乡户籍壁垒，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目前如大连市，出台了《大连市城镇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办法》、《大连市关于私人投资、购买商品房户口迁入暂行办

法》，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划分，按居民实际居住地和从事的

职业，划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并登记居民常住户口。同时，取消

“农转非"户口计划指标和“农转非"审批。城市区划内的农村人口及政策性

需要“农转城’’的，由各县(市)区政府按照市政府确定的当年入口发展规划

纲要，以及当地经济和社会承载能力，确定“农转城’’的范围和数量，报市政

府批准后施行；重庆市从2003年9月1日起，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打破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所有户口统

称“重庆市居民户口"。

温州是较早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

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

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以促进温州城市化的进程。建议由公安部门牵头，会同

政研、体改、民政等部门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重点应在一下几个方面进行突

破：一是打破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统一全市(包括所有县市区)户籍政策，

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划分，按居民实际居住地和从事的职业

划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并统一登记为“居民常住户口’’；二是进

一步放宽人口进城的限制，在全市范围内，包括温州市区可凭房屋所有权证明，

就地登记户口，直系亲属可以随迁随登；三是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方便群众；

四是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在政策上的区别对待，逐步消除城乡居民两

种待遇、两个等级。人口集聚是一种资源，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

6．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它对城市化进程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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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温州市应加强社会保障工作，使人口在拆除城乡藩篱的基础上，由市场来

配置，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使城市化的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覆盖面的重点是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

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此外还包括在城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和临时工。对个体工

商业者参加养老保险，鉴于其职业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如缴费基数可以按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缴费比例可以低于正规就业部门，缴费

的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多样等。同时要把最低保障体系向农村延伸，力争在全省

率先实现最低保障城镇城市化；二是加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1999年1月颁布

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各类企业和职工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义务

及拒绝缴费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据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加大基金征缴、

稽核的工作力度，并依法处罚有能力缴费但逃避责任的单位，对过去欠缴的养

老保险费也要限期补缴。温州市社保基金的征缴可以推广乐清市实行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实行“银税联网、税保挂钩’’的办法，力求实现非公企业全员参保。

但鉴于当前在征缴社保基金过程中遇到的企业负担过重，逃避社保基金征缴的

现实，我们认为个人与企业负担的比例可以由企业与职工个人自行商定，社保

部门予以承认，以解决部分职工要参加而企业予以阻挠的情况。同时社会保障

是政府重要的公共职能之一，政府要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并积极

开辟社保基金来源的渠道，如争取发行社保彩票、把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保

基金等；三是把失地的城中村农民的社会保障提到突出的地位上。当前失地的

城中村的农民已经成为温州市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加强这一部分人口的社会

保障已经成为温州市城市化过程中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要以农民“失土不失

业、失地不失利"为原则，制订合理的拆迁安置政策，加强失地农民的技能培

训和就业服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策性的引导，变农民被动参与

城市化为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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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温州城市化虽然进入快速发展的阶

段，但是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突出。国内外的研究者通

过对城市化的历史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对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制度安

排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还关系到温州城市化能否持续健康

发展。因此，加快温州城市化的进程，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仅需要

探索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应该结合温州实际，探索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

的深层制度因素。

7．1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立足于探讨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入分析温州城

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和障碍，指出体制因素是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

因，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创新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探讨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指出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是

一种双向互促的关系。制度安排对城市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发展反过

来促进制度的创新。

2、对温州城市化体制作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指出其是影响我国城市化的

深层原因，并对如何影响城市化的进程作了深入的剖析。笔者认为，温州长期

以来“无为而治"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城市化推进体制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但是毫无疑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温州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种体制己经成为当今温州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3、从微观层次上探讨了几种主要的体制(城市发展管理政策、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以及城乡管理制度)对温州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并就如何对现有体制进行创新提出了具体建议。

7．2本文的不足之处

制度经济学博大精深，涉及到经济史、法律、社会心理学、国家、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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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等诸多领域，为认识和解决转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

理论基础。本文只是笔者在对相关理论粗浅认识的基础上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阐

明了体制因子对促进城市化聚散功能的效力。所有这些都只是书房里的结论而

己，仅仅是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小部分问题进行的理论上的剖析，而这些问题

的最终解决还要依赖于改革者的实践和艺术。其中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虽然

笔者力图在吸收前人精彩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理论水平

的限制，仍然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

其一，文章框架较大，涉及的内容较多，加之笔者的理论水平有限，对于

论题的研究还比较肤浅，有些论述还不够深入。

其二，本文的研究多是些理论性的探讨，只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了论证和

阐述，而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因此研究的主要内容显得有些单薄，这必然影响

了文章的论证力度。

其三，非正式制度是本文没有提及到的，而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市场化与

城市化的影响是深刻且长远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具有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实际上，我们己经看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中，非正式制度己经发生也

将会继续发生的隐性影响。如计划经济观念、对土地的依念、对集体经济组织

和政府的严重依赖等，都或多或少地阻碍着体制创新的进程。

其四，从体制障碍及创新来探究制度安排，仍然显得局促一些。制度安排

包罗万象，而体制只是其中一个片面，因此可能难以起管中窥豹之效，需要进

一步从多方面分析城市化制度。

以上这些不足之处，有待于本人在将来的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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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弹指一挥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了。回首这三年的经历，我经历

了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时刻。生活上，遇到了我美丽的妻子，拥有了我可爱的儿

子，也正是幸福家庭的关怀和支持，才使我始终坚持在学业上匍匐前行，在筚

路蓝缕中编制我的梦想。学业上，这三年，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不仅学

习了知识，而且历练了意志品质，还收获了真挚的师生之情、同学之谊。

我首先我深深地感到能遇到王霞教授这样的导师是我一生的荣幸。论文酝

酿、构想的过程非常漫长，一直觉得难以下笔，从爱人怀胎开始一直到看着孩

子一点点长大，论文的空白让我愈加惶恐。而在论文主题和框架提出来以后，

王老师的肯定让我信心百倍，她的建议意见又让我清晰地看到努力的方向，论

文的写作突然顺利了起来，思如泉涌。初稿形成后，老师又多次提出修改意见，

其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让我受益匪浅。在此，特别感谢

王老师在百忙之中拨冗对我进行细心的指导，使我能够不可思议地捧出这么多

学业和思想的结晶。

同时我借此总结之际，感谢所有同济的授课老师、MPA中心与温州教学点各

位老师，尽管难以一一列举，但一份份交到我手上的精神财富和热情帮助将永

铭我心：感谢我的同事们，在我求学期间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最后更

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他们的鞭策，我想我没有机会来写这篇致谢。

一篇论文，倾注了我的智慧和心血，不管水平如何，都是对我研究生生活

最好的注释和总结，是对自己三年时光的交待，曾经的努力过，付出过、懒惰

过，在这里都是“yesterday once more’’!

由于理论、写作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论文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望阅

读此文的诸公谅解并不吝指正。

陈俊屹

2008年6月于华盖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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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城市化发展体制性障碍及创新研究
作者： 陈俊屹

学位授予单位：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相似文献(7条)

1.学位论文 周静 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的体制性障碍及对策研究 2008
    农村职业教育跨地区统筹是以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在构建和谐社会、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背景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面向流动的

受教育者对职教资源及相关行政资源实施跨地区配置的制度。

    从实践来看,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实施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政府的直接组织到政策调控的不同发展阶段。现阶段的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具体表现

为农村和城市、西部和东部之间的跨地区合作办学,既有在政府部门行政指令下的合作办学,也有学校之间的自主合作。

    本论文选择了跨地区统筹过程中的二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即资金统筹和就业统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在资金方面,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无力支付全部

的跨地区学习费用、而两地政府因行政体制性障碍又都小愿为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的这部分学生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这就造成了跨地区职教统筹的资金

短缺问题。在就业问题上,论文提出了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就业障碍,既有传统城市化过程中政策性障碍的残余影响,又有新型

城市化发展中的新壁垒。因此,既要继续解决好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传统政镱环境,又要着眼于城乡统筹解决好城乡之间双向的动态流动和共赢机制,从

而赢得城乡共同的理性发展。

    在对我国目前城乡和地区之间管理体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资金问题的解决需要输出和输入地两地政府打破管理体制

障碍,共同构建统筹协调的保障机制。同时,学校要通过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形式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实习报酬,通过这些措施,实现政府补贴、半工半读

、学生自筹以及社会公益力量的捐赠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学生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的资金问题。解决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的就业问题同样需要地方政府打

破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从统筹地区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消除跨地区招生以及就业中体制性障碍。政府也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支持企业

与学校合作,为校企合作、半工半读创造条件,更好扶助农村地区发展职教,鼓励流动入口返乡创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2.学位论文 陈俊玲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证分析 2004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和相关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本

研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基本建立，以城市化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翔实的调查与研究，并力求将发展的路径上升到政

策的高度，冀望能有助于我国产业良性互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融共长的目标。

    本论文共分为9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点明了研究的背景、目的。

    第二章：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发展战略。回顾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我国与西方的发展历程，对传统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

研究，认为传统发展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持续发展模式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青睐。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可持续发展思想更具

指导意义，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历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更好地推进城市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与指标体系，提出了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原则，并且指出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的城市化与城市生

态经济系统的高度统一。

    第三章：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第四章：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普遍规律与发展趋向。界定了城市、城镇的不同涵义，简略回顾了城市的产生过程、发展阶段及其动力机制，概括了

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几种经济规律，重点回顾与展望了世界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和趋势。

    第五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颇多，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总体趋好、人口增长趋缓等等。但是

，城市化发展也面临许多不利挑战：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产业结构尚不合理，不利的区位制约，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城市区域经济布局很不合理等。

    第六章：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导原则与实施规划。从宏观上提出了加快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重点设计了城镇的发展规划

：城镇空间规划和城镇人口规划，包括建制规划、规模结构规划、职能分工规划、空间布局规划。建立了城镇建设的各项指标：用地、园林绿化、能源

、道路交通、给排水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等指标体系。

    第七章：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与路径选择。首先，提出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在追求水资源和土地等稀缺资源的高效利用、改善

城市环境和提高人口素质上加大力度。其次，根据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了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

    第八章：新世纪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论文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展开：要通过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重视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增强城镇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要建立规模合理、等级有序的城镇结构体系；要加快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要树立现代城市形象，营造新型城市社区文化环境。

    第九章：结束语。

    本研究有如下主要创新之处：1、论文选题具现实性、前瞻性与综合性。在我国，对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

都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开展过不少的论证，出台过一些政策性文件，但比较全面地把城市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思想结合起来，本论文尚属首次

尝试。

    2、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城市化的论述和西方城市化发展主要学派的主流思想，并把二者紧紧结合起来，用以解释、分析我国种种城市

化现象、指导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3、较为完整地建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诚然，直到今天，科学、合理的城市化体系仍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但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内

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

    4、较为系统、全面地从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对加快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城市文化及城市人文精神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5、针对我国现阶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体制性障碍，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立足创新，消除体制约束，增强制度供给，尝试从户籍、

土地、投融资、社会保障、居民就业等不同方面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

    6、提出在市场经济新体制背景下，提高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的、首要的战略选择的观点。

    7.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领域较多。本论文以系统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西方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不同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3.学位论文 刘亚菁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转制社区管理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2007
    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整个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的改革与制度变迁。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一个正在发生体制转型的“农村”却不自觉

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去，反而出现了由原来村镇城市化后转制而成的过渡型社区——转制社区。由于转制社区从农村转制而来，体制性障碍未能最终破

除，城市与农村之间还有许多个不断的血脉联系。这种形式与内容不符的双重性，使得转制社区建设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阻梗于城市化，旁落于“新

农村”。

    大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提示的事实是，转制社区是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今天，转制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越发凸显。它关乎民生国计，关系城市化发展进程，更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发展。全面推进转制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于民

是共享发展成果、于党是巩固执政基础，于国是促进和谐安康，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全局，做好转制社区建设更值得人们广泛关注。

    深圳市1992年首先启动了特区内三个区的农村城市化工作，历时一年将68个村委会4万多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时隔12年后，特区外宝安、龙岗两

区2218个村委会27万村民2004年底完成了身份转变，至此，深圳率先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两次城市化改

造中引发的启示和反思，更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深圳市的城市化过程为个案，通过对农村城市化中转制社区管理的实证考察，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农村城市化中转制社区的矛盾积

累主要体现在人、财(经济)、地(屋)三方面；第二，左右城市化的症结在于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改革；第三，解决加快转制社区后续城市化的路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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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4.学位论文 郑艳华 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2007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乃至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的重要途径。吉林省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本文以吉林省为例，在论文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定量分析与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研究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国内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探讨。概述了国内外研究动态，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工作。

    第二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对国内外地区成功转移模式进行研究，得出经验借鉴。

    第三部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总结回顾吉林省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变化，分析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

状和特点。

    第四部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分析。分析指出了新时期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农业领域就业压力逐步加

大、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障碍等主要问题。

    第五部分：促进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和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思路，并应采取实施农业和农

村经济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坚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高劳务输出质量，探索城乡统筹就业新路子，扫除农村

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5.学位论文 赵一放 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2004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

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论文结合我国人口大省—河南省实际，在调查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研究

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结构分为六章：

　　第一章：引言。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概述了国内外研究动态，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思路和分析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准备工作。

　　第二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与理论分析。分析介绍了劳动力转移与出口导向战略和区位效应：农村非农化与劳动力转移。

　　第三章：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征和趋势。总结回顾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变化，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

点，并对未来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基本判断。

　　第四章：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指出了新时期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农业领域就业压力逐步加大、乡镇企

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障碍等主要问题。

　　第五章：加快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对策建议。研究提出了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思路，并应采取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

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坚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高劳务输出质量，探索城乡统筹就业新路子，扫除农村劳动力

转移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第六章：结束语

6.期刊论文 徐晓秋.李勇.XU Xiao-qiu.LI Yong 浅析城市发展走向成熟期的前景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07,19(2)
    从影响城市发展走向成熟期的关键因素出发,用情景分析法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到成熟期的基准情景、协调发展情景、风险情景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

国城市化发展到成熟期的3个阶段,从而对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选择走效益型道路、打破体制性障碍、关注城市群发展和注意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对策和建

议.同时对杭州市城市发展何时达到成熟期进行了判断.

7.学位论文 杨汭 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 2007
    本文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为主旨，从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入手，运用史论结合、中西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法论述和谐社会问题

。全面深入地阐述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经济结构优化这一河北省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期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优化河北省经济结构奠

定较完备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主要创新如下：

    1.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学分析.明晰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内涵，分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达到小康社会的基本经济指标、必须妥善协调各种

经济利益关系和必须正确处理各种经济矛盾；梳理了和谐社会的经济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对和谐社会与经济结

构相关性展开分析，加深对和谐社会结构内涵的认识以及经济结构效应的机理分析；认为社会和谐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2.国外经济结构调整经验借鉴。首先就经济转轨与社会和谐对中国、俄罗斯、中东欧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从低度和谐中的停滞与经济转轨，到以效

率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与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经济转轨的目标进行系统分析；其次，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经

验与启示。

    3.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分析。首先分析了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描述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模式，论

证了构建“和谐河北”的基础、思路及目标。分别从产业结构、城乡经济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入手，阐述了和谐社会标准中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的构成

体系。

    4.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首先梳理了河北省产业结构演进脉络；其次，分析了产业结构与资源特点、投资结构、传统产业、人

力资源以及政府行为导向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重点。调整方向是：建立与需求结构相和谐的产业结构

、建立与生产要素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建立内部和谐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促进工业

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外部环境。

    5.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剖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及根源；分析了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现状、低水平城市化的具体

表现和原因；认为河北省要把调整城乡经济结构的重点放在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产业结构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走新

型城市化道路等方面。而政策工具选择应主要放在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调整城乡财税分配政策，加快耕地流转，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人口向外

转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思路，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加快改善农村公共设施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

，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 6.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对河北省区域经济结构现状进行分析，从国家层面的环渤海和京津冀都市

圈，到河北省“一线两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析了产业增长点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指出河北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走上

科学发展的轨道；全面实施“一线两厢”区域发展布局；以港口建设和临港产业发展为重点，壮大沿海经济带；着力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坚持把

城市化摆在活跃全局的战略位置，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投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等。

    7.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财政税收结构调整研究。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行为，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要尽快地实现从经济建设主体向公共

服务主体的转变；分析了社会保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提出构建适应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析了税收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财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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