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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质量具体内涵包括城市的宜居程度、经济基础、发展潜力和城乡一体化 4

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 286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8 年城市化

质量进行评价，发现不同城市城市化质量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认为质量良好的城市处于城市

化质量成熟期，质量中等城市处于上升期，质量一般城市处于积极提升城市化质量阶段，质量

较差城市处于迫切发展阶段，并分别讨论不同城市各自特点，最后提出提高不同类型城市城市

化质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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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从低速、波动、停滞走向稳定、快速发展

的过程。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城市化率已达 49.95%，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质量

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化质量内涵

的理解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从已有成果看，还没有权威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有：城市化质量的研究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化核心载体——城市的发展质

量，二是城市化域面载体——区城的发展质量
[1]
;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一是反映城市化进程

中“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现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三是要体现城市化发展中社

会，经济、政治领域的协调发展，四是城乡差距逐步被淡化和消除
[2]
;城市化质量的具体涵

义应包括：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市化推进的效率、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程度，在此基础

上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指标体系
[3]
。在评价城市化质量的方法上，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

国城市化质量进行测度的
[4]
；也有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常熟市城市化质量进行评价的

[5]
。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第一，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日趋完善。

第二，评价的方法有多种，可以运用适合其内容的方法进行研究。总的来说，之前的研究

对于城市化质量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的讨论日趋成熟，研究方法也日渐多样化，但缺乏对

不同城市城市化质量特点及发展重点的研究。 

    基于此，在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在界定城市化质量内涵、构建城市化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 286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

聚类，分析不同类型城市城市化质量的特点，提出提升不同类型城市城市化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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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化质量内涵 

    本文认为，城市化质量是指在坚实的经济基础、合理的产业结构、友好的生态环境、

和谐的人际关系、创新的社会氛围、包容的社会风尚之上所形成的人的现代化，其前提是

经济发展，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化质量的具体内涵应包括 4 个方

面内容：一是城市的宜居程度;二是城市自身的经济基础；三是城市的发展潜力;四是城乡

一体化程度。 

三、城市化质量评价 

    在对城市化质量内涵的理解及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性与代表性、综合性与系统性等原

则基础上，选取既能反映城市化质量，又能获取数据的指标，最终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继而对除拉萨以外的 286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8 年城市化质量进行评价并比较。 

（一）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评价结果 

    2008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差距非常悬殊，城市化质量最高的上海市城

市化指数为 92.15，质量低的上饶市仅为 34.20，相差近 60 分。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水平

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本文运用 SPSS 软件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第一类为城市化质量良好城市，有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市，城市化指数在 80 分以上;

第二类为城市化质量中等城市，包括东莞、厦门等 26 个城市;第三尸类为城市化质量一般

城市，包括福州、廊坊等 219 个城市;第四类为城市化质量较差城市，包括许昌、连云港等

38 个城市。 

（二）不同类型城市化质量特点及问题 

    城市化质量良好城市。该类城市处于发达经济阶段，第二产业相对稳定，第三产业发

展繁荣，其城市化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宜居程度、经济基础、发展潜力和城乡一体

化程度均呈现健康有序的发展态势，城市化质量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城市膨胀病，如城市蔓延、人口膨胀、交通拥护、环境恶

化等
[6]
，而这些问题已经部分出现了，因此需要积极治理“都市膨胀病”。 

    城市化质量中等城市。该类城市第二产业保持在较高水平，数量不到全国的 1/10，其

城市化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宜居程度、经济基础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均呈现强劲的发展

态势，城市化质量的发展处于上升阶段，但发展潜力略显不足，需进一步提升，同时要高

度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城市化质量一般城市。该类城市第二产业快速发展，数量占到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3/4 强。从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质量类型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但实际人均 GDP 和城市

化质量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宜居程度、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方面均需要有较大幅



度地提升;城乡一体化程度高于全国水平，应该不是这些此城市城乡一体化水平高，更可能

是低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城市化质量还需积极提升。 

    城市化质量较差城市。该类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第二产业欠发达，城市化质量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10 年左右，数量不到全国的 1/7。这些城市的各个方面

均处于落后状态，发展任务艰巨，城市化质量处于迫切发展阶段。 

四、提高不同阶段城市化质量的对策 

（一）对城市化质量良好城市的建议 

    该类城市的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化质量发展相对成熟，需要在治理“都市膨胀

病”方面下大力气。包括完善城市规划编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领导政绩考核制度和考核

体系，城市领导的政绩考核，要对城市在经营、管理、规划城市的发展中所做的工作业绩

进行全面考核和评估，要全面地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社会发展、人文指标列入领导干

部政绩体系中;改善城市发展环境，加强城镇密集地区的整体协调，要按互利互惠、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尊重和兼顾城市内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协作;采取各种

手段解决城市发展问题
[6]
 

（二）对城市化质量中等城市的建议 

    该类城市城市化质量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但发展潜力略显薄弱，应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同时在继续保持现有发展态势的前提下，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学

习、科研环境，鼓励自主创新。 

    同时高度关注“都市膨胀病”，提前着手考虑制定针对膨胀城市的政策，做到防患于

未然。 

（三）对城市化质量一般城市的建议 

    该类城市的各方面均需大幅度提高。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下，经济发展依然是前提条

件，更加注重第二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不同城市要根据自身特点明确发展目标，发展特

色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城市全面

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同时，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丰富文化生

活，努力提高对教育、科技的投入。 

（四）对城市化质量较差城市的建议 

该类城市城市化质量处于全国的底部，宜居程度、经济基础等各方面需跨越发展才能

改变落后状况。其他城市的发展路径、经验及教训为这些城市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因此该

类城市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可以通过寻找发展条件相近的城市，吸取其发展中的



优点，避免其发展中的瑕疵，力求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提高城市化质量发展的速

度，尽快缩小和其他城市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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