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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加速城市化进程又能促进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足 *"+，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城

市化水平（%)+）［&］，加速城市化进程将使我国经济更上一个台阶。目前，我国大城市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城市

问题，诸如城市贫困、城市环境污染以及住房和交通拥挤等等，这些问题大大制约了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增加

了城市的治理成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呼之欲出。研究如何利用大城市的聚集和辐射效应［!］，在实现大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利用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工业化的两重性

（一）工业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利器。纵观中西方的城市化历程，不难发现，工业化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体力工作者，从而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导致原

来分散、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和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开始向城市集

中。工业化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使城市规模逐渐扩大。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表现出强大的聚集效应。城市聚集的大量技术、劳动者、资金和市场又促进了生产

规模的迅速扩张，随之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城市便利的生活环境又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进而提高

了城市化水平。从时间上看，工业革命始于英国，相应地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也领先于同期的其他国家，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城市化国家。由此可见，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利器。

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关键在于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因

此，我国的城市化需要通过推进工业化来完成。

（二）工业化带来不少城市问题。在工业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如：空

气污染严重，垃圾、污物不能及时处理，城市噪音超标，工业三废破坏了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

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产业高度集中，城市的聚集效应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变得“寸土似金”土地

价格的狂涨和工业所提供就业岗位的低收入，使大量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业产业的劳动者面临着住房难的困境，

工业生产劳动者的低收入和城市房价节节涨高的双重作用，已使不少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同时，工业

化所吸引的体力劳动者，大大增加了城市人口密度，也导致了城市交通和居住拥挤等城市问题。

一个城市的发展要经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对处于前两个阶段的城市而言，工业化能加速城市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但对成熟阶段的大城市而言，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益明显小于工业化所带来的

城市问题引起的成本。因此，大城市应对工业产业进行有选择的转移，以缓解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压力。

二、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两大任务

（一）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大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城市问题。城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

市的聚集效应，有些城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世纪应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良好的居住环境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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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追求的目标，良好的发展环境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使城市生态呈现和谐与顺利的发展

状态。当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居民和自然环境处于和谐状态时，城市就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推进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国民经济基础依然比较薄弱：东西部经济发展

不平衡，区域性差异大，不少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人口众多尤其农村人口众多，这些都增加了我国城市化的

难度。考虑到我国大城市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城市问题，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将是农村人口城镇化。至 !""# 年底，

我国设市城市达到 $%! 个，而建制镇已达到 !"&’% 个。但是我国城镇的工业基础一直比较薄弱，如何利用工业化这

件利器来推进城镇化，进而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大难题。

三、大城市“工业外包”

大城市工业外包［$］，就是政府从大城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入手，重新定义大城市的功能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角色，以大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对城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把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产业有计划、

按梯度地转移到周边具有相对优势的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减缓城市问题，并利用工业化推进周边中等城

市、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实现人口从农村转向城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区域的城市化水平。

#(大城市工业外包是缓解城市问题、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大城市作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

市，过度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会弱化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对大城市而言，城市的聚集效应关键是对无形资源

的聚集。只要能抓住市场、造就商业氛围和高新技术开发，并改善城市生态，城市的聚集效应将会不断加强。因

此，大城市应把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产业有计划、按梯度地转移到周边具有相对优势的中等城市、小城市

和小城镇而着力，培育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

!(以工业化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关键。把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产业有计划、按

梯度地转移到周边具有相对优势的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后，工业化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人口

从农村转向城镇，这将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扩散效应，使区域经济互动发展。

&(大城市“工业外包”是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大城市“工业外包”减少了城市问

题的治理成本，带动了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它实现了产业和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了区

域成本，提高了区域经济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培育大城市核心优势，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核心。

)(大城市“工业外包”是城市间分工与合作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合作日趋

密切。这不仅体现在市场主体等微观层面，也体现在区域等中观甚至宏观层面上。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

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必将日趋明显，这是市场经济下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资源分布的区域性差异和充分

发挥区域优势，加速了城市间分工与合作的步伐，不同的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充当着不同的角色。

大城市“工业外包”作为产业调整的一部分，是城市间分工与合作的必然选择。

本文初步探讨了大城市“工业外包”模式。在实施大城市“工业外包”模式时，政府部门一定要从区域经济发展

的角度入手，重新定位大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功能和角色，在整个区域内实现产业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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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年 #" 月 #! 日，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袁振国教授在浙江大学为教育系师生作了题为《教育研

究的社会责任与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袁振国副司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

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在教育政策、教育原理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袁教授在报告中

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教育研究工作者应立足中国，着眼现实，理论联系实际。他主张教

育研究工作者要关注教育现实问题，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教育研究要倡导良好的文风，而理论联系实

际既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教育研究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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