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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 !$%%$ 年 !

$%%"年中国有三轮大规

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

基础# 如果 $%$%年时中

国城镇化率达到 &%'"下

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将

逐步从高铁!高速公路和

港口转向地铁!城际交通

网"以及城市供水!燃气

管道等公共设施$从数据

来看"港口和公路投资的

高峰出现在 $%%%($%%&

年" 铁路投资的高峰是

$%%)*$%%"年"现在还在

高位" 但是速度在趋缓$

$%!$年以来发改委审批

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城市

的轨道交通和机场$

他认为"未来的城镇

化"农业转移人口是一个

核心的内容$ 基于要素条件的变

化"产业布局还会在沿海和内陆

城市重新调整$ 比如说河南%江

西!广西这些省份"现在处于人

口红利最显著的时期"所以很多

制造业开始向这些劳动供应充

分的地方转移$ 同时城镇人口自

然增加"会吸引新的农村人口过

来"加起来差不多新增的市民就

是 +,)亿人口" 这个是很大的投

资消费增长的群体$ 城镇化的方

向将是&第一"从农业转移出来

的人口加上回流的人口"在小城

镇围绕农业的深加工%中低端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中小城镇'

第二"交通枢纽交叉点形成城市

群'第三"北上广一线城市着眼

于发展服务业$

城镇化以城市群作为主要的

载体$他指出"从目前政策的引导

方向看" 就是围绕着两横三纵的

交叉点形成城市群$ 两横是欧亚

铁路桥和长江"三纵就是海岸线"

京广%京哈铁路线"还有包昆线$其

形成的交通枢纽是中国未来推进

城市群建设的主要载体$上海及周

边地区"就是海岸线和长江交叉点

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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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什么是城镇化？在华侨银行的
春天论坛上，巴曙松教授给出定义：
人、地、资金三个要素的不同组合。
他说，未来城镇化的第一个中

心任务就是 !"#亿人口的城镇化。
过去 !$年的城镇化，第一产业农
业的产值贡献在 !$%% 年降到了
%$&以下，但就业结构没有相应转
变。很多农民工实际上已经变成产
业工人，但是在统计结构口径上仍
属于农业人口，占到了 '(&。他们

没有被城市所接纳，消费模式和居
住方式的转变没有跟进。

他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出现
新趋势。首先是从人口的流动密
度划分，未来十年是我国城镇化
非常关键的时期。现在 )$岁以上
的流动人口占比 )$&以下，十年
之后这个数字会超过 #$&，所以
如果未来十年顺利完成城镇化，
中国将是唯一一个在人口迅速老
龄化阶段推进和接近完成城镇化

的大国。随着 !$$*年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中西部迁移，已经有相当
比例的人口开始从沿海向东西部
回流，初步估算这个规模在数千
万，安徽、四川、重庆、湖南、湖北
等地会出现很明显的人口回流。

怎样找到数据证实人口回流
呢？他提出了有趣的“榨菜指标”。通
常认为流动人口的快销产品有三
样：榨菜、方便面、火腿肠，从不同地
方的销量变化可看出流动人口的变
化。上市公司涪陵榨菜的年报披露
了不同地区销售份额占比，短短 (

年时间，华南地区从占半壁江山，迅
速滑落到 '+&以下。这个数据说明，
华南地区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

城镇化：经济腾飞新引擎
上周四，巴曙松教授飞到上海开讲城镇化，并现

场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硬邦邦的话题，他说得举重若轻：引用北京和上

海堵车的笑话，探讨城市的疏散和集聚；发现榨菜销
售数据背后的秘密，找到人口回流趋势的证明；对市
民买房去卫星城还是坚守市区的纠结!给出一个思路"

针对中国城镇化问题，巴曙松提出了有趣的“榨菜
指标”，从不同地方的销量变化看出流动人口的变化

! ! ! !索罗斯(投资大师)- 不论中国政府是否规划"城镇化仍会发生# 并且领

导层正在规划城镇化#中国是规划城镇化的佼佼者#浦东曾有令人印象深刻

的规划"其建设的结果非常接近于原来的规划#

斯蒂格里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

化"是 $!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巴曙松!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格局是政策引导%规划引导和市场力量交集

形成的合力"未来 +*.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的主线# 新型城

镇化将以两横三纵交叉点城市群为主要人口载体#

! ! !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

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同事评论他$二十年保持高度

投入的勤奋工作状态%"业余时间他还是个$微博控%!粉丝数超

过了"##万人"

专家对城镇化看法

! ! ! !巴教授从北京飞到上海演讲，
一个笑话信手拈来。他“表扬”北京的
拥堵状况比上海好：上海一天要堵三
次，早中晚；北京一天只堵一次，从早
到晚。他感叹道，大城市需要疏散，要
发展城市集群，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
设想，但从很多案例研究来看，实际
结果和政策引导方向产生差异。

他举例，东京在人口突破%+++

万后，也出现汽车尾气污染等问题，
所以提出了著名的东京疏散计划，
设立卫星城，大学迁出去，医院迁出
去。结果边疏散，人口边不断上升，
最近达到)+++万。城际交通网络建

设后，方便更多的人挤进中心城区。
联系到市民关注的房产投资，

他说，上海精明的消费者面临选
择，如果相信政策导向，要投资房
地产应该去周围的卫星城。但是按
东京经验，还得在上海找交通便
捷、环境好的中高端房产，因为可
能还有更多人群涌入。

他认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是

互相推动的，城镇化要实现四点：
城市群发展，密度提高；高铁延伸，
缩短距离；土地流转，集约使用；提
高公共服务管理。

韩国和日本城镇化的道路比较
值得中国借鉴，虽然人地矛盾更尖
锐、资源更稀缺，但是总体上城镇化
比较平稳。日本从%,'(年到%,-+年，
城镇化率从'+&上升到-+&。中国

%,,#年的时候城镇化率只有'+&，
那时站在浦西看浦东，都是工地。他
说，他有很多海外的朋友来到浦东，
亲眼看到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变化，
觉得这是个奇迹。!+%%年中国城市
化率达到了(%"'&，相当于日本%,((

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还处于城
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突
破(+&之后，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开
始下降，人口逐步流向郊区和中小
城市。中国会不会有这个转变？他
的看法是不一定，可能还会继续向
大城市集聚。

! ! ! !第二个新趋势是土地扩张速
度回落。巴教授发现，过去十年中
国城镇化的密度反而降低，很多
中西部地区人口没有增长甚至净
流出，城市面积几倍扩张，结果出
现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土地浪
费现象。大量的三、四线城市城镇
化率还处于极低的水平，推进空
间很大。

在他看来，以单位土地第二、
第三产业增加值衡量的增加差
异，上海的效益明显全国领先，所

以众多公司把集团总部放在上海
是有道理的。土地的城镇化速度
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使用效
率反而在降低。中部和西部的城
市土地扩张速度分别比人口增长
速度快 '.(倍，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工业用地占比过高。

要/01和税收，只好用很低的土
地价格来吸引工业项目，导致城镇
化用地里工业用地的占比过高，
!+%%年底这个比例高达 (%&。而
东京地区住宅用地占比 (*&，其次
是公共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
只占 %+&。

他拿中国规划最好的上海，跟
国际主要都市的用地占比作比较，
发现居住用地、交通用地、绿地占
比显著偏低，被工业用地挤占很
多。工业土地的供应成本今后会越
来越高。沿海城市已经走过了发展
中低端制造业的阶段，工业用地的
供地策略正在变化：一是减少工业
用地；二是工业用地集中在高科技
制造业和物流服务业；三是把存量
工业用地再开发，用于商业、住宅
的基础设施。

! ! ! !本报记者& 没有就业支持"城

镇化很难获得成功#政府推动下的

城镇化"实体经济能否给众多劳动

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巴曙松教授&很多领域有就业
机会，比如服务业。随着农民工回
流，县级以上医院在东部地区需求
很大，病房一床难求。靠市场力量想
建一所医院，比登天还难。随着人口
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医疗
保障的完善，医院建立优质的服务
体系，可以吸收很多的就业。未来城
镇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和放松服务
业及一些高门槛行业准入条件联系
起来，必须把它和户籍制度改革、养
老金的全国联网和流动结合起来。

! ! ! !很多农民工实际上已变成产业工人"但他们的消费

模式和居住方式的转变没有跟进

! ! ! !城市面积几倍扩张"结果出现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的土地浪费现象

! ! ! !要发展城市集群"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设想"实际

结果可能和政策引导方向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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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是工人？

扩张还是集约？

疏散还是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