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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海地区城镇化趋势研究

孙瑞杰，李双建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　　　要：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人口最密集

的区域，随着海洋经济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趋势不断加快。文

章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人口总量、城镇化率和就业结构的发展变化情况入手，分析了沿海

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研究了海洋经济发展对于沿海城镇化的影响，并对未来城镇化的

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这对于各沿海区域制定合理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检验规划目标与

规划成效，制定沿海人口政策与城镇发展战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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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指由于近代产业的发展，使农村

地域向城镇地域变化，也就是在农村地域中城

镇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城镇

的产生和生长扩大的过程。它的表现形式为农

村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的增加，本质是伴随

着工业化发展、产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向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转变［１］。它是

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要反

映指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城镇

化率。

随着国家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实

施，以及海洋经济试点工作的开展，沿海各地

区都在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但规划内容往

往单纯涉及沿海区域经济与海洋产业，尚未涉

及到沿海人口、城镇与海洋的协调发展，还没

有建立系统的沿海区域ＰＲＥＤ （即人口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协调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因此，

开展沿海人口的动态变化研究，分析沿海地区

的城镇化发展现状、趋势，研究海洋经济对沿

海城镇化的关系，对于保持沿海区域人口、资

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１　沿海地区城镇化现状分析

１１　沿海地区人口总量稳步增加，城镇化率

显著提高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社会经济条

件和自然环境基础，尤其是沿海城镇，基础设

施完备、软硬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成为吸

引人口居住的主要区域［２］。２００１年，沿海地区

总人口为５１３２７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４０．２％，

２００９年增加到５５８６２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提升到４１．８％，年均增长率为１．１％，比同期全

国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０．５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的城镇化率也呈现明显提高的趋

势。２００１年，沿海地区城镇人口为２３４５７万，

２００９年增加到３０４６４万，年均增长率为３．９％，

比同期全国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０．６个百

分点。城镇化率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５．７％提高到２００９

年的５４．５％，提高了８．８个百分点
［３］。而且，

２００５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城镇化率超过５０％，

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了城镇

化的中期———加速发展阶段［４］。

从 沿 海 各 省、市、自 治 区 分 开 来 看，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城镇人口均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其中天津、广西和河北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最

快，年均增长率高达５．２％、５．０％和４．１％，远

远高出整个沿海地区城镇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

２．８％的水平。增长速度最慢的是辽宁省，年均

增长率只有１．３％。

尽管１１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城镇人口

均有增加，但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

环境及地理位置的影响，城镇化率差别较大。

其中，上海市和天津市城镇化率最高，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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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均在７５％以上，２００９年分别达到８８．６％

和７８．０％，已经进入城镇化后期的发展阶段。

而城镇化率较低的河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２００９年只有４３．０％和３９．２％，还不到上海市城

镇化率的１／２，分别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低１２．５

个百分点和１５．３个百分点。

１２　沿海地区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并逐步向

二、三产业转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方式由过

去单一的国家分配变为双向选择，多渠道、多

形式的就业途径使人们可以跨地区、跨行业寻

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也带动了沿海人口

流入量的增加。其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

个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农业人口大国，城乡二元

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迁移流动，

使土地上积淀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剩余劳动

力从土地上被释放出来，纷纷涌入沿海地区

就业［５］。

２００１年，沿海地区的就业人数为２５８４８．７万

人，２００９年增加到３２４４３．５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２．９％，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由２００１年的

３５．４％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１．６％。分地区看，广东

省吸纳的就业人数最多，２００９年达到５６４３．３万，

占沿海地区就业人员总数的１７．４％，其次是山东

省，２００９年达到５４４９．８万，占沿海地区就业人

员总数的１６．８％。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就业

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

例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４．８∶２７．７∶２９．５调整为２００９

年的３０．３∶３４．６∶３５．１。其中，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所占比例下降了１４．５个百分点，第二、三

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分别提高了６．９个百分

点和５．６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沿海地区的就

业人员正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集聚。随着产业结构的日趋优化，沿海地区的

城镇化趋势也在逐步加强。

分地区看，上海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

比例最低，只占５．１％；其次是天津市，占天津

市就业人员总数的１５．３％，远远低于沿海地区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的平均水平，再次

说明上海市和天津市是我国沿海地区城镇化水

平最高的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的第

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高达５４．５％和５２．４％，

农业人员所占比例过高，城镇化水平较低。

２　海洋经济发展对沿海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

展。２００１年，海洋生产总值仅为９５１８．４亿

元，２０１０年增加到３８４３９亿元，年均增长

１６．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９．７％，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５∶４７∶４８
［６］。全国涉海

就业人员达３３５０万人，其中新增就业８０万

人。海洋经济作为沿海地区的主要经济类型，

尤其是在非城市中心区的市辖区、沿海县、县

级市 （这些沿海地区面积大，人口多，城镇化

率很低，是造成沿海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较低

的主要原因），海洋经济的发展占有极其重要

的位置，海洋经济成为制约这些地区城镇化水

平的主要原因。

我国海洋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

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特别是占沿海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升，海洋产业及相关

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劲，海洋经济正引领

沿海地区的农民大踏步走向致富的道路。致富

的农民必然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渴望得到

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等社

会保障条件及自来水、煤气、暖气等完备的供

应体系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而由于目前农村

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的严

重落后，因此这成为相当数量农民迁移进城的

直接原因［７］。同时，另一部分农民通过发展乡

镇企业等非农产业以及兴建道路、桥梁、管道

等基础设施，逐步使乡村发展成为小城镇，也

是推动沿海城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３　基于趋势外推的沿海地区城镇化趋势

预测

３１　趋势外推预测方法的原理

趋势外推预测方法是根据事物的历史和现

实数据，寻求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的规

律，从而推测其未来状况的一种常用的预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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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８］。当预测对象依时间变化呈现某种上升或

下降的趋向，若能找到一条合适的函数曲线反

映这种变化趋势，就可用时间为自变量，时序

数值为因变量，建立趋势模型

狔＝犳（狋） （１）

　　如果有理由相信这种趋势能够延伸到未来，

在式 （１）中赋予变量在未来时刻的一个具体数

值，可以得到相应时刻的时间序列未来值，这

就是趋势外推法。

趋势外推法的假设条件是：① 假设事物发

展过程没有跳跃式变化，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是

渐进型的；② 假设所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等

基本保持不变，即假定根据过去资料建立的趋

势外推模型能适合未来，能代表未来趋势变化

的情况。

由以上两个假设条件可知，趋势外推预测

法是事物发展渐进过程的一种统计预测方法。

简言之，就是运用一个数学模型，拟合一条趋

势线，然后用这个模型外推未来时期事物的发

展。趋势外推法主要利用描绘散点图的方法

（图形识别）和差分法计算进行模型选择。它的

主要优点是可以揭示事物发展的未来，并定量

地估价其功能特性。趋势外推预测法比较适合

中、长期预测。常用的趋势外推法预测模型有

以下３种。

（１）多项式预测模型

一次线性预测模型：狔狋＝犫０＋犫１狋

二次抛物线预测模型：狔狋＝犫０＋犫１狋＋犫２狋
２

三次抛物线预测模型：狔狋＝犫０＋犫１狋＋犫２狋
２＋

犫３狋
３

狀次抛物线预测模型：狔狋＝犫０＋犫１狋＋犫２狋
２＋

…＋犫狀狋
狀

（２）指数曲线预测模型

指数曲线预测模型：狔狋＝犪犲
犫狋

修正指数曲线预测模型：狔狋＝犪＋犫犲
狋

年均增长率模型：狔狋＝狔０ （１＋狉）
狋。式中，

狉为年均增长率。

（３）对数曲线预测模型

常用的对数曲线预测模型：狔狋＝犪＋犫ｌｎ狋

运用该方法对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进行预

测，首先要运用历史数据作出散点图，并结合

散点图的走势，确定一个合适的趋势预测模型，

最后根据预测模型对未来的海洋产业产值进行

预测。

３２　城镇化趋势预测

根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我国沿海地区城镇化率

的历史统计数据，作出散点图并添加趋势线。

通过比较分析可知，运用二次多项式作出的趋

势线与散点拟合的效果最好，如图１所示，二

次多项式方程为：

狔＝－０．０４４８狓
２
＋１．５４８１狓＋４４．２１２

可决系数犚２＝０．９９９４。

图１　带有趋势线的沿海地区城镇化率散点图

通过此方程可以预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国

沿海地区的城镇化率，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我国沿海地区城镇化率预测

年份 城镇化率／％

２０１０ ５５．７

２０１１ ５６．４

２０１２ ５７．１

２０１３ ５７．６

２０１４ ５８．１

２０１５ ５８．５

同理，我们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对１１个

沿海省、市、自治区２０１５年的城镇化率进行预

测，预测结果见表２。

表２　沿海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水平预测 ％

地区 ２０１５年

天津 ８０．５

河北 ４９．４

辽宁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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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２０１５年

上海 ８８．８

江苏 ６３．０

浙江 ６０．８

福建 ５６．２

山东 ５２．７

广东 ７０．９

广西 ４６．３

海南 ５３．６

４　沿海地区城镇化趋势分析

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进程

以及对沿海城镇化趋势的预测，可以发现以下

特征。

４１　沿海城镇化将呈现稳定、快速增长态势

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

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达到５０％时，这个国家或

地区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

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９］。根据上述预测

分析发现，到２０１５年，除了广西、河北外，其

他沿海省、市都将超过５０％，进入城镇化发展

的中期阶段，即加速增长阶段。上海、天津、

广东和辽宁城镇化率更是超过７０％，进入城镇

化发展的后期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不断完善，国家行政计划指令性手段逐渐

由市场调控手段所取代，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将

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因此，沿海城镇化水平将

逐渐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呈现

平稳上升态势。

４２　沿海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趋缓

目前，主要沿海省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

大，城镇化率最低的广西３９．２％与最高的上海

８８．６％相差大约５０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这种差距将逐步趋缓，一些城镇化较

低的地区，如河北、广西，城镇化率将以每年

大约１％的速度增加，而在一些城镇化水平较高

地区，如上海、天津将进入城镇化低速增长时

期，城镇化甚至可能出现暂时倒退的局面。这

样，整个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将逐渐缩小，

至２０１５年，城镇化水平最大差距将控制在４０个

百分点左右，沿海城镇体系建设将呈现出整体

协调发展的态势。

４３　沿海城市仍将是全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

区域，并将呈现整体郊区化特征

　　沿海城市一直是我国沿海地区、乃至全国

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今后５年城镇化水平

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将在２０１５年左右

整体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在此以后，

城镇化增幅将逐步减慢，进入低速增长期。目

前，除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呈现郊区化特

征外，其他城市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特

征［１０］。但进入２０１５年后，整个沿海城市区域将

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尤其是住宅、工业的郊

区化将会非常明显，商业、办公郊区化也将逐

步显现。中心城区城镇人口密度将有所下降，

人口分布也将逐步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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