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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比较前西部娜市!E现状分析’

曲 晨

(重庆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对东、中、

西部以及西部地区内部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城市化的模式设计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旨在

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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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rbanizationisahistoricdevelopmentprocessforacountryfromtraditionalagricu1turalsocietytomodern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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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westregion，thispaPerPutsforwardurbanizationmodedesignandrelatedpoliciesandmeasuresinordertoPromoteth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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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率低 从表1的人口城市化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除内蒙

    2o05年，我国西部地区共有各类建制市170个， 古和重庆外，其他省区人口城市化率远低于全国水

城镇人口35944.9万人，占西部总人口的34.56%。 平，并且在西部地区内各省区之间城镇化率也有很

这比同期全国42.99%的人口城市化率低8.43个百 大的差距。由此可见，西部城市化水平已经到了严

分点，比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率低 18.77个百分点。 重滞后的程度。

                                            表1 人口城市化率情况

地 区 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城市化率/%{地区 总人。/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城市化率/%
全国 130628.00 56157.00 42·99}}四川 8208.00 2709.00 33.00

东部 50564.80 26967.60 53.331贵州 3725.00 1001.00 26.87

中部 41703.50 16303.30 39.091云南 4442.44 1310.52 29.50

西部 35944.90 12422.70 34.56!西藏 276.00 74.00 26.65

广西 4655.00 1565.00 33.621陕西 3718.00 1384.00 37.23

内蒙古 2386.10 1126.20 47.20 甘肃 2591.72 778.03 30.02

重庆 2797.00 1264.00 45.20一青海 542.50 212.90 39.2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拜

二、西部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不合理 首先，从总体数量上讲，截至2005年底，西部地

西部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了总体数量少、密

度低、分布不均衡和地域依赖性强等特点。

区共有建制市170个，占全国总数的25.88%，这与

其占全国71.5%的国土面积极不相称。而且，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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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中东部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比重上均

较低(见表2)。中部比西部多出57个，比重高出近

9个百分点。与东部相比则差距更大，东部城市数目

比西部多出90个，比重更是高出近 14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西部城市总体数量少。

    表2 2005年我国西部与东中部城市数量及密度比较

地 区
城市数 目

  (个)

占全国比重

  (%)

城市密度(城市个数

  /万平方公里)

西部 170 25.88 0.24

中部 227 34.55 1.36

东部 260 39.57 2.4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注:所使用数据中的各省区面积是参考2000年各省区面积

    西部不仅城市总体数量偏少，分布密度上也较

低，表3中城市密度恰好说明了这一点。2005年底，

西部地区城市密度每万平方公里连一座城市都不

到，仅为0.24座，而中部地区每万平方公里有1.36

座，东部有2.45座，其城市密度分别为西部的5.7

倍和10倍之多。

            表3 西部不同省区城市密度比较

    其次，从整个西部来看，各个省区城市密度差异

很大。最高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1.35，已接近中

部城市的密度水平;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仅为0.02，
和西部最高的宁夏存在67倍的悬殊差距。而且，其

他一些省区也是城市密度不一，分布极不均衡。

    第三，西部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城市的分布具

有很强的地域选择性，大部分地区不适宜城市发展。

西部城市多分布在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水资源丰

富、气候较好、矿产丰富和交通发达的地区。

    三、西部城市等级规模结构不平衡

    表4 按城市市辖区人口和地区分组的城市数(个)

全国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巨型城市 3 3 0 0

超大城市 6 5 0 1

特大城市 25 18 5 2

大城市 72 26 30 l6

中等城市 113 33 53 27

小城市 441 178 159 104

合计 660 263 247 150

地 区
城市数量

  /个

  地城面积

/万平方会里

城市密度/城市

个数/万平方奋里
内蒙古 20 118.3仓 0.17

广西 21 23.60 0.89

重庆 4 8。24 0。49

四川 32 48。50 0.66

贵州 l3 17.60 0.74

云南 17 39。40 0.43

西藏 2 122.84 0.02

陕西 13 20.56 0.63

甘肃 16 45.40 0.35

青海 3 72.12 0.04

宁夏 7 5.18 1.35

新挂 22 165.00 0.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有关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整理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不但总体规模小，而且各省

区内部城市规模等级差异很大。从表四中我们可以

看出，我国西部城市整体规模较中东部地区要小得

多。大城市以上规模之和仅为19个，而中部和东部

分别为35个和52个，与中部有较大的差异。且中

等城市数量较少，出现断层。相比之下，小城市数量

较多。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在400万以上的

省市只有重庆、四川和陕西，人口在200万一400万

的只有云南，大部分省区在特大和大城市规模等级

间出现中断，个别省区缺少中等城市。就西部区域

来讲，西南地区城市规模较大，大中城市较多，而西

北和青藏高原城市规模则普遍偏小。

表5 2003年西部各省区不同规模城市数黄分布

西南地区 西北地 区 青藏高原地区
广西 贵州 重庆 云南 四川 新挂 甘肃 宁夏 陕西 内蒙古 青海 西藏

，400万以上 0 0 1 0 1 0 0 0 1 0 0 0

200万~400万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00万~200万 5 2 3 1 11 1 2 0 0 3 0 0

50万~100万 8 4 1 4 15 1 1 1 8 2 1 0

20万~50万 5 7 0 8 5 12 8 6 4 8 0 0

20万以下 3 0 0 3 0 8 4 0 0 7 2 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四、西部城市职能结构差异大

    城市职能是指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

用、所承担的分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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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同时

也会形成不同的职能分工。通常把城市职能分为五

大类型:综合型城市、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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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这五类城市在西部均有

所体现，这表明我国西部城市职能的多样性。与东

中部城市相比，西部这些城市在职能类型上又有其

独特的特点:

    1.西部工业城市中，单一型工业城市多，综合型

工业城市少。主要是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资源较东中

部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不能发展城市

内综合型工业。

    2.西部城市的政治职能较其经济职能强。主要

原因在于西部地区长期经济落后，且出于政治和军

事的需要而设立漫长的边境线，形成政治职能强的

局面。由于片面追求城镇的数量而忽视了城镇内基

础设施和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城市只作为一级行

政机构所在地而存在。

    3.西部各省区城市职能结构差别大。总体看

来，整个西部地区形成了以西北地区的矿业开发为

主的单一型城市和西南地区综合型城市为主的城镇

职能的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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