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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与特点


———基于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帕累托系数的分析

周　文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有益于正确认识现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为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
依据。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指标计算，２００８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１．２１６９，基本符合位
序—规模法则；而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标计算的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１．００６１，城市规模分布
的均匀程度降低。除了极少数例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

济发展落后的省区相对较低；与省区层面比较，国家层面的城市规模分布更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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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城市，每个

城市又拥有不同规模的人口，通常将一国或地区内

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分布称为城市规模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对

比来看，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的三十年里，我国城市化率平
均每年提高０．２５个百分点，而１９７８至２００７的三十
年里，平均每年提高０．９３个百分点。在城市化率不
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城市规模分布也呈现出小城市

数量占比过大而人口占比过小的特征。这种城市

规模分布抑制了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发挥，一定程

度上使经济发展受到损失。１９７８年以来，国家多次
从城市规模的角度提出城市发展政策。例如，１９８０
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

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

展方针。１９９０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明确指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

合理布局。”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有益于正确认识我

国现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为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的

合理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国外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主要包括法则、建

模、经验研究。重要的法则有捷夫法则、位序—规

模法则、对数正态分布回归方程、帕累托分布回归

方程等；模型方面有中心地模型、贝克曼模型、廷伯

根模型、最大化熵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等。在经

验研究方面，就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来说，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３）测算了１９５０年前后２０个国家城
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最低为０．６１，最高为１．７７，
系数介于０．８～１．２的占样本总数的６１％；在Ｒｏｓｅｎ
等（１９８０）的研究中，帕累托系数最低值为０．８０９，最
高值为１．９６３，介于０．８～１．２的占样本总数的７３％；
Ｘａｖｉｅｒ（１９９９）根据美国１９９１年１３５个大都市地区的
人口数据，计算帕累托系数为１．００５；Ｎｉｔｓｃｈｅ（２００５）的
研究显示，占其统计样本２／３的地区，城市规模分布
的帕累托系数介于０．８到１．２之间。

本文根据《中国城市年鉴２００９》提供的我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和人口数据，分别以市辖区总人

口和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标，计算全国及各省区

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结果表明：我国的城

市规模分布基本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大部分省区

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均匀，人口在大城市集中的现象

不太明显，极少数省区情形相反。本文研究还发现

经济发展水平、户籍制度、考察范围等都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状况。

二、城市规模分布帕累托系数的计算方法

根据直观判断，一国或地区内人口规模越大的

城市，其数量越少，规模越小的城市，数量越多。捷

夫法则验证了这一判断：人口规模超过某一数值

（假设为Ｓ）的城市，其出现的概率与 Ｓ成反比，Ｓ值

越大，Ｓ规模以上城市出现的概率就越小，否则相

反。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符

合捷夫法则。① 表１是美国２０００年与我国２００８年

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分布情况，表中数据显示，规

模越大的城市数量越少。

表１　２０００年美国和２００８年我国规模分布

城市规模／万人

城市数量／个

２０００年

美国城市

２００８年我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大于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１０—１００

小于１０

２

４

４３

３２４

５４９

３

７

１１０

１６７

数据来源：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Ａｒｔｈｕｒ，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ｔｈｅｄ，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６；《中国城市年鉴 ２００９》

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Ｒ＝Ｃ／Ｐｂ（ｂ≥０）

　　Ｒ表示城市按照人口由多至少的排序，简称位

序②；Ｐ代表各城市的人口规模；Ｃ是一个常数；ｂ是

根据Ｒ和Ｐ的不同数值估计出来的参数，称为城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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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ｚｍａｎ（１９９０）对１９世纪中期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当时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符合捷夫法则。
如果一国或地区内，某城市人口最多，其Ｒ值就是１；另一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为１０，其Ｒ值就是１０。



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

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正数，通常以１
为界限，将其取值分为三种情况：ｂ＞１，ｂ＝１，ｂ＜
１。当ｂ＝１时，Ｒ＝Ｃ／Ｐ，或者 ＲＰ＝Ｃ，这就是位
序—规模法则。如果城市规模分布严格遵循位

序—规模法则，第二大城市人口将为第一大城市

的１／２，第三大城市人口将为第一大城市的 １／３。
实际中，ｂ值为１的情形较为少见，通常情况下，ｂ
略大于１或略小于１。

三、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

根据《中国城市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我国共有
２８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１５．３３
万到１５３４．５０万不等。本文首先以２８７个城市为样
本，计算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接着以

各省区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别计算各省区城

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

城市规模指标选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用 Ｐ表
示，城市位序，即按照城市人口规模排序的序号，用

Ｒ表示。根据Ｒ＝Ｃ／Ｐｂ，回归模型采用的函数形式
为ｌｎＲ＝Ｃ＋ｂｌｎＰ。本文运行 Ｅｖｉｅｗｓ５．０计算 ｂ
值，ｌｎＰ的系数符号应为负，ｂ值应在１左右。

以２８７个城市为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为：
ｌｎＲ＝１０．１８４１９－１．２１６９０９ｌｎＰ

　　回归结果的标准差为 ０．０２１，Ｒ２值为 ０．９１９。
如果以各城市人口规模的自然对数为横坐标，各城

市位序的自然对数为纵坐标作函数图像，图形基本

上呈斜率近似为 －１的直线。回归结果显示，２００８
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

１．２１６９。
就各省区的情况来看，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

区，我国目前有４个直辖市和２７个省区，考虑到西
藏、青海分别只有１个地级市，海南、新疆分别只有
２个地级市，分省区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
数时，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西藏、青海、海

南、新疆。具体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四、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与特点

通过分析全国和分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

托系数，能够总结出我国城市规模分布中存在的一

些规律和特点：

表３　我国２３个省、自治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

省区 帕累托系数 省区 帕累托系数

宁夏（５）

湖南（１３）

山东（１７）

安徽（１７）

江苏（１３）

河南（１７）

四川（１８）

辽宁（１４）

广西（１４）

山西（１１）

江西（１１）

浙江（１１）

１．６８５

１．４５１

１．３７８

１．３７３

１．３４３

１．２５０

１．２２７

１．１８１

１．１８０

１．１６９

１．１６１

１．１５８

河北（１１）

湖北（１２）

甘肃（１２）

内蒙古（９）

陕西（１０）

贵州（４）

黑龙江（１２）

福建（９）

吉林（８）

广东（２１）

云南（８）

１．１０３

１．０６７

１．０４６

０．９９９

０．９５４

０．９４８

０．９３９

０．９２７

０．９０１

０．８８１

０．７６５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年鉴 ２００９》，运行回归软件

ＥＶｉｅｗｓ５．０计算得出，括号中数字代表该省
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个数。

第一，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最高值为

１．６８５（宁夏），最低为０．７６５（云南），介于０．７～１．３
之间的有１８个，占样本总量的７８％，表明我国的城
市规模分布基本符合位序—规模法则。运用２８７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计算的系数为１．２１６９，进一步
验证了这一结论。

第二，在函数Ｒ＝Ｃ／Ｐｂ中，ｂ＞１和ｂ＜１分别代
表不同的含义。当 Ｒ大于１，即城市的数量不止１
个时，如果ｂ＞１，表明随着城市位序的降低（例如 Ｒ
由１降为２），城市人口规模减少的程度相对不大
（即人口规模减少较为平缓）。相反，如果 ｂ＜１，则
表明随着城市位序的降低，城市规模有较大程度的

减少。因此，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越大，城

市规模的变化越不显著，城市规模分布越均匀。相

反，系数越小，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越显著，人口越

有可能在大城市集中。在分省区数据中，１５个省区
的系数值大于１，内蒙古接近为１，ｂ值在０．９以下
的有广东和云南两省。

第三，如果以全国总体数据ｂ＝１．２１６９为参照，
ｂ值高于该值的省区包括宁夏、湖南、山东、安徽、江
苏、河南、四川７省区，说明虽然这些省区内的城市
之间存在规模差异，但城市规模变化不很剧烈，城

市规模分布相对均匀，人口在大城市集中的现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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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明显。以ｂ值最高的宁夏为例，２００８年宁夏共有
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按照人口规模排序分别是银
川（８８．８４万）、石嘴山（４５．１５万）、固原（４３．４８
万）、中卫（３９．０３万）、吴忠（３７．３６万），第二大城市
人口没有下降到第一大城市人口的１／２以下，同时，
除了银川外，其余４个城市人口规模相差不大，表明
宁夏的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均匀。

第四，如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２３个省区进行
分组，大体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包括山东、广东、江苏、辽宁、浙江５省①；第二组
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包括安徽、河南、河北、湖南、内

蒙古、黑龙江、四川、福建、江西、山西、湖北、甘肃１２
个省区②；第三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包括广

西、吉林、云南、陕西、宁夏、贵州６省区③。数据显
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５个省中，城市规模分布的
帕累托系数在１．１以上的有４个。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的６省区中，４个省区的ｂ值小于１。经济发
展水平居中的１２个省区中，９个省区城市规模分布
的帕累托系数大于１，２个小于１，内蒙古近似为１。
除了极少数例外，大致可以看出如下趋势：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

对较高，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区系数相对较低。

第五，考虑到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中国城

市年鉴２００９》除了提供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据外，
同时也提供了市辖区年末非农业人口数据。以

２００８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标，
本文重新计算了全国及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

累托系数。④ 重新计算的结果，全国城市规模分布

的帕累托系数为１．００６１，标准差为０．０１７，Ｒ２值为
０．９３０。就分省区数值来看，在所计算出的２２个（除
去山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中，最高为

１．３６３（河南省），最低为０．６１７（云南省）；与采用市
辖区年末总人口数据相比，１７个省区城市规模分布
的帕累托系数有所下降，５个省区略有提高。可见，
如果以户籍人口作为城市人口规模指标，城市规模

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有所下降，城市规模分布的均匀

程度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２次回归计算中，除
了２次外，可决系数 Ｒ２均有较大提高，表明模型对
市辖区非农业人口数据的拟合优度较高。

第六，本文以２８７个城市为样本，计算了全国范
围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同时，以４～２１个城
市为样本，计算了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

数，样本范围不同，计算的结果有所差别。可以看

出，在省区层面上计算的系数，大部分都小于在国

家层面上计算的结果。因此，可以大致推断，随着

数据地域范围的扩大，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

增大，换句话说，从国家层面来看，城市规模的分布

要比从省区层面看更为均匀。

五、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根据２００８年我国２８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年末市辖区总人口数据，计算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

帕累托系数为１．２１６９，表明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基

本符合位序—规模法则。

（２）云南和广东两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

数值最低，在０．９以下，表明这两省内人口集中在大

城市的现象较为明显；宁夏的系数值最高，城市规

模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均匀。

（３）除了极少数例外，我国城市规模分布与经

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如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

济发展落后的省区系数相对较低。

（４）以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

标，计算我国城市规模分布帕累托系数为１．００６１，与

采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据相比，系数变小，城市

规模分布的均匀程度降低。

（５）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大部分

小于１．２１６９，说明从国家层面来看，城市规模的分

布更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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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合计６０万元以上的省区归为这一组。
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合计３０至６０万元的省区归为这一组。
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合计３０万元以下的省区归为这一组。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山东省数据的缺失，计算全国范围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时，样本数为２７０（２８７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扣除山东省的１７个城市）。



对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考察还存在很多未知

领域，今后可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一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与该国或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显然，经济发展

水平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反过来，城市规模分布是

否也会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可以

断定，当城市规模分布过于均匀，换句话说，城市规

模差异变化很小时，集聚经济将得不到充分发挥；

而当城市集中度过高时，又有可能导致规模不经

济。两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失经济发展效率。

因此，能否找到一种相对合理的分布状态，以最大

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科学解决，将对

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国外研究中，通常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

的城市规模分布描述为“ｔｏｏｍａｎｙｃｉｔｉｅｓ，ｔｏｏ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过多的城市，过少的人），并由此将我国的
城市化称为“分散的城市化”。其意是指，数量上过

多的城市，居住了过少的人口，城市人口规模偏小。

２００５年，我国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与其他规模
城市相比，数量占比最高，达到４４．５％，但其人口占
比却只有１２．６％，①一定程度上与国外研究描述的
状况相符。应当就此现象进行更加广泛的理论分

析和实证检验，从而为我国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

第三，模型Ｒ＝Ｃ／Ｐｂ与城市非农业人口样本观
测值拟合较好，同时，以非农业人口为指标计算的

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有所降低，表明如果实

行完全放开的户籍制度，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均匀

程度将降低。如果这一结论成立，其中的机理是什

么？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有何启示？

第四，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短期内城市规模

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值较为稳定，变化不大，但长期

来看该值趋于下降。② Ｅａｔｏｎ等（１９９７）对法国１８７６
到１９９０年、日本１９２５到１９８５年城市规模分布进行
了系统研究，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在所

研究的期间基本保持不变。因此，为了更科学地考

察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规律，有必要对城市规

模分布进行长期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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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２００６》计算得出。
在Ｎｉｔｓｃｈ（２００５）的研究中，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被称为捷夫系数（Ｚｉｐｆ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１８０１年之前，该值的平均值

为１．３５，１９５０年之后下降为１．０７，参见Ｎｉｔｓｃｈ（２００５）第９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