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综合探讨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的综合效应状况，本研究1主要从单个城市

视角与城镇体系视角两个层面量化评估近年来中国县级市及其以上城市规模综

合效应状况，进而理论探讨与实证评估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所存在的“倒 U

型”作用模式，与不同规模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行为所存在的区际策略关联。本

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1949 年以来中国城市数量总体呈渐进式增长，并没有突变时点与突

变时段，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是各级各类城市数量集聚区。同

时，近年来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也存在明显的时空演化特征，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

的人口规模与城镇数量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Ⅰ型大城市及其以上规

模城市也是现阶段主要的城镇化区域；而东部地区迅速增长的中等城市现已超过

小城市成为我国数量最多的城市类型；数量稳定的小城市整体上东部少、西部多，

可能滞于沿海乡镇虽有城市之实却无城市之名。 

第二，随着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大，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增长状况总体上独

立于城市自身规模，局部上虽有稳定-下降交替的阶段性波动。加之，近年来中

国城市规模整体上符合正态分布条件，故近年来中国城市位序规模结构总体上满

足 Gibrat 对数正态分布形式。同时，随着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大，县级市层面

与地级市层面的城市规模偏差总体上分别呈 N 型与 U型的演化模式，县级市层面

比地级市层面的城市规模偏差多有一个明显的左侧甩尾现象，即近年来中国城市

规模偏差对城市规模演化具有增大-减小-增大的发展阶段。故现阶段城镇体系视

角下的城市规模效应总体上呈大城市规模偏大、小城市规模偏小，中等城市规模

相对合理。另外，城市规模偏差分为城市规模偏大情况与城市规模偏小情况。不

论规模偏大城市还是规模偏小城市，城镇经济收入都对城市规模偏差现象存在显

著的、稳健的制约作用，即大规模城际迁移人口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较高的城

镇经济收入。同时，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对规模偏大城市分别存在一定的正向作

用和负向作用，而对规模偏小城市的效用模式却并不明确，这意味着集聚效用与

拥挤效用均建立在一定城市规模基础上。同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对规模偏大

城市与规模偏小城市都没有显著的、稳健的制约作用，即农业转移人口占主体的

城际迁移人口并未将迁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纳入迁移决策。 

第三，单纯经济正向产出情景的城市经济规模效应可分为城市规模效率与城

市技术效率。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有一定空间外溢的地域

性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并无明显的空间溢出现象，而规模效率

较高城市主要为大城市周边临近小城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

尤为显著。近年来中国城市多处于规模效率上升阶段，且城市规模效率升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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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明显的空间地方差异，其中规模效率上升城市多散布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而规模效率下降城市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等主要城镇化区域。同时，

城市经济规模效应变化可分为规模效率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及经济效率变化。近

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与城市经济效率变化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经济落

后地区好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区域好于大中城市区域。不过，近年来中国

城市规模效率变化的高值区域主要集聚于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

等主要城镇化区域，而大中城市规模效率增长状况整体上也好于中小城市。 

第四，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的城市经济规模效应也有一定的空间地域性差

异，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及城市技术效率的空间热点都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

区、珠三角地区与山东半岛地区，而城市规模效率的空间冷点则主要分布于甘宁

地区与云贵地区及城市技术效率冷点集聚的晋陕地区。同时，在单纯经济正向产

出情景与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下，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增

减情况都呈先增后减的倒 U型效用模式，而城市土地规模则存在先减后增的正 U

型效用模式。即经济规模越大、建设用地规模越小的城市经济效率越可能趋于上

升，而当城市经济规模与城市土地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区间，城市经济效率下降趋

势随之越大。另外，在单纯经济正向产出情景与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下，政府

规模越大、科技投入越高、财政政策越积极、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经济效率越

有可能趋于上升，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经济效率增减情况并没有稳健的、显

著的制约作用，即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大规模投入并不一定带来城市经济效率

的大幅度提高。 

第五，单纯经济正向产出情景与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之间的序数之差就是

城市经济效率秩数差异，其值越大即绿色经济发展越好。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

率秩数差异存在明显的、稳定的地域性特征，其空间热点主要集聚于江浙沪与山

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而其空间冷点主要分布于东三省等中西部内陆地区，东部地

区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筹协调要远好于中西部地区。同时，近年来中国城

市经济规模与城市土地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秩数差异分别存在正 U 型与倒 U 型

的作用模式，即随着经济规模越大、土地规模越小，城市经济效率秩数差异先减

小再增大。经济规模层面的小城市与大城市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程度要

好于中等城市，而土地规模层面的中等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另外，服务

型经济越强、科技投入越多、政府规模越小，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秩数差异

越显著。不过，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筹协调状况并不明显地受制于规模经

济与城镇化进程。 

第六，在单纯经济正向产出情景与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下，近年来中国城

市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存在稳健的、显著的倒 U型效用模式，即城市经济效率随



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而相应地提高，而当城市人口规模增大至一定规模阶段，城

市经济效率转而不断趋于下降态势。同时，近年来中国地方可通过拉动社会消费

与增强宏观调控尝试地提高城市经济效率，而支出强势的财政政策、开发积极的

房地产业都难以直接拉动城市经济效率持续优化。 

第七，在单纯经济正向产出情景与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下，在地理邻近视

角、行政管辖视角与城市规模视角之间，近年来中国城市开发投资行为都存在稳

健的、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随着地理距离临近、行政考核统一、人口规

模相似的相关城市不断增大，城市开发投资也相应地提高。这种空间相关关系是

一种区际策略关联关系而非单纯的“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关联性所导致的，并

且是正向策略互补模式。故在晋升锦标赛大环境下，不论单纯经济正向产出情景

还是兼有经济负向产出情景，城市人口规模相似的城际开发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

稳健的区际策略关联关系，且是正向策略互补模式，而非负向策略替代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