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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化宏观模式转换初探

尹 文耀 陆杰华

八十年代以来
，
随着经济

、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
，
辽宁人 口城市化的宏观模式

正在由重工业占绝对优势的封闭式过重型城市群体系向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多种产业相结合的开放式重型城

市体系转换
，
由农村人 口总量和 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

，
以城区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向城市人 口总量和 自然增

长率高于农村
，
城区与郊区相结合的城市化转换

。
在本文里

，
我们将分别从城市地理 学

、

人 口 学
、

经 济

学
、

社会学角度来分析这一模式转换的主要特征
、

并据此提出可供政府参考的 一 些 政 策 性
、

策 略 性 建

议
。

辽宁城市化宏观模式转换的地理学特征

从地理学角度看
，
辽宁城市化正在呈现一种多层次的群体结构

。

首先
，
有的大城市

，
特大城市的城区就是由不同规模的市区增长漫延相联而成

。

例如
，
沈阳市的东陵

区
、

于洪区以及三台子
、

文官电等地区
。

本来是与城市中心区以大片绿地相隔的市辖郊区镇城或生产区
。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
，
中间绿地已被大片大片的住宅

、

工厂
、

商店
、

文化设施等城市建筑物所 占据
。
原来

远离城区相对独立的工业区
、

仓库区和郊区城镇与城区连为一体
。

而各区又有自己相对集中的生产
、

生活

活动中心
，
使沈阳市呈现一种多核的群体结构

。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用地方针由
“
控制城 市 用 地

” 。

变 为
“
节约用地

，
合理用地

” 。

城市建筑泪地向郊外漫延
，

这种吞食周围农村与近郊城镇靠近相联的势头又出

现 �
’

加速的趋势
。

其次
，
有的城市市辖区本身又是由儿个有相当距离的飞地型市区或飞地型城镇组成

。

如沈阳市的苏家

屯区
、

新城子区
。

这就使市区 也成为
一

个小型的城市群体
。

所谓辽宁大中城市
，
特 人城市多

，

实际上是这

些城市聚集体多
。

最后
，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

、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

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
。
辽宁十二个省辖市按经济

区又划分成三个规模不等
、

水平不一的城市群地区
�

以沈阳为中心
。

包括鞍山
、

抚顺
、

本溪
、

辽 阳
、

铁岭

在内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 以大连为中心

，
包括丹东

、

营口
、

盘锦在内的沿海城市带
� 以锦州为中心

，
包括

阜折
、

朝阳
、

锦西在内的辽宁西部城市群
。

其中以辽中城市群发展水平最高
，
辽西城市群水平较低

。

这三个

城市群以沿海城市带为前沿
，
以中部城市群为腹地

，
以辽西城市群为关内和内蒙的结合部

。

把整个辽东半

岛
、

整个辽宁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联成 一个整体
，
形成一个全国独具特色的多层次的城市群体结构

。

随着社会经济发发
，
原有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大

，

新的城镇将不断兴起
，
辽宁城市的这种群体结构将进

一步发展
。

因此
，
如何完善和发挥城市群体结构这一优势

，
将成为辽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 个 重 要 间

题
。

看不到这一优势
，
不会利用和进一步发展这一优势

。

就将延缓辽宁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

降低社会经济

发展的水平
。

辽宁人 口城市化战略也应建立在发挥城市群体结构这一优势的基础上
。
不仅要规划好各个城

市的发展
，
更要规划好城市群的发展多 不仅要规划好单个城市的基础设施

，
而且要规划好城市群的基础设

施
。

城市经济
、

社会
、

文化的发展也应竭力加强城市群体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

二
、

辽宁城市化宏观模式转换的人口学特征

从人 口学角度上看辽宁人口城市化出现了三个交叉逆转
。

首先是市镇行政区人�由���。年占总人口的��� ���
·

���以下
，
����年上升到” � ����� 目上

。

其次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和自然增长和绝对人数由乡村高干市镇

，
变为市镇高于乡村

。

辽宁人 口 自然增长

罕历来是县大于市率
。

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到二��。年全省备市的人 口 自然增长率先后开始高于县人

臼 自然增长率
。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自然增长的绝对人数市与县也渐渐接近

。
辽宁人 口的死亡率

一

般



是县高于市
、

村高于镇
。

当城乡生育水平控制得十分相近时
。
必然成形上述情况

。

当然
，
这也与上述第一

个交叉逆转有密切的关系
。

再次
，
人 口城市化的重点正在由城市中心区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转为城区与郊区相结合的集中型城市

化
。

一些城市问题专家将人 口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是 以中心城市人 口增长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
。

第二

是郊外型城市化
。

第三是分散型城市化即逆城市化
。
����年底辽宁省共有��个县

。

其农村地区全部为净迁出

地区� ��个县的县镇地区为净迁入地区
。
�工个县的县镇地区为净迁出地区

。
��个市辖 区 �含��个城区

，
��个郊

区�的���为净迁入地区
。

由于辽宁人 口迁移中有���为省内迁移
。

上述情况说明广大农村地区向城市和县

镇迁移是辽宁全省的普遍现象
。
另外

，
资料表明

。
����年

一

有���的县为净迁出县
。

这说明
，
即使那些能成

为人 口集聚中心的县镇
，
引力 也软弱

，
其迁入人 口不足 以补偿本县的迁出人 口

。
����年���的市辖区为净

迁入区
。

���的县为净迁出县
。

在广大地区继续保持了人 口 由县向市集中的趋势
。

广大县镇还末能成为人

口 城市化的重点地区
。

值得注意的是
。

辽宁��个省辖市的市辖区中有��个郊区
�

。
����

、
����两年这��个郊区有���为净迁入

地区
。
表明郊区已成了城市化约重要地区

。
����年沈阳

、

大连
、

营口
、

丹东
， ����年又有鞍山

、

锦州
、

阜

新的大部分郊区人 口迁入率大于市区人 口迁入率
。

这说明城市群的中心地带正在由第一阶段集中型的城市

化向第二阶段郊外型的城市化转化
。

因此
，

在辽宁市镇行政区人 口 已经 占居全省人 口主导地位
，

郊区成为城市化重点地区的情况下
，
顺应

客观趋势
，
因势利导加强城市郊区建设

，

把城镇建设和 发展的重点放到郊区城镇
，
特别是那些 人 口 为 净

迁入地区的飞地型市辖 区的城镇
，

将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积极作用
。

郊区城镇比
一

般县镇有许多

特殊的优势等
。

如
�

与城区距离近
，
联系密切

，
对人 口和企业有较强的引力

。

又可利用城市的各种基础设

施
。

应该鼓励城市各种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包括科学技术人才�以各种方式向郊区流动
、

疏散和辐射
� 同时

放宽郊 区以及外县区农民向郊区城镇迁移集中的种种限制
，
使郊 区城镇成为二者相向流动的汇合处

，
郊 区

就会更加迅速地城市化起来
。
辽宁人 口城市化模式将是在广大乡镇地区人 口普遍集中的同时

，
大中城市和

特大城市的郊区城镇和小城市将由内向外 一圈圈地发展起来
，
逐渐向外围推进

，
最后一片片城市化地区相

互联成一 片
。

三
、

辽宁城市化宏观模式转换的产业结构特征

从产业结构上看
，
辽宁的人 口城市化模式正在由第二产业为主体

，
重工业占绝对优势的过重型城市群

体系向以重工业为主体
，
多种产业类型的重型城市体系转换

。

����年一����年当全省非农业人 口 的比重由��
。
透�上升到��

�

��
。

城市人 口 比重由���上升到��
�

��

时
，

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社会劳动者人数中
。

第二产业由����年的��
�

��
。

上升到 ����年 的 ��
�

��
，
增 加

之�
�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由����上升到 ��
�

凌�仅增加�
�

�个百分点
。

这与市场经济国家恰恰相反
。

在美国

城市化过程中第三产业就业人 口 比重一直高于第二产业
�
并随城市化水平提高越来越高

。
辽宁第三产业劳

动者所占比重却一直低于第二产业
，
且随着城市化发展这一 比重越来越低

。

如按城镇和农村分别比较
，
辽

宁城镇劳动者人数中
，
第三产业劳动者所占比重 ��

�

����
�，

也低于全国城镇的平均水平 ���
�

���
。

由

此看来
，
过去辽宁人 口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来 自第二产业的发展

。
这不仅区别于外国

，

而且在国内也是很

有特色的
。

辽宁的第二产业中对人 口城市化起 卜异作用的是重工业部门
。

辽宁的重工业总
�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在����年为��
�

��
， ����年上升到��

�

��
，
五 十年代末至六

、

七十年代
，
一直保持在���以上

。
�，��年全

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的��
�

��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部门的盯
�

��都分布在重工业部门
，
使辽宁形成了一

种重工业过重
，
轻工业过轻的过重型城布产业结构体系

。

这种过重型城市体系
一 个显著特点是

�

高度专业化的能源工业城市
、

原材料工业城市
、

机 械 工 业 城

市
、

纺织工业城市相互补充
，

形成了以机械工业为中心多功能的重工业基地
。

在这种客观环境中
，
辽宁的乡镇企业也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重型产业结构

。
以乡村工业为例

。

重工

业产值所 占比重在����年为��
�

��， ����年为��
�

��
， ����年仍高达���

。

辽宁乡镇工业的两大支柱 也 是

重工业部门
�

一是矿业
、

建材采掘和加工业
。
一 是机械加工工业

。
分别占 全 部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

��和

��
�

��
。
二者合计高达��

�

��
。

六五时期
，
这种过重型 为城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 ‘�表现为
，
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和人 口城市化过程

中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
�� 全一����年在社会劳动者中

，
第二产业上升了�

�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上 升 了

“ �一



�
。
华卜百分点

，
与第二产业的差距由��

�

�个百分点
，
减少到��

�

�个百分点
。

其次
，
在这五年中轻重工 业 职

工占的比重各增减了�
�

��个百分点� 但三种重工业从业人数的绝对量仍在增加
。
只是速度低于轻土业

。

估

计今后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将成为影响辽宁人口城市化速度的更加重要的因素
。

但
，
从整体上来说

，

辽宁城市人 口体系仍将会继续保持重型结构
。

辽宁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应从这个重型城市体系出发
。

如上所说
，
辽宁乡镇企业的主要支柱是采掘

、

建

材和机械加工
。

除乡镇的采掘工业可出口部分原材料
、

乡镇机械工业仅仅是城市机械工业的
“
龙尾

” 。

要

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依靠龙头
、

龙身对龙尾的带动
，
依靠

“
全龙

”

腾飞
。

因此辽宁发展外向型经济应把重

点放在大中城市
、

特大城市资金技术密集型机械工业的发展及对乡镇企业的带动上
。

而不是舍其主体
、

求

其技末
，
放在优先发展乡镇企业上

。

政府部门应为此加快改革步伐
、

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
。
同时鼓幼乡镇

企业发挥框框少
、

转向活
、

背靠大中城市特大城市
、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
，

积极主动地发展

各种类型的外向型经济
、

建立面向大中城市
、

特大城市
，
面向省外国外的外向型城镇

。

四
、

辽宁城市化宏观模式转换的社会学特征

从社会学角度看
，
人 口城市化就是农村社会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过程

。

其中包括人们

的社会职业
、

社会文化和物质生活条件
、

杜会关系
、

行为方式等
一

系列变化
。

在这点上
，
辽宁从五十年代

至七十年代一直格守着一种封闭型模式
。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
�

�
�

城乡产业封闭
，
农民由农村型职业转化为城市型职业受到严格限制

。

�
�

城乡户 口封闭
，
农 民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受到阻碍

。

�
�

城 乡条块封闭使各地城市化过程受到障碍
。

七十年代末
、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经济改革以来
，
到����年辽与

’

省政府进一步指出了
“
城乡经济

一

体

化
”
等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

，
这种封闭的城市化模式开始被打破

。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乡镇非农业企业

从业人数由����年的��万上升到����年的���万
，
由占乡镇总劳动力的�，�

�

��上升到��
�

��
。

农民的 企 业

不仅办在乡镇
，
而且办到了城里

。
����年农民在城里办企业的产值达 到��

�

���万 元
。
����年达到���

�

���

万元
，
比

�

�
一

年增长��。�
。

离开本土本乡到外地务工的劳动力由���。年��
�

�万
�

�升 到����的��
�

�万
。

年
一

平

均增长 了�
。

市
、

镇
、

乡村工业企业开始形成多种方式的横向联合
。

城市工业品下乡
。

农村农产品进城的模

式转变成了城市工业品
‘

�乡
、

农村农产品进城
，
劳务

、

资金
、

人 口也进城的模式
。
现今全省乡镇企业系统

中已经建立起矿产
、

粮油食品
、

服装
、

工艺美术等四个出口产品体系
。

共有百余个出口企业
。

城市化模式

由封闭向开放
、

由内向向外向的初步转化对农民的职业城市化
、

生活设施城市化开始发生积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应该清醒地看到
，
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

。

对农村的产业封闭是打破了
，
但农民兴办各种企业还要通过

种种关卡
。

城乡之间
、

农与非农之间
、

条块之间
、

全民企业与所在城镇社会之间的封闭状态并没有被打破或

被完全打破�在广大地区
，
人口在城乡社区之间迁移流动还受到许多政策性限制� 在小城镇的大企业

，
仍然

保持一种
“
国中之国

”
的状态 �

由户 口不同， 不是由于竞争能力不同而带来的农与非农之间在招生入学
、

就业诸方面的不平等还继续存在
。 �

如果这种封闭不能彻底打破
，
不能转化为城乡社会全方位相互开放的模

式
，
辽宁城乡人 口多

，
特别是大中城市

、

特大城市人 口多不仅不能成为辽宁的优势
。
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会

继续成为辽宁的包袱
。

在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间题需要重新正确认识和处理
。
一是辽宁城市化过程中的粮食供应间题

。

一是

辽宁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病特别是大城市病的防治问题
。

这是制约辽宁人 口城市化的两个重要的实际问题
。

我们认为对前者应立足辽宁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
又要放眼全国甚至世界的粮食市场

。

同时实行官办民办多

种形式供应多种渠道流通
，
以官办为主体的粮食供应系统

。

对后者
，
一方面应立足以政府为主体

，
采取多种

形式开发城市建设市场
，
扩大城镇人 口容量 � 另一 方面在城市实行以充分就业为依据

，
采取常住

、

暂住
、

流动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居住政策和多种形式的户 口管理制度
。

这些均牵涉到重大政策性问题
，
应深入调

查研究方能逐步妥善解决
。

【责任编辑 襄鸿池 】

一 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