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路径机制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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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沿

海地区，四川省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农民进城的目标以生活与教育为主，而非进城务工。进城人群的主体是

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剩下的留守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在产业支

撑城镇化能力较弱的同时，形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模式。在特殊的人口进城机制影响下，人口

流出地区往往呈现特殊的城镇化表现，如人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县城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繁荣发展，县域

城镇人口增速远超过地级市等。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对城镇化机制相关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就此类地区城镇化发

展的长期趋势、潜在问题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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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a 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进

展，2017年城镇化率已达 58.5%。中国既有文献关

于城镇化的研究十分丰富，城镇化特征分析方面：

一是侧重于城镇化过程中的现象，研究城镇化水平

阶段、地区之间快慢差异、人口流动方向意愿等[1-5]；

二是识别城镇化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包括流动人口

生活水平[6]、接受公共服务情况[7]等，并就各专项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城镇化机制研究方面：一般将工

业化看作城镇化的主导因素[8-9]，或根据不同地区产

业发展情况探讨地方城镇化动力模式，如重工业主

导模式[10]、旅游业主导模式[11]等；部分研究采用定量

统计方法，探讨对城镇化发展快慢的影响因素，包

括经济、社会、地形、交通、生态环境等[12-14]。城镇化

发展机理方面，主要关注城镇化的时空特征[15]、空

间集聚[16]，以及旅游业[17]、房地产经济[18]等因素与城

镇化的作用关系等。

虽然当前研究成果较多，但也存在如下特点：一

是对人口流出地区的城镇化研究较少，既有研究相

对侧重省级和地市单元[19-23]以及中东部省份[24-26]；二

是对典型人口流出地区的城镇化机制过程解读较

少，相关研究多侧重经济层面的分析[27-29]，对人口城

镇化具体过程与机制解析涉及较少。

四川是西部人口流出大省，其县域单元最为典

型。本文以四川县域为研究对象，识别其城镇化发

展特征，对人口城镇化的路径、机制进行梳理，从而

对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模式进行新的解读。

1 研究思路、研究区及数据

1.1 研究思路

基于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问题的复杂性，本文

采用复合型方法来开展研究：一是根据2000—2015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四川省县域城镇化的

基本特征，通过不同层级的城镇化情况对比，分析

此类地区不同于常规经验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

规律；二是典型区县案例研究，结合现场调研，深入

剖析案例地区的城镇化情况，提炼总结出此类地区

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并论述阐明形成这些特征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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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机理。

1.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四川省除成都、攀枝花、三州地区(甘

孜、阿坝、凉山)以外的 76个县(县级市)作为研究对

象(表1)。主要考虑：① 所选择县以农业县为主，跨

越了不同地形单元，对人口流出地区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② 成都市并非人口流出地区，不纳入研究范

围；③ 各地级市市区人口流入与流出情况比较复

合，典型性不明显，不纳入研究范围；④ 其他地区的

情况比较特殊，甘孜与阿坝州人口稀少且为人口流

入地区，不纳入研究范围；凉山州与攀枝花气候不

同于四川盆地，人口流动的情形较为特殊，本文暂

不纳入。

从地形上来看，研究区内 76 个县主要是丘陵

县，少部分为平原县和山地县。从主导产业来看，

多为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农业县，另有少数旅游

县，这与一般人口流出地区的总体情形相似。2015

年各县平均常住人口53.5万人，平均净流出人口规

模为14.2万人，平均城镇化率为37.5%。

本文以苍溪县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苍溪县

隶属四川省广元市，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大巴山南

麓之低、中山丘陵地带，2015年净流出人口规模占

户籍人口比重为 23.7%，城镇化率达到 32.0%。苍

溪县作为四川省典型农业丘陵县，人口流出情况接

近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本文主要指标数据，包括GDP、工业总产值、各

项人口数据、在校学生数等，来源于《四川统计年

鉴》(2001、2011、201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主要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以及《广元市教育资源普查数据》。

2 城镇化特征分析

2.1 人口：青壮年流失，城乡人口结构深刻变化

2015年研究区净流出人口1077.9万人，净流出

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例高达21.0%。以苍溪县为案

例具体分析人口流出情况(图 1)：2015年苍溪全县

户籍人口79.4万人，净流出18.8万人，本地常住人口

60.6万人，其中城镇、农村分别为19.4万、41.2万人。

根据访谈，全县青壮年流出比例为 75%，其中农村

地区流失比例接近90%(部分进入到本地城镇)。农

村劳动力约26万，其中纯粹的农业劳动力约11万，

基本是60岁以上“不再愿意出去打工”的老人；另有

13万兼业劳动力，农忙时节务农，农闲时期到邻近

城镇打短工、做小生意。另外，农村还有 15万非就

业人群，主要是留守儿童、高龄老人，以及部分丧失

劳动力(因病因残)的人群。

人口流出的影响在于：① 农村形成以留守老

人、留守儿童为主的特殊人口结构，即便在城镇，青

壮年也不多；② 农村事实上没有“待转移”的“富余

劳动力”，而是以老龄劳动力为主，处在务农与短期

打工之间摇摆的劳动力；③ 县城“用工荒”与“招工

难”的情况普遍，老龄就业人群流动半径短(打工不

出县)，且倾向“打零工”为主的灵活工作方式，这使

得每个县域劳动力市场规模都很小，且很难找到满

足现代企业需要的年轻人。

2.2 城镇化：水平低增长快且增速与人口流出正相关

四川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2000年平均城镇

化率仅16.7%，2015年升至37.5%，仍明显低于四川

省平均水平(48.1%)。但2000—2015年间，县域城镇

人口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年均增速达到4.6%，且

明显高于成都市、地市级市辖区等城镇层级(表2)。

按照常规认识，县域人口流出越多，说明城镇吸

引力越弱。然而在四川县域城镇化中，却呈现出人

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的相反情况。如表3所

表1 2015年四川人口流出情况

Tab.1 Population outflow statistic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Sichuan Province, 2015

地区

四川省

成都市

地级市辖区

县域(研究区内76个)

户籍人口

/万人

9102.0

1155.9

2119.6

5143.0

常住人口

/万人

8204.0

1465.8

1995.6

4065.1

净流出人口

/万人

898.0

-309.9

124.0

1077.9

图1 苍溪县人口结构分析示意图

Fig.1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angxi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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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口流出20万~50万的县年均城镇人口增长率

达到 5.6%，流出人口 10 万~20 万的县平均增速

4.2%，流出人口10万以下的县年均增长率仅3.9%。

2.3 经济：工业基础较弱，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关联

不紧密

四川省县域单元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支撑作

用不足。一是工业规模偏小，76县工业总产值占全

省比重只有 20.1%，明显低于 49.6%的常住人口比

例，人均工业总产值只有3.4万元，远低于四川省平

均 8.5万元的人均水平；二是工业的就业支撑能力

弱，制造业占非农就业比例只有 22.9%，明显低于

32.6%的一般水平(全国平均)，反而是生活服务业、

建筑业比例相对高(图2)。

四川省县域单元工业化与城镇化在统计上的

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如表 4所示，研究区县域的工

业增速低于地市级辖区，但城镇人口增速却远超过

该类地区。将 76个县的工业总产值增速与城镇人

口增速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结果趋近于0(图3)。按

照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县域经济多处于工业化中前

期阶段，需要通过工业化的发展来支撑城镇化进

程，但四川省县域单元的实际城镇化进程并不依赖

工业化发展。

苍溪案例同样支撑这一点。2015年县城人口

约13万，县城工业园就业约8000人，占就业比例仅

10%。与此同时，县城商业相对繁荣，城市发展高

度依赖消费与房地产开发，与工业园关系不大。同

期，苍溪县城房价6541元/m2，高于广元市中心利州

区(6491 元/m2)，而苍溪人均 GDP 只有 22940 元，只

相当于利州区的一半(45050元)。这表明，四川县域

城镇化存在特殊路径，与传统认识有所不同。

3 城镇化机制分析

3.1 人口进城过程：以留守人群为主，教育资源和公

共服务是主要吸引力

考察农村转移人口的主体人群，在苍溪调查发

现，进城人群主要是农村留守的老人与儿童，进城

以生活、接受良好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进城过程

不依赖家庭劳动力在本地务工就业。形成了四川

省县域“留守人群进城生活”主导的城镇化模式，而

非东部沿海城市“农民进城务工”的城镇化方式。

在本地工业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县城与重点城镇依

然人气旺盛、消费繁荣。

现场调研发现，教育是城镇吸引人口集聚的关

键力量，以小孩进城读书、家长陪读的形式为主。

城镇人口中求学人群的比例突出，许多地方出现了

“书包里的县城”“书包里的乡镇”等现象。以苍溪

县为例，在校学生约占全县常住人口的 15%，却占

县城人口的 25%、镇区人口的 54%、乡集镇人口的

61%(图 4)。考虑陪读家长、在校老师的情况，教育

带动城镇发展的实际比例更高，在县域城镇化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3.2 城镇化动力机制：转移支付支撑办学、劳务返还

支撑进城生活

上文所述的城镇化模式与传统理论认知矛

盾。按照一般规律，工业化基础支撑了居民收入和

政府财政能力，从而成为居民消费、政府办学的经

费来源。人口流出地区工业基础弱，与城镇化、就

业发展关联弱，必然存在某种特殊因素，支撑了上

述留守人群主导的“生活型城镇化”模式。

研究发现，地方办学经费来自政府财政，县级

财政主要来自国家转移支付。四川省县级政府的

财政能力均比较弱，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苍溪县 2015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表3 2000—2015年各县人口流出与城镇化速度关系情况

Tab.3 Population outflow and urbanization speed of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2000-2015

流出规模

全省平均

县域人口流出20万~50万

县域人口流出10万~20万

县域人口流出10万内

个数

—

20

22

34

2015年常住

人口/万人

8204.0

1736.6

1318.5

1010.0

平均规模/万人

—

86.8

59.9

29.7

2015年净流出

人口/万人

898.0

630.1

322.7

125.1

平均净流出

人口/万人

—

31.5

14.7

3.7

城镇人口

年均增速/%

3.9

5.6

4.2

3.9

表2 2000—2015年四川省各层级城镇化水平变化情况

Tab.2 Change of urbanization level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Sichuan Province, 2000—2015 (%)

层级

全省

成都市

地级市辖区

县域(研究区内76个)

2015年

城镇化率

48.1

71.6

57.9

37.5

2000年

城镇化率

27.1

53.7

40.6

16.7

2000—2015年城镇

人口年均增长率

3.9

3.8

2.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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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4.3亿元，对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十分明显。在本地产业

发展不足、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支撑了教育发展。

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相当部分来自于外出务

工劳动力的收入返还。根据现场调查，县城购房与

消费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乡镇村的广大居民，而他们

收入来源的 10%来自于农业，20%来自于本地打工

或生意所得，70%来自于异地打工返还。本地大量

流出的劳动力，其在外收入中的相当比例被寄还给

家乡的留守人群，成为本地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基

础。以苍溪县为例，2015年净流出人口 18.8万，以

外出人口人均每年返还 15000元估算，其总额达到

28亿元，占地方当年GDP(113亿元)比例接近1/4。

因此，财政转移支付与劳务返还等外部输血支

撑了四川省县域单元特殊的生活型城镇化模式。

如果将财政转移看作外出务工人员纳税的转移，可

将这种城镇化机制理解为，流出劳动力在沿海务

工，并将工作回报返还给家乡，推动了本地留守人

员进城生活，从而形成了不同于沿海经验的城镇化

机制。研究将这种特殊机制归纳为“异地工业化带

动的本地城镇化”(图5)。

3.3 公共服务集中化的影响：地形环境影响了镇村

与设施布局，加剧了教育人群进城需求

四川省县域多为丘陵县，受地形限制，耕地分

散而交通距离长，村庄布局“小而散”，一般一个行

政村约 200多户，自然村小得多。相应的乡镇布局

也呈现“小而散”的聚落特点。在人口流出的情况

下，公共服务很容易低于设立的门槛规模，而不得

图4 苍溪县各层级在校学生占常住人口比例

Fig.4 Proportion of school students in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of all types of settlements,

Cangxi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图5 “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模式

Fig.5 A model of "distant industrialization

driving local urbanization"

图2 四川省县域单元与全国非农就业结构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ructures

between counties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nationwide

表4 2000—2015年四川省各层级

工业化与城镇化速度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the spee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Sichuan Province, 2000-2015 (%)

层级

全省

成都市

地级市辖区

县域(研究区内76个)

2000—2015年工业

总产值年均增速

8.1

4.0

9.8

9.4

2000—2015年城镇

人口年均增速

3.9

3.8

2.7

4.6

图3 四川省各县工业总产值年增速

与城镇人口年增速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annual growth rate of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and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in counties of Sichuan Province

405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不撤并，教育资源因而不断向高等级城镇集中。由

于四川乡镇经济不发达，小城镇产业基础弱，使得

小城镇人口中学生比例很高，乡镇也随着学校撤并

而跟着撤并。

由于地形限制，集中后的公共服务难以便捷覆

盖广大乡村，许多农村学生通勤距离过长，大量基

层学生不得不进城读书，这与平原地区情形存在明

显差别(图6)。根据苍溪的教育普查数据统计，大约

有 47%的小学生选择寄宿读书。因此，地形特点、

人口流出、办学门槛等共同导致了基层教育人群向

高等级城镇集中的趋势。

4 总结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人口流出地区存在留守人群主导的

“生活城镇化”

本文以四川省典型县域单元为案例，对人口流

出地区的城镇化路径模式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

现，随着人口大量流出，农村人口以老人、儿童为

主，年轻劳动力明显较少。在此背景下，传统“务工

型城镇化”相对弱势，留守人群的“生活型城镇化”

比例突出，在常规城镇化过程以外，形成了以教育

为重要方向的“生活城镇化”路径，与沿海地区经验

过程截然不同。支撑生活城镇化的关键力量，在于

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返还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形

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机制。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不难理解先前提到的“反

常”的城镇化特征：在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发展的背

景下，县域人口流出越多，相应的劳务收入返还越

多，于是本地消费越繁荣、城镇化动力越强；地级市

辖区内农村人口比例较低，外出务工收入返还相对

少于县域单元，因而出现县域城镇化速度远超过地

级市辖区的情况；由于县城相比乡村的教育资源优

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县城，县城面临的教育需求、

购房需求远超过自身规模，在县域人口庞大需求支

撑下，学校“大班制”、人口大县房价超过所在地级

市便不足为奇。

4.2 理论思考：传统“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模式不完

全适用这类地区

人口流动方面，传统理论默认家庭与劳动力的

流动是一体的，但事实上在中国存在大量家庭分离

情况。许多内陆省市，劳动力大量流出，城镇化主

体是留守人群而非务工人群。留守人群同样具有

流动性，其流动不以收入、就业为导向，因而产生了

与传统认识截然不同的城镇化路径。这与沿海城

市经验中通过农民进城务工带动城镇发展的模式

截然不同。内陆县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沿海

产业区的“生活配套区”。传统理论多来自国外小

国模型，放到中国这一大国的局部地区，已不再完

全适用。

在沿海城市存在户籍门槛的情况下，一些内陆

农村家庭选择劳动力在回报更高、发展空间更大的

沿海城市工作，家眷在生活成本更低、性价比更高

的内陆城镇生活。这种以家庭分离为代价、换取家

庭生活状况改善的做法，在中西部很多地方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留守人群的就近就地城镇

化。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在区域差

异短期难以消除、户籍改革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

下，留守人群主导的生活城镇化是特定历史环境下

的产物。

4.3 趋势分析：当前路径不可持续，转型与管控的需

求迫切

依靠外部输血、以留守人群为主导的城镇化模

式是难以持续的：一是人口流出存在天花板，随着

人口回流和家庭团聚，外出务工的收入返还必然减

少；二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家财政的补助不可

能无限增长；三是新一代年轻人更重视生活，不愿

意选择家庭分离的生活方式。

因此，依靠外部输血支撑的城镇化，是特殊发

展时期的特殊产物，人口流出地区的快速城镇化并

不代表“后发赶超”，此类地区的长期发展必然回归

“本地产业发展，实现自我造血”的良性过程，发展

模式需要调整。特殊的城镇化路径导致了特殊的

城镇化现象，在新时期也将面临特殊的城镇化问

题，许多累积的矛盾需要解决。

首先，县域快速城镇化已接近尾声，产业空心

化的风险可能逐渐显现。农村已经没有富余劳动

力，学龄儿童多数已进城，城镇化的潜力已大量释

放，未来城镇化人口增长不可能重复上一阶段高速

度。而地方房地产超前建设现象十分普遍，几乎所

图6 四川省县域单元“教育城镇化”模式

Fig.6 A model of "urbanization of educ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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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县城都有扩张 2～3倍的增量规划。未来房地产

与地方债务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

其次，农村问题复杂且越发严峻，乡村振兴缺

乏人力资源。在人口流出、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

村空心化与老龄化并发，老人赡养问题、民生问题

不断加剧。随着年龄的更迭，这一代老人退休后没

有新的劳动力跟进，未来农村劳动力将面临快速减

少趋势，而新生代农民不会务农，农业劳动力问题

越发突出。人力瓶颈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最突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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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ation of urbanization paths and mechanism
in population outflow areas:

A case study of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XIAO Lei, PAN Jie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Western Branch,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unty unit of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in population outflow areas are discus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oastal cities, urbanization of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is dominated by living-oriented type,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re consumption and education demand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ly urbanized population is the left-behind population after considerable labor losses, and their financial

resource of living in cities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remittance sent back by migrant workers. Industry

shows weak support to urbanization, forming a special mode of urbanization, that is, remote industrialization

driven local urbanization, which leads to many unique phenomena. For example, the more population outflow,

the faster urbanization speed; counties continued to grow and flourish without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and

the urbanization speed of counties is faster than that of city. Based on these new finding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relevant understanding of urbanization mechanism and the prospect of long- term trend and potential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such areas.

Keywords: urbanization mechanism; county level; population outflow;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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