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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研究】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规划和如何实现面

向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之

年。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以为傲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是

在经济领域中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在社会领域

中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2019 年，中国城镇

化水平超过 60%。中国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支撑，城镇化

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动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客观把握与分析城镇化发展态势及其区域

差异，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

展规律，丰富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有

助于为国家和地方制定“十四五”规划以及更长期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差别化区域政策提供

参考。

一、城镇化的基本态势及相关解释与预测

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

人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的过程，这一过

程伴随着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

（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

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人

类社会的经济、政治、人文、生态等都会随之改变。

一直以来，城镇化都是世界范围内衡量一国综合发

展水平的常用指标之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反映了

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1.世界城镇化的基本态势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二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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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化的时间与空间变化过程

从城镇化的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 世纪 70 年

代，诺瑟姆提出了一条描述城镇化发展过程的经验

曲线，20世纪90年代由周一星引入中国，这条经验

曲线被称为诺瑟姆曲线。诺瑟姆曲线与世界上大

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高度吻合，该曲线将城

镇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是城镇

化水平低于30%的城镇化初期阶段，该阶段城镇化

率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是城镇化水平在30%—70%
的城镇化中期阶段，该阶段城镇化率增长迅速。第

三阶段是城镇化水平高于70%的城镇化后期阶段，

该阶段城镇化率增长缓慢。当城镇化水平达到

80%左右时，城镇化水平几乎处于收敛状态。

图2 诺瑟姆曲线与城镇化发展阶段

展中国家城镇人口急速增长，三是大城市持续增加

且城镇密集区大量出现。城镇化仍是 21世纪人类

社会实践的主旋律。世界城镇人口由 1960 年的

10.19 亿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41.96 亿人，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内增长超过 30亿人（见图 1）。世界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33.61%增长到

2018 年的 55.27%。1960 年以来，世界城镇人口的

增速始终保持在2%左右。世界城镇化水平存在明

显的区域差异，北美、欧洲和部分亚洲发达国家，以

及南美洲部分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超过 75%；而亚

洲、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处于50%以

下。就城镇人口增速而言，亚洲、非洲的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快，而城镇化水平较高

的发达国家，其城镇人口增速相对缓慢，部分国家

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与城镇化不断发展相伴

而生的是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数据

显示，1960年以来，居住在世界各国最大城市的人

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曾在1974年

达到峰值 18.17%，后持续下降至 2018年的 16.1%。

在此期间，世界人口总数是不断增长的，而且世界

各国的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也通常是增长的。例如，

2018年世界前三大都市（圈）分别为东京、德里和上

海，人口规模分别约为3800万人、2600万人和2350
万人，其中，东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较 1950年分别

增长了约 5.5倍和 4.4倍。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人

口规模的城市的数量正快速增长，尽管一些发达国

家中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相对缓慢，但世界上已

有33个都市圈的人口规模突破千万人。

图1 1960—2018年世界城镇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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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来看，就单个城市而

言，城镇化过程可能经历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

化 3个阶段，代表性的模式是Klaassen等人在 1981
年提出的城市发展阶段理论。世界各国一般将经

历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入、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加大的

城市化阶段。由于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提高必然会

带来城市承载能力的压力，此时人口开始向城市外

围扩张，这一过程被称作郊区化。郊区化同样也是

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只是人口由城市的中心向边

缘流动或外来人口直接进入城市边缘。城市发展

阶段中还有一种现象被称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则

是由城市人口减少所产生的，导致逆城市化的原因

主要有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等。一个城市的发展应

避免出现逆城市化，因为逆城市化会严重影响整个

地区的经济活力，进而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

城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还有另一个方向，即是

由孤立的城市向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进而发

展到网络化的大都市。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城市规

模的逐渐扩大，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郊区化、多

中心化以及区域化均是都市圈得以形成的原因。

城市的发展一般会走向城市圈、城市群或城市带。

其中城市带是所有概念中空间尺度最大的，是由若

干个城市群所组成，而城市群又是由若干个城市圈

构成，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城市带由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构成。长三角城市群

又是由多个城市及城市圈共同组成，如南京城市

圈、上海城市圈和杭州城市圈等。

3.城镇化的相关解释及其预测

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的过

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乡村农业人口转移为城

镇非农业人口，因此人口学上的“推拉理论”可以解

释为城镇化的动力，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推

力是指促使人群离开乡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

引人群来到城镇的因素。提出这一理论的博格（D.
J.Bague)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

入地（城镇）的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

拉力，而流出地（乡村）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

力。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可以概括为二元理论模

式，即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前者由政府主导，

后者靠市场驱动。中国城镇化发展既受经济因素

影响，也受政策因素影响，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受

自然与区位条件、国家与地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增

长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

水平的快速提高主要受市场力的驱动。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密切相

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

程基本协调，但就不同时期而言，先后经历了城镇

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城镇

化快于工业化3个阶段。尽管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随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的

城镇化进程相比，在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下，中国

的城镇化率明显滞后，例如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

平价）水平为12088美元时，城镇化水平为50.69%，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32个百分点。

中国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较大，农村人口向城

市地区的转移也有大小城市之分。具体来看，进入

大城市的农村人口要多于进入小城市、小城镇的人

口。目前的趋势是“镇化”对城镇化贡献程度的趋

势在减缓，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城镇化的作用强度

在不断上升。从区域间的城镇化进程来看，各地区

城镇化水平表现出趋同的发展趋势，农村转移人口

向发达地区城市集中提高了城市的进入门槛，失业

率升高时外来农村人口也是首当其冲，故近年来由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十分显

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劳动力回流

同样也引发了资本回流的连锁反应，有证据表明资

本倾向于投入劳动力回流密集的地区，这也使得中

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得以提高，进而提高了中西部

地区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后仍

应保持高速发展，甚至在2017年城镇化水平达到近

55%后，仍应保持年均0.6%—0.8%的增速。在城镇

化增速和收敛点方面，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

究。顾朝林（1992）在早期研究中预测，到2030年中

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 65%，2050年时收敛于 73%。

此后，他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对中国城镇化又进行了

仿真模拟预测，认为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

到 70%，并在 2050 年收敛于 75%。一些学者基于

Logistic 模型对诺瑟姆曲线进行拟合分析，预测到

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61%—63%，2050年达到

70%左右。也有学者考虑了中国的人口因素，预测

到 203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 60%—65%。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的预测也认为到

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 66%。还有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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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应收敛在80%，这些学者认

为此前的研究中没有考虑中国的城乡人口比重，且

预测的方法和模型不够准确。乔文怡等（2018）基

于系统动力学并加入更为全面的因素，预测到2035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2%，2050年收敛于80%。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基本态势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基本态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中国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

的 10%左右，此后经过 10年的发展，1959年城镇人

口增长到20%左右。随后的近20年时间，中国城镇

化水平有所降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水平

不足18%。从1978年开始，中国城镇化进入稳定的

增长期，改革开放后 20年，城镇化水平几乎翻了一

番（见图3）。1995年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拐

点，城镇化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对照诺瑟姆曲

线，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 30%时，说明该

国的城镇化越过了初级阶段，进入了快速上升的时

期。1978—1998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了 15.43
个百分点，1998—2018 年则增长了 26.23 个百分

点。从 1995年起，中国城镇化增速逐渐放缓，由接

近5%的增速下降到不足2%的增速，这同样符合诺

瑟姆曲线所呈现出的规律，即达到快速增长拐点

后，城镇化以速率递减的方式增长。

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阶段以及未来方

图3 1949—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及城镇化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向，已经有很多研究。赵新平、周一星（2002）认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一波三折，改革

开放后的事实证明了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内生过程，

是伴随市场不断健全和完善发展的规律。刘秉镰、

朱俊丰（2019）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的进程分

为 3大发展阶段，并提出未来应当继续以高质量发

展为导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不

同空间区域的城镇化研究。苏红键、魏后凯（2018）
按照城镇化率的变化特点和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分

别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划分为3个阶

段和4个阶段，并提出了中国城镇化新的重要议题。

诺瑟姆曲线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城镇

化的实践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 80%左右时，便

进入了收敛期，其后将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目

前，对于中国城镇化将在何种水平达到峰值并未达

成一致共识。中国城镇化水平长期滞后于非农就

业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如图4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城镇化率始终与非农就业率有着一定的差距，至

今这种差距仍然没有显著缩小的迹象。目前，中国

仍存在大量农业人口从事非农工作的现象，这些人

口虽身处城市之中，但未真正地融入城市，亦或仍

生活在农村地区，但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

面向2030年的中国城镇化及其区域差异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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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5—2017年四大板块城镇化率及全国城镇化收敛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图4 1978—2018年中国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的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2.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呈现出趋同发展的态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

布局密切相关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内蒙古、新疆

等的城镇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中东部地区

人口稠密，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地区，农业人口

数量大、比重高。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呈现出

收敛的态势，本文计算了2005—2017年全国各省城

镇化率之间的泰尔指数，发现考察期内泰尔指数逐

渐下降，说明各省份之间的城镇化水平有趋同的趋

势。从四大板块的城镇化水平来看，中西部地区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从曲线的陡峭程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

水平上升速率较快，东北地区城镇化呈现出显著的

放缓趋势（见图5）。城镇化区域趋同可能会导致经

济重心的转移，由于四大板块的人口规模差距较大，

假如各地区城镇化率均上升1%，但所增加的城镇人

口数量却明显不同。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也意

味着需求的增加，甚至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经济增

长的内生因素都会随之改变。地区之间城市人口的

差距会影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而又会影响人

口的迁移，后果是人口向某一发达地区不断集中，进

而强化或形成更加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

3.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由“北高南低”转变为

“东高西低”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个省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

格局从“北高南低”向“东高西低”转变。尽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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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工业化奠定了北方地区的城镇化基础，但随

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明

显快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早期的城镇化多以

工业化带动，但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产业

结构服务化，城市的就业增加开始主要依靠服务业

带动。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服务

业水平更高，更加能够吸纳农业产业释放出的劳动

力。加之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口倾向于向经济发达

的东部地区迁移，更加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进

程。2017年，全国城镇化率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

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排名后10位的地区全部为中

西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80%，遥遥领先其他省份，但仍有6个省份的城镇化

率不足50%。综上可知，中国各个区域的城镇化水

平是不均匀的，且空间格局始终处于变动的过程。

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也会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分

异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差异的未来态势

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经验以及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城镇化水平时间序列数据的预测分析结果，

可以判断得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符合诺瑟姆

曲线所呈现出的规律，预计到 2030年，中国的城镇

化水平可达到70%。

1.中国城镇化未来态势研判的依据

分析中国城镇化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的依据主

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认为符合诺瑟姆经验曲线，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成正比，三是产业

结构高级化和城镇化水平成正比，四是现有城市与

城市群发育状况和城市化水平成正比，五是区域间

城镇化差距将趋于缩小。

诺瑟姆曲线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3个阶段特

征，并且能够与很多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相吻合，是

因其背后有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当城镇化水平在

30%以下时，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业

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产出都比较低，剩余的农业产品

无法供养很多的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城市的需求

不足，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这一阶段

的积累是缓慢且艰难的。当城镇化水平达到 30%
时，则进入工业化阶段，一方面，农业以机械化为生

产方式会大量解放劳动力，城乡收入的差距也会使

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

加会提升需求和增加生产，进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

非农就业岗位。当城镇化水平达到 60%—70%时，

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城市，同时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得

到较大的改善，城乡差距大幅缩小。此时，生活在

农业地区的人口对城市的渴望程度减弱，城镇化

进程在这一阶段开始变得迟缓。当城镇化水平达

到 80%以上时，城乡生活质量基本无差别，各地区

人口均能够在本地安居，此时城镇化过程达到了

一个稳定的状态。由此，诺瑟姆曲线反映了农业

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过程中的一种经济和社会规

律，这种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地预测未来的城镇

化水平。

2.基于时间序列方法的中国城镇化水平预测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预测中国城镇

化率的未来走势，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以及不

同城镇化阶段内数据走势发生的变化，使用ARIMA
与指数平滑法对数据进行分析，鉴于时间序列分析

方法使用比较广泛，加之篇幅有限，研究方法的详

细说明不再赘述。基于 1949—2018年中国城镇化

率数据，对 2025年城镇化率水平进行预测，ARIMA
与指数平滑法所得到的结果分别为 65.64%和

67.82%，指数平滑法由于赋予近年份数据较大权

重，因此预测值稍高，也说明了中国处于城镇化快

速发展阶段。进一步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在50%—

70%之间更加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以2010—2018
年的数据为基础，对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时

间序列预测，其结果如图6所示。结果显示，如果未

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能够以近似于 2010—2018年的

发展态势持续下去，则在2030年时的城镇化率会接

近 70%。届时城镇化速度下降至每年 1%水平以

下，且增速会继续放缓。基于本文的保守估计，在

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会达到80%左右，并进入一

个稳定状态。

若以 2005—2018年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趋势进

行预测，2025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会超过 75%，

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镇化会持续提高，

中部地区在 2025年左右可能会与东北地区城镇化

水平持平（见图7）。
3.中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态势及空间分异的背后

逻辑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地区间收入

面向2030年的中国城镇化及其区域差异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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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是人口发生迁移的第一动因。图 8 为 1952—
2018年，中国四大板块GDP所占比重，自高到低分

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从四大板块整体经济水平来看，尽管东北地区城镇

化水平长期是超前的，但地区经济总量占比始终落

后于其他地区，而且GDP总量占全国比重长期处于

下滑态势，且从 2000 年开始东北地区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低于 10%。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较为相近，且近年来均保持在

20%左右。

从人均 GDP 来看，东部地区人均 GDP 一直领

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在2015年后出

现负增长，2018 年中部地区人均 GDP 接近东北地

区，西部地区人均GDP也有向东北地区、中部地区

趋近的态势（见图 9）。东北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

甚至西部地区，已经没有吸引外来人口的过多经济

优势。

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态势同样可以作为城

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依据。2000年以来，中国四大

板块第一产业比重均逐年下降，特别是中部地区和

图6 以50%城镇化率为基准的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图7 2025年中国四大板块城镇化率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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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下降很快，2018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

已经低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也和东北地区持平，

东北地区的结构优势已经转化为结构劣势。综上

所述，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来看，

都能够说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

以及对未来城镇化格局变化的影响。

4.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会促使城市体系空间

格局的重构

城镇化的空间分异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城市

空间格局的演变，东部地区城镇化的高增长也说

明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仍然对人口

有巨大的吸引力。从中西部地区的外部环境和消

费结构的变化可以预见，人口稠密的区域一定会

有相应规模的人口经济集聚区，例如成渝地区已

经成为西南地区经济人口的最大增长极。一般来

说，省会城市也会成为未来城市人口集中的热点

地区，这与中国长期的大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有

关，大量的投入和政策利好使省会城市的发展优

于其他中小城市。因此，区域中规模较大的城市

会成为地区承接人口的重要平台，一个区域所拥

有的大城市规模越大、数量越多，城镇化的发展

前景也就越好。中国市区常住人口超过 500 万人

以上的特大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暂

时还没有市区人口超过 500 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

（见表 1）。

从人口吸引能力来看，中西部地区相比东北地

区能够容纳城市人口的能力更强，近年来中部地区

的武汉、郑州城市人口增加较快，西部地区的成都、

图8 1952—2018年中国四大板块GDP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图9 2000—2018年中国四大板块人均GDP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面向2030年的中国城镇化及其区域差异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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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1949—2018年城镇化水平增长态

势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符合城镇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城镇化增长趋势与诺瑟姆曲线形态基

本吻合。本文基于时间序列分析对中国总体及区

域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预测，并对

可能出现的预期结果给出了一些解释，并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第一，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规律，中国城

镇发展实践体现了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化

的发展同样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圈（群）在

城镇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第二，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过程，受经济社

会发展差异的影响，城镇化格局发生了从“北高南

低”到“东高西低”的转变。中国各个省份间的城镇

化差异趋于缩小。第三，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

水平将会达到 70%，城镇化增速将进一步趋缓，东

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会快速提升，中部地区城镇化

水平也将逐步赶上，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第 2的地

位将会被中部地区所取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城

镇化过程势必会受到经济发展力量的影响，进而表

现出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此

外，鉴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势必

会引发深刻的区域变革，因为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

展水平、阶段、特征不尽相同，所以区域间城镇化水

平的差异也能够反映出未来中国区域格局的变化

态势。城镇化进入高级阶段后，中国将面临人口空

间格局过疏和过密的双重挑战，部分中小城市会收

缩和丧失经济竞争力，特大城市面临大城市病，解

决大城市病问题需要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原有粗放

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新的高质量城镇化模式来

替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城市需要提高合理配置资

源的能力，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和经济功能。尽管城

市不是越大越好，但它还是比小城市有很多优势，

因此不一定要限制城市规模扩大，而是需要优化城

市空间格局，使得能在获得城市规模效益的同时也

避免出现大城市病。

注释

①由于中国城市特指国家民政部批准的行政单位，大量的

拥有高密度、大规模非农人口的城镇并不被称之为城市，事

实上中国的“城市+城镇”可以等同于国外的城市，因此，在

中国的研究和政策文件中，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所以本文

不做区分，统称为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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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owards 2030

Li Guoping Sun Yu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 has reached 60.6% by 2019, when it has developed into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will not onl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ime series dat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law presented by Northam Curve. The urbanization rate can reach 70% by 2030.
Affected by the regional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to“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the four regions will also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vinces is converging
and the absolute level is expanding. This trend leads China to the dual challenges of“too thin”and“too dense”population in the
future. Accordingly, we should optimize the urban spatial pattern, as well as improve the allocation capacity of urban resourc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Key Words: Urbanization Level; Regional Differences; Situation Analysis;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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