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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背景下的“产城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

陈绍友,田 洪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城市产生时就与产业密切相关,在进一步发展中却出现了城市与产业的隔离与分离,解决不好可能再现城市破产,
因此,“产城融合”是“城市社会”时期需要认真研究的新问题与大问题。“产城融合”发展是在城市化进程推进过程中产业

与城市相互配合、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现代文明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认为,站
在城市发展的角度,“产城融合发展”的研究与探索应当从“城市新区与新区产业”、“城市整体与城市产业体系”、“城市与

区域产业”等3个层面渐次展开;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产城融合发展”要强化“以人为本”和“系统经营”观念,在更宽的

市场背景中去寻求和选择城市产业发展内容。如此,才能实现城市产业体系优化,推动现代城市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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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和现代化发

展水平的综合标志,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1]。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重要

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会,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

50%迈入城市社会;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新型城市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视其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全新的方式全面推进城市化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问

题[2]。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一系列的问题日渐显现和突出,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产城分离:或者因

城市功能的不足与缺陷而阻碍城市产业发展,导致城市不能持续发展;或者因城市产业的不足与缺陷而阻碍城

市发展,导致空城、鬼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而且城市人口还会继续增加,如果不能化解产城分离、实现产

城融合良性互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难以较好地生存发展,城市也难以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化解产城分

离、探索产城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各地区需要积极探索的新课题。

1问题朔源与研究现状

产城分离由对“城市与经济(产业)”相互关系的误判所导致。从本源意义看,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城市受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制约;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化水平相对提高。在城市形成及其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对
规模经济的追求促使城市对周边区域非农生产要素的吸附能力逐渐增强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3],非农生产

要素在城市的空间集聚[4]推动非农产业进一步细化,城市的经济带动效应开始显现。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后,工业生产技术、交通通讯技术和建筑技术的发展推动城市快速发展;发展到现代社会,不仅城市自身的体系

庞大———形成了“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的庞大体系,而且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城市的经济带动功能充分显现。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优先发展城市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的成功案例刺激下(如云南丽江因古城开发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浙江义乌造小商品城带动小商品交易的国内影

响甚至国际化),“城市与经济的本源关系”便出现了异化,城市建设盲目冒进、摊大饼便成为一种“自然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开发区建设重心是基础设施投资和招商引资,是土地、产业和人口

的城市化,相对忽视了城市社会功能建设与优化。因此,这些开发区的生活条件相对简单,难以吸引高素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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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更无法形成有效的地方社会网络,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并导致城市开发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难

于成长、创新能力建设不足,城市自身效率低下且不能持续发展。2013年,当美国底特律从昔日盛极一时的“世
界汽车工业之都”沦为萧条破败、民生凋敝、濒临破产的“空城”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城市与经济”的关系再次引

起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与反思,“产城融合”的持续发展问题进入更多国内外学者的视野。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如下3个方面的研究动态:1)基于对开发区、产业园区的转型探索,强化

了“产城融合”的发展观念,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张道刚[5]认为,产城融合的关键就是要把产业园区精心打造

成城市社区,以体现通过城市功能建设促进产业区发展的要求;孔翔、杨帆[6]基于对江苏昆山的实地调研,初步

探索通过“产城融合”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2)基于城市新区的问题化解,推动“产城融合”的研究走

向深入。如谷人旭[7]归纳了上海“产城分离”的两大类型及有关影响因素,提出了“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总体构

想与相关对策。目前,在城市新区建设中,科学选择和布局城市新区产业、形成产业聚集区、实现新区产业发展

与城市功能完善同步,正在成为中国许多城市政府的强烈愿望和共同追求[8]。3)产城融合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

重视。产城融合正在成为“新型城市化”的重要内容[9],产业和城市的耦合将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用,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共同发展代表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10]。但是,总体说来,目前关于“产城融

合”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直接成果还不多、不系统。
从实践发展看,当前的中国有3方面的因素急切地呼唤着加强“产城融合发展”的研究与探索。一是城市在

起步、成长、成熟的不同阶段,对应的城市产业结构应渐次经历“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的变化,城市空间

形态亦发生相应的演变(表1)。中国许多城市的规模和空间结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自身产业发

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却相当滞后,城市经济发展还需要加快创新探索、加快转型优化。二是中国目前城

市建设的困局,无论是开发区建设还是城市新区建设,尚未较好地实现产业与城市的良性互动,或者重产业发展

或者重城市建设,尽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亦逐渐显现出其历史局限性。三是中国还有相当

数量的资源枯竭型城市,2013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界定

了262个“资源型城市”。其中,1/4趋于枯竭(成长型城市31个、成熟型城市141个、衰退型城市67个、再生型

城市23个),这些城市需要转型发展,即城市主导产业由现存的依托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的产业

转向其他产业,使城市摆脱对原资源型产业的依赖,规避衰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1]。

表1 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形态的演变对应[12-14]

城市化进程 起步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城市三次产业

的结构演变
一二三 二三一 三二一

单一城市空间

形态的演变

单一小规模城市的发

展,城市形态演变缓慢

城市沿交通干线和工业企业

加速空间扩展,城市建成区面

积扩大

中心城区的工业企业、居住以及教育行政职能向郊区

或边缘区迁移,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在调整优化中逐渐

形成圈层与多中心扩展相结合的空间扩散发展模式

2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

城市化自产生起就与产业密不可分,“产城融合”发展问题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的长久问题。笔者认为,
“产城融合”发展是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产业与城市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大问题,“产城融合发展”的研究与探

索需要从空间格局和内容体系两个角度展开,前者是基于城市发展的产城融合,后者是基于产业发展的产城融

合。就空间格局而言,应该从小、中、大3个尺度上的“产城融合”全面展开(图1),最终形成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和

城乡产业互融共生发展:
其一,城市新区与新区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对城市产业开发区和城市新区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这是微观层

面的研究。前者是基于产业发展及产业集聚而进行城市建设,产业的科学选择是关键,产业发展内容是围绕某

一主体产业进行聚集和深度拓展,城市建设是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与促进;后者是基于城市空间的扩张(如城市道

路、广场、新居民区等的建设)、城市产业的调整(如城市产业“退二进三”、城市新兴产业发展等)及人口的集聚而

进行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内容在“面”上的展开与拓展。两者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要直指“新区成为城

市和谐发展、文明进步的新亮点”的目标,让新区成为城市全面发展的新牵引、新动力、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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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模型

其二,城市整体与城市产业体系融

合发展研究。从整个城市的系统发展和

城市整个产业系统的对应中研究产城融

合发展的路径,这是中观层面的研究,其
中包括城市中长期规划中的产业变革、
城市产业体系结构优化要求城市功能和

城市文化建设的改革创新、城市产业核

心竞争力与城市特色培育等。国内外城

市与产业整体融合发展有两个情况值得

充分关注: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

转型衍生的产业转型及二者的融合发

展。在当今世界城市化大潮和城市竞争

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城市联系

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中,类似底特律这样的城市的转型发展和类似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的地位提升问题已经越

来越突出。世界各个城市都面临着城市与产业的转型与融合转型[15-16];培育包含经济价值、商业价值、文化价

值、社会价值等在内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发展[17],是各个城市政府和国内外学者需要着力探索

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二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产业与城市建设配合。在中国,目前不少城市的长远发展规

划目标不清、特色不明,“千篇一律”要打造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等。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大陆有30
多个城市提出规划建设金融中心[18],且不论宏观上30多个“金融中心”如何和谐共生,就是在微观上“金融中心”
与具体城市的产业基础如何衔接与配合亦是大问题。显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发展有许多的产业选择,
应在基于“国际国内产业发展格局”、“市场需要”、“当地的产业基础与资源条件”等的综合分析研究基础上做出

恰当的选择。
其三,城市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把单个城市放在区域范围内研究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的融合路径,

包括城市与临近城市的产业互动发展及城市群发展、城市与乡村的产业互动发展、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相互

辉映、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等,这是宏观层面的研究。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和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手段要服从目的,达不到目的时手段要调整。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快速城

市化已经出现了“中心城市快速扩张强化了城乡二元格局和不协调”、“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大量失

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无法解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及资源环境的支持能力不够协调”等一系列的问

题[19-21]。这是“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传统思维所致,必须着力谋求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遵从区域

经济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龙头城市对区域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2-23]。在发达

国家和地区,伴随着地租的增加、纯外部非经济性的出现及交通拥挤、居住紧张、生活质量下降等“大城市病”的
出现及强化,导致产业及人口离开城市走向郊区,城市与区域的产业重组与再融合必须有效地应对。如美国在

1950—1975年、英国在l961—1971年间,城市人口都在不断减少,城市产业在与区域产业重组的同时进一步推

进城市发展。

3产城融合发展的内容体系

城市化的直观表现是生产形态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景观形态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变换过程,其中深层表现

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地域空间、城乡文化和城乡个体身份、职业、生存方式、社交网络、思想观念

等多方面转换与重组的系统工程。“产城融合发展”的直接目的是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终极目的是“人的城

市化”和“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因此,产城融合发展的产业内容应当在新的视野里去寻求、选择、优化。笔者认

为,如下3个方面值得充分注意和有效探索:
其一,经济繁荣是城市发展与兴旺的首要条件。纵观古今中外城市的兴衰史,每一个城市的兴衰,无不是由

它的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快速推进高度相关(表2);
中国很多城市新区入住率偏低、成为“空城”、“鬼城”,其中根本原因是缺乏产业的支撑,产业是金,有产业才有人

气,没有产业就聚集不了人气就成为“空城”、“鬼城”。当前,对于“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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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区———应该说城市化仍然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主动力和经济保持中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24-25]、中国最大的发

展红利与增长引擎[26];但是,“加速城市化”不应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大战略抉择[27],不应简单地把城市

化当作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工具[28],应当将城市化战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起来[29],通过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

表2 1978—2013年中国GDP与城市化率的变化

年份 GDP/亿元 城市化率/% 年份 GDP/亿元 城市化率/% 年份 GDP/亿元 城市化率/%

1978 3645.2 17.92 1990 18667.8 26.41 2002120332.7 39.09

1979 4062.6 18.96 1991 21781.5 26.94 2003135822.8 40.53

1980 4545.6 19.39 1992 26923.5 27.46 2004159878.3 41.76

1981 4891.6 20.16 1993 35333.9 27.99 2005183867.9 42.99

1982 5323.4 21.13 1994 48197.9 28.51 2006210871.0 43.90

1983 5962.7 21.62 1995 60793.7 29.04 2007249529.9 44.90

1984 7208.1 23.01 1996 71176.6 30.48 2008314045.0 47.00

1985 9016.0 23.71 1997 78973.0 31.91 2009340903.0 48.30

198610275.2 24.52 1998 84402.3 33.35 2010401513.0 49.90

198712058.6 25.32 1999 89677.1 34.78 2011473104.0 51.27

198815042.8 25.81 2000 99214.6 36.22 2012519470.0 52.60

198916992.3 26.21 2001109655.2 37.66 2013568845.0 53.73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

其二,站在更宽的市场

背景中去选 择 城 市 产 业。
当今世界,产业发展内容复

杂多样,分化、重组日新月

异,推动城市发展的产业因

素也便多种多样。比如美

国的拉斯维加斯[30]、巴西

的 玛 瑙 斯[31]、泰 国 巴 塔

亚[32]、墨西哥的坎昆[33]及

中国福建武夷山[34]和宁夏

中卫 县 的 沙 坡 头 地 区[35]

等,它们通过旅游产业发展

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振兴。
新型城市化要“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36],其中也蕴含着新的

产业发展机会。因此,应当充分关注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有效把握市场变化蕴藏的产业发展机会,培育和发展

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特别要注意研究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互联网产业等的发展变化。
其三,按照“以人为本”和“系统经营”的观念去推进城市产业发展与优化。城市化的“终极目的”是发展现代

文明(城市文明、乡村文明及二者的有机协调)和提高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必须把“人的需求与发

展”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以“人的需求与发展”为起点和终点,优先配置和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治安

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让新市民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然后综合考虑产业、人口、资源、地理等因素和

经济社会的内外部环境去推进城市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和承载能力。
“产城融合”是从城市新区到整个城市及至城市所在区域的全方位融合。近些年来城市化建设发展出现的诸多

问题,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对城市的产业、功能、特色风格等多个方面的定位不清或不准,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就城

市论城市”的思维局限。站在更宽的背景中思考城市化,从城市新区的稳定发展到新区与城市的整合、从城市的

整合竞争到城市产业的有效支撑、从城市产业的集聚优化到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共进,需要科学有效的“比较选

择”和持续把握“发展效益”,实施城市的“系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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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nFusionDevelopmentofIndustryandUrbanundertheBackgroundoftheCitySociety

CHENShaoyou,TIANHo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Urbanwascloselyrelatedwithindustrysinceurbanformation,andisolationandseparationintheprocessoffurtherdevel-
opment.Thebadsolvemaymakethecitybankruptcy,sotheresearchaboutfusiondevelopmentofindustryandurbanisanewand
bigproblemintheurbansocietyperiod.Thefusiondevelopmentofindustryandurbaniscooperatingandinteractionwitheachother
topromoteurban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moderncivilizationprogressandthemorepeopleimprovingthequalityoflife.
Standingintheperspectiveofurbandevelopment,theresearchandexplorationshouldbegraduallyexpandedfromthe"newurban
districtandnewindustry","thewholecityandtheurbanindustrialsystem"to"urbanandregionalindustry".Standingintheper-
spectiveofindustrydevelopment,theresearchshouldstrengthenthe"people-oriented"and"systemmanagement",seekandchoose
theindustrydevelopmentcontentfromabroadermarketbackground,toachievetheurbanindustrialsystemoptimizationandpro-
motemodernurbancivilizationdeveloping.
Keywords:fusiondevelopmentofindustryandurban;researchstatus;spatialpattern;contentsystem;systemprop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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