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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与市场行为取向的实证分析

——以安徽省为例

杨文兰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为明晰政府主导与市场行为取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关系，利用安徽省 1999-2008 年的统计数据，

综合选取 10 项经济指标作为评价政府主导的度量，并进行主成分分析，由此定义累计贡献率≥85%的前两个主成分

的加权平均值为政府主导度，同时对政府主导度与城市化率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政府的主导度逐渐减弱。在此基础上，对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与市场行为取向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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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完全由政府主导到逐步让位于以市场导向为

主的城市化过程。截止到 2008 年底，安徽省城市化率为 40.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2 个百分点。2009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把提升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作为我国 2010 年应对经济危机，调整经济结构，防止通货膨胀的重要举措。安徽要加快

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加深对城市化理论的研究。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近十年来安徽城市化进程中政

府主导与市场的行为取向。

一、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和市场行为的回顾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充满曲折、坎坷，既有“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提升，又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的回落。回眸安徽省城市化进程轨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 年）是基于计划经济的城市化进程。政府既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导者和推进者，也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制定者，人口流动受阻、劳动用工制度受到限制，25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 3.9 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78 以来）是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城市化进程。在此期间，城乡二元经济壁垒逐步被打破，特别是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得到充分“释放”。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

推进，大量的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2002 年安徽城市化率达到 30.7%，进入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

期。截止到 2008 年城市化率达到 40.5%，30年间提升了 27.9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0.93 个百分点。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大增

强了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步伐更加趋于协调并进。

综观安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它是一道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与城市化率关系的验证题。众多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

市场行为的学者认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要逐步让位于市场。

张孝德和钱书法（2002）认为，应当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放在城市市场化的推进上，市场化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宋明爽

（2004）认为，要以市场化推进城市化。张永亮和刘峰（2005）认为，在今后的城市进程中必须减少政府对城市化的强制。黄

小品（2006）认为，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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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徽城市化水平的稳健提高，缩小与全国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研究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进入加速

发展期的行为取向具有现实意义。

二、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内部人口、资源与产业以城市为主导重新进行空间配置的过程。通常用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为分析问题的需要，笔者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力度称为政府主导度。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以下 10 项指标组成：

X1-安徽省政府财政收入与生产总值的比值；

X2-安徽省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消费支出的比值；

X3-安徽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X4-安徽省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与总从业人员的比值；

X5-安徽省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

X6-安徽省国有单位投资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

X7-安徽省国有工业单位数与工业企业单位数的比值；

X8-安徽省国有零售业单位数与零售业单位数的比值；

X9-安徽省国有餐饮业单位数与餐饮业单位数的比值；

X1O-安徽省城市维护建设税与税收收入的比值。

以上各项指标值越大，原则上说明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度越大。受宏观经济制度迁移，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1992-1998 年统计年鉴的一些统计指标口径处于调整与变化中，为了实证的可靠性、可取性、可比性，笔者选取 1999-2008 年上

述的 10 项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安徽各年度政府主导度 F。方法是通过消除 X1 一 X10 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寻找出能反

映原始变量主要信息且彼此相互独立的主成分（即综合评价指标）Fi（i≤10），建立函数 F＝f（Fi）（i≤10），本文利用统计

分析软件 SPSS 进行主成分分析。

三、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的实证分析

（一）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的主成分分析

1.通过数据收集和整理，得到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综合评价的原始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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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主成分个数 i。将综合评价的原始数据导入统计分析软件 SPSS，得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如表 2，由于前 2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 91.240%，按照累计贡献率≥85%的标准，因此主成分即综合评价指标个数 i为 2，分别为 F1与 F2。

3.由表 2 可见，第一主成分 F1解释了原变量的总方差的 76.26%；第二主成分 F2解释了原变量的总方差的 14.98%；两个主成

分包含了 10 个原始变量数据的 91.240%的信息，所以完全可以用 F1与 F2两个主成分替代 10 个原始变量来分析 1999-2008 年政

府的主导度。以各主成分 Fi（i＝1，2）的贡献率（见表 2）为权重，确定综合评价函数 F：

将各年份的指标值 Fi（i＝1，2）代入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出各年份的主成分总得分 F，即“政府主导度”（见表 3第 4列），

同时笔者采用目前最为实用的，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城市化水平指标一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指标来衡量安徽 1999-2008 年

城市化率（见表 3 第 5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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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主导度是逐渐减弱的。数值之所以出现负值，是因为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把各个评价指标的平均水平设置为零的缘故。某些年份的综合得分为负数，

说明该年度的政府主导度在全体被考察对象的平均水平之下。

（二）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与城市化率关系的回归分析

表 3 反映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度 F 与城市率 Y 之间的反向关系。为了进一步证明此关系的正确性，用统计学中的回

归分析法，研究 F 与 Y的拟合度。经 SPSS 计算得回归模型为：Y＝33.130-5.541F，决定系数为：R
2
＝0.974，表明模型有很高的

拟合优度，说明安徽省政府主导度 F 对安徽省城市化率 Y 的总影响是极显著的。该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 4，平均拟合精度为

1.91%，再次说明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较好。

城市化率 Y 与政府主导度 F 成负相关。说明在市场逐步发育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度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

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但并不表明在以后的发展中城市率 Y 与政府主导度 F 之间的线性关系不变。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府的主导度仅仅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众多因数之一。1999-2008 年安徽省政府主导度演变趋势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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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同样可以看出，自 1999 年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主导度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再结合表 1看，表 l

中 X3 一 X9 七项经济指标，从 1999 年-2008 年是逐渐减小；而 X1、K2 和 XIO 经济指标略有加大或不减。这充分表明：安徽经济

近十年之所以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是安徽省政府在安徽的经济发展中，积极进行政府职能转换，有效地实

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济方略所至。

四、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与市场行为取向的建议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处于 30%-70%时属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目前安徽省 40.5%的

城市化率正处于这个阶段。因此，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各自功能，有助于安徽城市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改革开放 30年在人口流动、用工制

度等方面壁垒已打破，但对地处中部且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安徽省，仍然是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瓶颈’和关键。从表 4 可

见，安徽省 1999-2008 年城市化进程较快，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撤乡建镇”的重要举措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应在“撤

乡建镇”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如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政府可激励

一些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土地的经营权，发挥安徽农业大省优势，形成农工商一体的产业链。

此外，政府应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拓宽思路，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坚持利益均享、投资共担原则，调动非公有制经济

的积极性，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整体提升安徽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使安徽城市化进程能适应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

需要。

2.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第一动力。2008 年，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共实现增加

值 4995.8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6.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1.8%。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与省

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城市化进程进中，政府应该充

分发挥市场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为此，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减少“包揽”痕迹，在一

些领域，凡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应让位于市场，处理好让位、占位的关系；其次，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

强化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通过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安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层次快速提

升，实现优势产业高端化和特色产业集群化；第三，要调整主导方向，加大财政对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工程建设的投入，当担起

非公有制经济难以担当的社会公共事业职责，使安徽城市化向着绿色的、环境友好的城市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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