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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后增长时代中国的城市收缩：识别与应对∗

周　 柯　 　 　 齐 秀 琳

摘　 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人口结构性压力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城市收缩是中国学界和政策界当前和未来面临

的重要议题。 中国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劳务输出大

省，且多为区域发展中的“外围”城市、传统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 城市收缩的动因可归于人口流失、资本转移和

地方官员竞争。 政府在应对城市收缩时须因地制宜，若城市尚有复兴可能，则应采取相应对策刺激经济发展，扭转

城市的收缩趋势；若无复兴可能，则须转变发展思路，施行“精明收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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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具有“萌生—兴盛—衰退—消亡”的生命

周期。①在一定阶段内，城市以人口流失为显著特征

的收缩不可避免。 历史上，许多盛极一时的城市最

终都消失在了时间长河当中。 从毁于战争的迦太基

到亡于天灾的庞贝，再到因未知因素而消失的楼兰

古城，无不彰显着城市生命周期中的“收缩”一维。
二战后，城市收缩更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全世界

蔓延开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

西欧；至 ２００７ 年，全球有超过 １ ／ ６ 的城市经历过收

缩。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人口结构性压力日益凸

显，中国局部性的城市收缩现象也逐渐进入人们视

野。 据统计，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有 ２６．７１％的地

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和 ３７．１６％的县市（区）发生了收

缩。②收缩城市是后增长时代下的新生事物，对其进

行科学合理应对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提“收缩型

城市”概念，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

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

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③

城市收缩研究萌芽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政府

对局部 人 口 流 失 问 题 的 关 注， 而 “ 收 缩 城 市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 的 概 念 则 最 早 由 德 国 学 者

Ｈäｕß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ｉｅｂｅｌ 于 １９８８ 年提出，用来指代受

去工业化、郊区化、老龄化以及政治体制转轨等因素

影响而出现的城市人口流失乃至局部地区空心化的

现象。 相较于早期相关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衰退

（ｄｅｃｌｉｎｅ）” “衰减（ ｄｅｃａｙ）”等术语，“收缩（ ｓｈｒｉｎｋ⁃
ｉｎｇ）”更为中性。 实际上，“衰退”也好，“衰减”也

罢，背后都暗含着城市必然会扩张，否则即为不正常

的（增长主义）思维模式。 而城市收缩研究的兴起

本身就是对这种思维模式的挑战。 西方学界对城市

收缩动因的讨论多集中于人口、资本和政治三个维

度。 第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人口在空

间上集聚的产物。 城市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

移水平等人口学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兴衰。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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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欧和日本城市作为对象的研究表明，较低的生

育率、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收缩和人口迁移减速等

因素是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④第二，根据新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资本在增值驱动下做出投资、撤出投资

和再投资的周期决策，它有意识地促使城市化的非

均衡发展成为常态。⑤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资本的地

区成为发展中的赢家，失去资本的城市则很有可能

变为收缩城市。 进一步的，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城市

收缩表现为三种：“中心—外围”模式下外围城市的

收缩⑥、郊区化进程里中心城市的收缩和传统工业

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收缩⑦。 第三，政治冲击导致

一些城市由盛转衰，典型的如东欧剧变后该区域内

众多城市出现的急剧收缩现象。 城市收缩也可能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⑧例如东欧城市的收缩

不仅有政治经济体系崩溃的原因，也与其低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等人口学特征密不可分；又如在城市收

缩过程中，本地产业衰落、政治冲击和全球化的影响

之间往往存在互相强化的逻辑。
除了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收缩进行

测度和动因分析外，国内学界集中探讨了中国城市

收缩问题的特殊性和研究困境。⑨表现在测度方面，
中国城市实体地域和行政地域的“二元性分割”使

得对“城市”这一概念的界定本身就十分困难。⑩另

外，不同资料来源上人口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使得数

据之间不对接和不可比，这进一步造成了测度城市

收缩的困难；表现在动因方面，中国所处发展阶段

和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城市收缩具有不同

于西方城市的动因。相较于西方，目前国内学界对

城市收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并未得

到澄清。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入把握

城市收缩概念本质和充分考虑中国情境的前提下，
对中国的城市收缩现状进行识别并讨论其分布特

征、动因和应对思路。

二、中国城市收缩的识别方法与指标构建

目前学界对城市收缩内涵的界定可分为两类：
一类侧重于人口流失；另一类则沿着 Ｈäｕß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ｉｅｂｅｌ 的理论思路，除关注城市所表现出的人口流

失等方面的收缩迹象外，还强调这些迹象背后的结

构性困境。 基于对概念内涵的不同界定，学者们发

展出了识别城市收缩的不同方法。 一些学者以人口

流失水平作为识别城市收缩的单一指标，但他们对

于发生何种程度和时间跨度的人口流失才应被识别

为收缩城市的观点却并不一致；另有一些学者在接

受了 Ｈäｕß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ｉｅｂｅｌ 关于城市收缩概念的基

础上，试图发展出更为综合性的指标来识别城市收

缩。 二者之中，由于测度相对简单和数据的可得性

强，以人口流失水平作为识别指标的优点显而易见。
实际上，有学者认为即使从综合角度来看，人口流失

水平依然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原因在于人口流失已

经充分反映了城市的环境恶化、收入水平下降和吸

引力消失等方面的问题。
然而，在对中国城市收缩状况进行识别时，仅依

靠人口流失指标有可能会带来误判。 第一，除了时

间跨度较大的人口普查数据之外，中国现有公开数

据库里的统计口径往往是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
而单独利用户籍人口数据是无法准确捕捉人口流动

状况的；第二，中国尚处于城镇化进程当中，无论是

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还是由外围城市流向中心城

市（抑或反向流动），可能在本质上都无关于所谓的

城市结构性危机。 典型的，如北京和上海等城市近

年来一直在推行旨在疏减城区人口的政策并取得了

一定效果，但并不能由此判定这些城市发生了收

缩———这既与强调经济结构危机的城市收缩的概念

内涵不符，也与人们的直觉相悖。 鉴于此，有必要构

建一个新的、更为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来识别中国的

城市收缩现状。
本文利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性指标以识别中国的

城市收缩现状。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

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确定相应权

重。 因相较于基于主观赋权的传统方法更具客观性

和科学性，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领域。
为科学合理地测度城市收缩水平，本文以人口、经
济、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维度构造综合性指标，每个

维度又包含若干子指标。 具体而言，本文以城市年

末总人口和人口密度来表征人口维度；以城市人均

ＧＤＰ、ＧＤＰ 总量、年末城镇失业人数和地方财政预

算内收入表征经济维度；以城市小学学校数目、中学

学校数目、每百人公共图书藏书数、医院数目、人均

道路面积以及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表征基础设施维

度；以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和生活污水处理率表征

环境维度。 另外，根据不同指标对相应维度的贡献

方向不同，按照熵值法计算中的处理方法将指标按

贡献类型分为正负两种。 具体的，除人口密度、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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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失业人数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外，其他指标均为

负向指标。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在删除了一

些具有明显错误的观察值并运用插值法对部分缺失

值进行处理后，最终得到共 ２９０ 个城市的数据。 另

外，由于部分城市在样本期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
我们以 ２０１６ 年为基准对其他年份的数据在地理空

间上进行了重新匹配。 最后，本文利用整理后的数

据计算了跨度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共 ２９０ 个城市的收

缩综合得分。

三、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分布与动因分析

１．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分布

在对收缩城市进行识别时，如果某一城市的收

缩综合得分高于上一年，则判定这一城市具有收缩

迹象。 本文据此计算了每个年份的收缩城市数量，
并绘制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收缩城市数量变动的时间

趋势图。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首先，除少数年份外

（２０１４ 年），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发生一定程度

的收缩。 这意味着收缩与扩张一样，是城市生命周

期中的固有部分。 其次，收缩城市的数量变动趋势

并不清晰。 这反映了年度数据无法捕捉城市结构性

变化的固有缺陷，下面我们将用更稳健的标准识别

城市收缩。

图 １　 中国收缩城市数量的时间趋势

为克服年度数据在识别城市收缩时的缺陷，借
鉴以往研究，本文将在样本期内多个年份发生收缩

的城市认定为收缩城市。 具体而言，第一，我们筛选

出 ２０１６ 年收缩综合得分高于 ２００４ 年的城市作为判

定收缩城市的新样本；第二，以新样本作为研究对

象，将在 ５ 年及以上年份中出现收缩综合得分高于

上一年的城市识别为收缩城市。 根据这个标准共得

到收缩城市 ８６ 个，占总样本的 ２９．７％。 收缩城市及

空间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的收缩城市及空间分布

地域 省份 城市

华北

河北 石家庄市、秦皇岛市、保定市、
张家口市、沧州市、衡水市

山西 太原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
运城市、忻州市、吕梁市

内蒙古 包头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

东北

辽宁 大连市

吉林 长春市、辽源市、通化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黑河市、绥化市

华东

江苏 嘉兴市

浙江 绍兴市、金华市

安徽 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
黄山市、阜阳市、亳州市、宣城市

福建 宁德市

江西 九江市

山东 淄博市、济宁市、泰安市、莱芜市

华中

河南 濮阳市、漯河市、南阳市、信阳市

湖北 黄石市、十堰市、荆门市、
荆州市、黄冈市、随州市

湖南 株洲市、衡阳市、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

华南
广东 惠州市、汕尾市、清远市

广西 来宾市

西南

四川 自贡市、攀枝花市、内江市、南充市、资阳市

贵州 安顺市

云南 丽江市、普洱市

西北

陕西 铜川市、延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

甘肃 兰州市、嘉峪关市、白银市、天水市、武威市、
平凉市、酒泉市、定西市、陇南市

青海 西宁市、海东市

宁夏 银川市、石嘴山市、固原市

　 　 从表 １ 可知：第一，中国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

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第二，劳务输出大省，如安

徽、河南和四川的收缩城市的数量较多。 第三，收缩

城市多为区域发展中的“外围”城市。 表现在一省

内，除少数整体发展动力不足的省份外，省会城市皆

不在收缩城市之列；表现在更广区域里，收缩城市往

往处于各个级别中心城市的外围。 第四，多个传统

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发生了收缩。 另外需要指出

的是，根据本文所用数据和识别方法，东北仅有少数

城市发生了收缩现象，但这可能只是因为该地区城

市出现收缩趋势的时间较早。
２．中国城市收缩的动因分析

第一，人口流失。 从根本上来说，城市是人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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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产物，伴随城市人口流失的必然是城市的收缩。
实际上，国外学界对城市收缩问题最早的关注就源

自于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后相关地区人口的持续性

流失现象。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
这不仅体现在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体现在大

城市的持续繁荣和部分中小城市的持续性增长动力

不足上。 在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同意味着如教育、医疗和环保等地方公共

品供给水平的差异，而更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能够

吸引人口流入。 随着中国户籍制度逐渐放开，更多

的人口将选择迁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由
此造成人口迁出城市的收缩。 当前，多个城市在大

力推行旨在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例如郑州、沈阳

和西安等城市把引进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水平，并
放宽了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条件；武汉、成都等城

市以住房和补贴等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各行业顶尖专

家。 “抢人大战”进一步导致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

中。 另外，在中国人口的迁移大潮中，有意愿和能力

进行迁移的多为青壮年劳动力，这使得人口流出城

市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这些

城市在未来的吸引力。
第二，资本转移。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资本为寻求自身增殖会从收益率较低的城市转移到

收益率较高的城市，伴随这种资本空间转移的就是

一些城市的繁荣和另一些城市的收缩。 体现在中国

城市收缩的格局上：首先，资本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施行了诸如“西
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旨在推动区

域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但东部地区依然在营商环

境和资本回报率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这导致

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持续流入东部地区。 与此同

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国内大量

制造业企业外迁至南亚、东南亚等劳动力价格更为

低廉的国家，使得原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撑产

业的中西部城市面临着更大的收缩压力。 其次，资
本从传统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流出。 由于矿产资

源开采周期有限，过去依矿而立的城市（如攀枝花

等）在矿产挖掘殆尽或资源价格出现不可逆下降时

就很可能出现收缩；而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升

级和外贸环境的变化，工业产品的相对报酬率日益

走低，使得逐利的资本从工业城市持续流出到其他

城市和非工业部门，这给传统工业城市带来巨大收

缩压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资源总是有限的，
而产业结构总是要升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资

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必然会发生收缩。 这些城市出

现收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在以往发展过程中高度依

赖单一的产业结构，而未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

变化提供合宜的应对方案。
第三，地方官员竞争。 中国的收缩城市多为区

域发展中的“外围”城市。 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不

仅在于上述人口流失和资本转移，还有其深层的政

治经济学逻辑。 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以

经济增长为内容、 以晋升为目的的 “晋升锦标

赛”。这一方面构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高速

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区域

发展中的弊端。 以往研究对这些弊端的讨论多聚焦

于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方面，但收

缩城市的分布则展现了“晋升锦标赛”的另一消极

后果：由于地方官员任期有限且手握信贷、土地和政

策等各种资源，所以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会倾向于

优先发展如省会城市等本已发展很充分的城市，而
忽视辖区内相对落后的其他城市，以谋求地方经济

总量短期内的快速增长。 更糟糕的是，这种具有倾

向性的发展策略还具有时间上的正反馈效应：原本

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因为能够得到各种支持所以发

展得更好，进而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而原本发展水平

较低的城市则因得不到支持而发展滞后，进而在未

来更加无法获得资源。 这最终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

城市不断膨胀和“外围”城市持续收缩的马太效应。

四、中国城市收缩的应对路径

在以往的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城市收缩问题的

应对思路可分为“反应” （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和“适应” （ａｄａｐ⁃
ｔａｔｉｏｎ）两种。 前者指采取一定措施刺激收缩城市的

发展，扭转城市的收缩趋势进而实现复兴；后者指在

承认城市收缩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施行

一系列适应和优化政策，实现城市“小而精”的发

展。 在“增长主义”理念主导下，决策者倾向于将城

市视作持续性的“增长机器” （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而
城市收缩则是需要防范和治理的负面现象。 进一步

的逻辑自然是，只要应对方法得当，收缩的城市必将

实现复兴。 实际上，关于一些城市在收缩之后有无

复兴可能这一点，当地居民和决策者往往需要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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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充分认识到并对此进行有针

对性的规划。 而在承认收缩不可避免且复兴几无可

能的前提下，“精明收缩”（ｓｍａｒｔ ｓｈｒｉｎｋ）被普遍接受

为应对城市收缩的基本理念，意指 “为更好的规

划———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
贯彻该理念的典范为美国城市扬斯敦 ２０１０ 年规划

（Ｙｏｎｇｓｔｏｗｎ Ｃｉｔｙｗｉｄｅ Ｐｌａｎ）。 在应对中国的城市收

缩问题时，学界和政策界首先须完成的是对以往增

量规划思维的转变。 国家发改委在其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对收缩型中小城市

发展路径的相关表述即为这种思维转变的体现。
然而，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

同，在应对中国的城市收缩问题时还须明确一点：虽
然有些城市持续性的收缩难以避免，之后也不存在

复兴之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城市一旦收缩就

无法复兴。 以往一味追求“变大变强”的城市发展

理念固然不妥，但若过于强调收缩后即无法复兴的

观点同样失之偏颇。 因此，当一个城市出现收缩迹

象后，科学的做法应是先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判断该

城市在可预期的未来是否有复兴可能，而这种判断

应来自对收缩动因的深入分析和理解。 进一步的，
若城市尚有复兴可能，则应采取相关对策刺激经济

发展，扭转城市的收缩趋势；若无复兴可能，则须转

变发展思路，施行“精明收缩”策略。 换言之，“反
应”和“适应”两种思路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是

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在二者间进行选择。
此外，从上文分析来看，中国的城市收缩不仅反映了

城市本身的增长动力问题，而且与国家层面的政策

和相关制度密切相关。 因此，要科学应对城市收缩

问题，必须实现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合理联动。
１．“反应”：实现城市复兴

第一，以产业升级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传统产

业不可避免的衰落与城市的转型困境共同导致了一

些城市的收缩，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趋势型收

缩”。趋势型收缩十分常见，如地处美国五大湖传

统工业地带的城市群和英国传统工业城市利物浦、
曼彻斯特等就是典型例证。 中国一些传统资源型城

市和工业城市同样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增

长动力不足问题。 随着资本和人口的不断外流，这
些城市很有可能发展为收缩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正确认识本地禀赋结构并寻找合理的产业升级

路径，因地制宜地施行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就十分

必要。 这将帮助收缩城市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复

兴。 当然，要成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就是相当

大的挑战，这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执行力。
另外，尚未面临收缩压力的城市也须在产业结构方

面尽早布局，以应对未来发展环境的可能变化。
第二，以产业多样化和区域协同构建新的发展

路径。 集中发展单一产业虽有利于发挥专业化的优

势，但对城市发展而言也意味着更高的系统性风险。
有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中，那些过分依赖单一产

业与经济部门的城市更易发生收缩。 因此，在应对

城市收缩问题时政府须合理布局，构建科学的、多个

产业互为支撑的生态系统，以弱化因某个产业的突

然衰落而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冲击。 另外，相较于已

经集聚了大量资源的中心城市，外围城市更难承受

经济波动的冲击。 其原因在于后者长期处于一种系

统性的不平等和受压抑状态，因而对劳动力和资本

的流动也更加敏感。 因此，构建区域间不同城市协

同发展的有效模式是政府防范和应对城市收缩的必

要措施。
第三，以更合理的考核机制推动新的发展模式。

如上所述，中国地方官员之间以晋升为目的的激烈

竞争虽有效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

多弊端。 一方面，经济增长作为考核目标的单一性

造成地方官员往往重发展而轻民生；另一方面，在有

限的任职期限和巨大的考核压力约束下，地方官员

更倾向于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在短期内更易出成效的

部门或区域，从而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心—外

围”模式。 因此，要有效应对城市收缩问题，政府须

系统改进现有的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地方

官员考核方式，通过构建更为科学的激励机制，促使

地方官员重视辖区内各城市之间的均衡发展，从而

避免中心城市持续膨胀而外围城市持续收缩的

现象。
２．“适应”：精明收缩

第一，合理规划，避免土地空置。 土地是城市最

重要的资源之一，在对城市土地进行规划时，要充分

考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既包括合理分配土

地功能，也包括控制城市土地总量规模，避免无节制

开发。 此外，城市收缩意味着一些城市将出现因人

口流出而产生的大量空置土地。 如何合理有效地利

用这些土地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由发达国家的相

关经验来看，须重视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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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限的人口在空间上进行集中，并将其他区域开

发为绿地和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其次，改善交通设

施和网络质量，给生活在若干集中区域内的人们提

供生活和社交的必要支持。 总之，政府应转变惯性

的增量规划思维，盘活存量，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优

化收缩城市的土地利用。
第二，转变思路，提升公共服务。 虽然一些城市

的收缩不可避免且无复兴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

些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就要随之下降。 随着资本流

出和人口外迁，在短期内这些城市自然会产生一些

衰败现象，但城市规模缩小的同时也给它们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 首先，城市的收缩意味着更小的

财政压力，政府会拥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提供高质

量的公共服务；其次，扩张进路的不可行使得地方政

府更具利用有限资源改善民生的动机。 当然，公共

服务质量的提高仍需合理的官员考核机制作为支

撑。 在收缩城市中，政府通过更科学地对资源进行

配置以提升对剩余人口的公共服务质量，可保障城

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令城市虽“收缩”但不“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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