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来自亚洲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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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粮率和粮食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理论模型论

证了封闭经济条件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余粮率变化对城市化水平的约束机制。基于

亚洲发展中国家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推论进行的检验发现，国

际贸易总体上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但其中谷物贸易和非谷物贸易与城市化水平的

关系不同，前者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后者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谷物净进口因放

松了国内余粮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在支持

粮食生产或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采取适当进口粮食的政策，促进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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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从２００７年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以来，发展经济学界就开始把研究

的重心转向城市。２００９年，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报告》聚焦于城市化，增长与发

展委员会同年推出题为 《城市化和增长》的报告。联合国系统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

究院，在２００８年也启动了一系列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关的研究项目。拉美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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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相继增加了对城市部门的援助力度，并于２０１２年开始

合作展开城市化问题的比较研究。可以预见，城市化将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

领域。

众所周知，城市化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人口迁移、城市空间分布、建筑

设计、环境污染等，但研究城市化的出发点之一无疑是城市化水平或城市化率。无

论是地理学或城市规划学界，还是发展经济学或区域经济学界，在探讨城市化问题

时往往无法回避城市化水平。然而遗憾的是，国外大多数城市经济学家不太重视对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研究。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曾指出，城市化是个暂时现象，① 言下

之意是没有必要关注城市化水平，应更多地研究城市首位度和集中度问题。这对欧

美发达国家来说未尝不可，因为它们的城市化水平在近几十年里变化很小，但对发

展中国家而言显然不合适。后者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快速上升，这一

趋势还将持续几十年，而它们的城市集中度和首位度并没有显著变化。因此，研究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不但可行，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地，

城市化成功与否几乎决定了亚洲能否真正崛起。事实上，它正在成为大多数亚洲国

家政府、民众和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对城市化水平决定因素的关注。

识别这些因素并探讨它们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能够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相关决策提

供依据。

本文试图聚焦国际贸易和粮食供求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伴随

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是至今很少有人

专门探讨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Ｋｒｕｇｍａｎ等曾呼吁，经济

学家应该把国际贸易与城市经济学结合起来展开研究。② 虽然他们只探讨了国际贸

易与城市集中度的关系，但这启发了我们去思考国际贸易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另外，我们的思考还与一些经典事实相关：如果没有全球化或国际贸易，像深圳或

迪拜等城市就不会如此快地发展起来，广州或班加罗尔的人口也难以增加到今天这

样的规模。

粮食进出口与农民生产的余粮息息相关，而余粮是城市化的前提和必要条 件。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３卷讨论剩余劳动时就已进行了分析：“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

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

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

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 就 是 使 农 业 剩 余 劳 动，从 而 农 业 剩 余 产 品 成 为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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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① 经济史以及发展

经济学文献也为探讨粮食供求关系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对于一

个封闭经济而言，养活全部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只能靠本国农民生产。这时，农民养

活自己家庭之后的余粮，就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能够承载的城市人口数量，封闭

经济的余粮率基本上等于它的城市化水平。而对于开放经济，粮食贸易会改变上述

均衡关系并进而影响城市化水平。据此可以推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余粮率以及粮

食贸易所带来的余粮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其城市化水平。

因此，本文从余粮率的视角出发，首先建立理论模型，研究国际贸易特别是粮

食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然后，基于亚洲发展中国家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

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节建立理论模

型，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余粮率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粮

食国际贸易通过影响余粮率来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机制；第四节利用亚洲发展中国家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第五节以印度和中国的

比较分析为例，进行补充讨论；第六节总结全文，并讨论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在城市经济学中，城市化或城市发展的内涵包括城市首位度、城市集中度和城

市化水平三个维度。② 我们先简要综述城市集中度和首位度的文献。这方面比较有

影响的研究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的著作，他提出的 “威廉姆森效应”认为，城市集中度会

随着经济 的 发 展 先 上 升 后 下 降。③ 这 个 效 应 的 存 在 得 到 一 些 经 验 研 究 的 证 实。④

Ａｄｅｓ和Ｇｌａｅｓｅｒ强调政府和政治对城市集中度的影响，认为讨好最大城市市民的政

策有利于政府的生存，这意味着集权的政治体制或国家不稳定都会增加城市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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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发现，一个国家的城市集中度与总人口和非农劳动力的比例正相关。① 还有

研究表明，投资于地区间的基础设施、提高民主化程度、强化财政分权等都会降低

城市集中度。②

特别值得注 意 的 是 Ｋｒｕｇｍａｎ和Ｅｌｉｚｏｎｄｏ的 研 究，他 们 建 立 了 一 个 理 论 模 型，

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与城市集中度之间的关系，得出封闭经济导致特大城市

出现的结论。一个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只为狭小的国内

市场服务，这会产生紧密的前后向产业关联，企业会在消费者和中间品集中的地方

选址，因而形成特大城市。而贸易自由化政策则会削弱产业的前后向关联，企业集

中到大城市的动机也 会 减 弱，特 大 城 市 将 萎 缩。③ 类 似 地，有 研 究 发 现，高 关 税、

高国内贸易成本和低水平的国际贸易，会促使人口向单个大城市集中。④ 还有实证

结果显示，更高的出口导向会显著降低城市集中度和城市首位度。⑤ 这些结果都与

Ｋｒｕｇｍａｎ的理论推断一致。与此相反，一个传统的观点则认为，对外开放对那些作

为连接点和被外国贸易伙伴所关注的大城市有利，从而会提高这些城市的集中度或

首位度。⑥ 还有研究分离出１９世纪美国城市积淀的共同因素，发现南北战争前的商

业活动，包括地区间的贸易特别是地区内的贸易，都是催生城市化的重要动力。⑦

与城市化水平有关的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元经济模型，这些模型探讨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城市工资水平、城乡两部门发展和城市失业率的决定

机制等。有的研究通过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第三世界的城市增长进行了模

拟与预测，并实证分析城市化水平的决定因素，发现均衡情况下的城市规模依赖于

三个关键变量———城乡收入之比、交通成本与城市收入之比、农业地租与城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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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① 亚洲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这是因为很多亚洲国家的人口增

长过快，人地比上升的压力推动农村劳动力过多地进入城市。②

还有一些文献对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展开实证分析。有学者发现，前工业化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与人均ＧＤＰ之间成Ｓ型关系，随着人均ＧＤＰ的上升，

城市化速度在初期缓慢上升，然后加速，最后则逐步下降。③ 还有研究指出，政府

政策 （例如价格控制以及产业保护）会影响城市化进程，但只是间接地通过影响产

业结构来发挥作用。④ 有人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发达国家以往的

经历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使用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化随着人均ＧＤＰ、工

业化以及出口导向的上升而提高。⑤ 基于印度的邦级面板数据，Ｐａｎｄｅｙ考察了人口

密度、工业化、粮食种植密度 （作为农业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工人平均收入、文

盲率和人口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发现工业化有显著正的影响，粮食种植密度

有显著负的影响，而工人平均收入则没有显著影响。⑥ 但是，最新研究发现，国际

贸易变量在所有的城市化水平实证模型中都不显著。⑦ 上述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文献，

大多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后的生存约束及劳动力迁移对粮食供求关系的影响。这

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人文学家、经济史学家以及发展经济学家进行的，他们曾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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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过，封闭经济的余粮率基本上等于它的城市化水平，①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

Ｊｏｈｎｓｏｎ也提出过类似的思想。②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由于土豆的 单 位 产 出 与 欧

洲大陆原有主要农作物相比，能够提供更多的卡路里、营养和维生素，因而土豆被

引进欧洲大陆后，推动了欧洲人口和城市的快速增长。③ 与之相关的定量分析表明：

土豆的引入至少能够解释１７００—１９００年间欧洲大陆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上升的１／４。④

显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忽视余粮率的影响。

以上文献综述显示：首先，聚焦国际贸易与城市化水平的实证研 究 比 较 鲜 见，

对粮食供给制约城市化水平的研究更为少见；其次，既有的城市化水平可能反过来

影响粮食贸易，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往往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二者之间可能具有双

向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在研究中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理；最后，至今仍缺乏关于

国际贸易不同成分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之间关系的详细研究。

三、余粮率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的余粮率会对其城市化水平产生重要的约束作用。这就引

出本文最关心的问题：国际贸易可以被分为粮食进出口与非粮食进出口，它们对城

市化水平的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⑤ 进一步地，粮食净进口和粮食净出口的影响是

否不同？为了方便叙述，我们以封闭经济为起点考察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

·０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Ｓｋｉｎｎ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７，ｎｏ．２，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２；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６，ｎｏ．２，２０００，

ｐｐ．３１９－３３４．
Ｒ．Ｍｏｏｍａｗ　ａｎｄ　Ａ．Ｓｈａｔｔｅｒ，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Ｂｉａ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ｐｐ．１３－３７；Ｒ．Ｓａｌａｍａ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ａｔｏ，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ｖｏｎ　Ｆüｒｅｒ－Ｈａｉｍｅｎｄｏｒｆ，

Ｔｈｅ　Ｓｈｅｒｐａｓ　ｏｆ　Ｎｅｐａｌ：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ｅｒ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
Ｎ．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Ｎ．Ｑｉａｎ，Ｔｈｅ　Ｐｏｔａｔｏ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１２６，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５９３－６５０．
首先，本文只关注国际贸易中的粮食进出口与非粮食进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水平 （用城市人口比重来度量）的影响，而不关注它们对于城市集中度和城市首位度

的影响；其次，粮食 的 统 计 口 径 比 较 宽 泛 而 复 杂，谷 物 的 数 据 相 对 容 易 统 计 和 获 得，
因此用谷物贸易作为粮食贸易的代理变量。



系，然后再拓展到开放经济。

（一）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封闭经济

对于一个封闭经济而言，养活国民的粮食只能由本国农民提供，农业生产余粮

率的提高，通过两个效应来提高城市化水平。第一个是直接效应，养活更多不生产

粮食的城市人口；第二个是间接效应，即在人口总量和粮食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余

粮的增加会降低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推动更多农民迁移

进入城市。①

基于上述机制，一个封闭经济的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会形成一种均衡状态：

余粮数量提高，则城市化水平可能提高；余粮数量下降，则城市化水平下降。据此，

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刻画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以Ｕ表示用总人口标准化后的城市人口或城市化水平，Ｒ表示农村人口或农村

人口比率，我们有：

　　Ｕ＋Ｒ＝１ （１）

假设农业部门只生产粮食，其生产函数也即粮食供给函数为：

　　Ｆｓ＝Ｒα·ＫβＲ·Ｄ１－α－β （２）
其中，ＫＲ 表 示 农 业 生 产 的 资 本 投 入，Ｄ表 示 耕 地 面 积；α、β为０—１之 间 的

参数。

不失一般性，设城乡居民每人每年消耗１单位粮食，可得粮食需求函数：

　　ＦＤ＝１· （Ｕ＋Ｒ） （３）

定义余粮率为农民自身消费后的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

　　Ｓ＝１－
Ｒ

Ｒα·ＫβＲ·Ｄ１－α－β

　　　　 ＝１－
Ｒ１－α

ＫβＲ·Ｄ１－α－β
（４）

设城市部门的工业品生产函数为：

　　ＦＵ＝Ｕλ·Ｋ１－λＵ （５）
其中，ＫＵ 表示城市部门的资本投入，参数λ在０—１之间。

城乡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分别由其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②

　　ＷＲ＝α·Ｒα－１·ＫβＲ·Ｄ１－α－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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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推动城市化上升的净效果还要取决于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以及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

性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下文没有将粮食价格内生化，因而无法通过理论模型来刻画

间接效应。
这里的工资决定方程暗含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我们也可以采用刘易斯模型中关于

农业劳动力的工资由平均农产品决定的假设，但采用后一假设并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ＷＵ＝λ·Ｋ１－λＵ ·Ｕλ－１ （７）

任何一个劳动力可以在 农 村 从 事 粮 食 生 产，也 可 以 在 城 市 进 行 工 业 品 生 产。①

借鉴经典的二元经济模型，劳动力在城乡两部门之间的迁移达到均衡时，他们在城

乡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工资相同。这时的城市化水平由下式决定：

　　λ·Ｋ１－λＵ ·Ｕλ－１＝α·Ｒα－１·ＫβＲ·Ｄ１－α－β （８）

对于一个封闭经济而言，由于没有粮食进出口，农民的粮食供给必须等于所有

居民的粮食需求，即农民的余粮必须能够养活全部城市人口。因此，粮食的供求均

衡由式 （２）和 （３）决定：

　　Ｒα·ＫβＲ·Ｄ１－α－β＝Ｕ＋Ｒ＝１ （９）

当然，仅有劳动力迁移的均衡还不够，还必须给粮食分配施加另一个约束条件，

即城市部门劳动 力 的 工 资 必 须 能 够 买 到 足 够 的 粮 食 养 活 自 己。设 粮 食 价 格 为１，②

这个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

　　λ·Ｋ１－λＵ ·Ｕλ－１＝Ｕ③ （１０）

当一国的粮食供求均衡、劳动力迁移均衡和粮食分配约束条件同时实现时，其

均衡的城市化水平由公式 （８）、（９）、（１０）共同决定。将公式 （９）、（１０）代入公式

（８）可得：

　　Ｕ·Ｒ＝α （１１）

将 （１１）式代入余粮率的定义公式 （４）：

　　Ｓ＝１－
（α·Ｕ－１）１－α

ＫβＲ·Ｄ１－α－β
（１２）

整理 （１２）式我们得到：

　　Ｕ＝ （１－Ｓ）
１
α－１·α·Ｋ

β
α－１
Ｒ ·Ｄ

１－α－β
α－１ （１３）

然后求偏导得到：

　　
Ｕ
Ｓ
＝
－１
α－１

·Ｓ
２－α
α－１·α·Ｋ

β
α－１
Ｒ ·Ｄ

１－α－β
α－１ （１４）

由于０＜α＜１，所以
Ｕ
Ｓ＞

０成立，即封闭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均衡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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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不考虑 Ｈａｒｒｉｓ－Ｔｏｄａｒｏ模型中关于城市中存在失业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城市失业

是一种常态，但没有考虑一国的粮食供求平衡对失业和城市居民生存的约束，即本文

的公式 （９）和公式 （１０）。但即便采用他们的假设，也不会改变本文的机制和结论。
这里为了简化模型而将价格外生化，后文在论述开放经济时，也只能假设它是外生给

定的。
在现实中，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可能大于购买粮食的支出，但是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

设二者相等。这里也可以假设购买粮食的支出是其工资的一个固定部分，这些假设不

改变本文的结论。



化水平与余粮率成正相关关系。

（二）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开放经济

对于开放经济而言，粮食贸易会改变国内余粮数量，从而改变封闭经济条件下

余粮率对城市化水平的约束。首先，如果一国的余粮数量过低，本国农民生产不出

足够的粮食养活城市人口，对外开放则提供了进口粮食的可能性，放松了城市化所

面临的粮食约束。其次，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充裕的劳动力及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

优势，国际贸易带来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利用廉价劳动力，

这会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增加城市部门的产出、出口和外汇收入，从而提

高进口粮食的能力，① 并可能提高余粮率和城市化水平。当然，通过国际市场改变

余粮率或促进城市化必须考虑本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下面建立开放经济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国内外粮食价格相同，且外生给

定，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跨国流动。用Ｉ表示粮食净进口数量，Ｉ小于１，② 其他条件

与封闭经济一致，新的粮食供求均衡为：

　　Ｒα·ＫβＲ·Ｄ１－α－β＋Ｉ＝１ （１５）

这时的粮食供求均衡、劳动力迁移均衡和粮食分配约束条件同时决定城市化水

平和余粮率，即由公式 （８）、（１５）、（１０）共同决定。

将公式 （１０）、（１５）代入公式 （８）可得：

　　Ｕ·Ｒ＝α· （１－Ｉ） （１６）

将 （１６）式代入 （４）式有：

　　Ｓ＝１－
［α· （１－Ｉ）·Ｕ－１］１－α

ＫβＲ·Ｄ１－α－β
（１７）

根据 （１７）式求偏导数：

　　
Ｓ
Ｉ
＝
（１－α）·Ｉ－α·α１－α·Ｕα－１

ＫβＲ·Ｄ１－α－β
（１８）

显然
Ｓ
Ｉ＞

０，所以开放经济条件下，进口粮食越多，该经济体的余粮率越高。

根据式 （１５）还可看出，在保持粮食生产投入不变的条件下，该开放经济体达到粮

食供求均衡所需要的农民数量Ｒ也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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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所论述的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含义，即假设对外开放之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

通过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不考虑现实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出现大

规模的逆差或者外债，从而不能通过进口粮食增加城市化水平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约

束的考虑，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研究。
一般地说，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粮食需求后，就不会再增加消费。在总人口和粮食价

格都被标准化为１的情况下，Ｉ必定小于１。



基于公式 （１７）还可求得：

　　
Ｕ
Ｓ
＝
－１
α－１

·Ｓ
２－α
α－１·α· （１－Ｉ）·Ｋ

β
α－１
Ｒ ·Ｄ

１－α－β
α－１ （１９）

如果Ｉ＞０，
Ｕ
Ｓ＞

０成立。

Ｓ
Ｉ＞

０和
Ｕ
Ｓ＞

０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口粮食可以提高该经济体的余

粮率，并为城市化水平的上升提供前提条件。

同样的逻辑，如果 （１９）式中Ｉ＜０，则表明粮食为净出口，根据前面的推导可

知，净出口粮食会降低该开放经济体的余粮率，并可能影响城市化水平。

（三）关于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不均衡的扩展讨论

上述理论分析对现实中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简化，但在现实中，不同国家可能面

临不同的具体情况，下面我们就三种情形进行扩展讨论。

第一，对于一个封闭经济而言，余粮率的提高是城市化水平提高 的 必 要 条 件，

但未必是充分条件，即余粮率不可能长期低于城市化水平，但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

高于城市化水平。但是，如果劳动力能够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并且粮食价格由市场

供求决定，那么余粮率高于城市化水平就不会是一种长期的稳态。这是因为：一方

面，消费者对粮食的消费需求满足之后，就不需要再继续消费；另一方面，粮食不

能长期储存，储存成本也很高。“谷贱伤农”的规律会降低农民收入，提高城市对于

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于是更多的农民会迁移进入城市，这会降低余粮率和提高城

市化水平，并促使二者趋向均衡。

第二，如果一国在对外开放之前就是一个产粮大国，它在开放前就会拥有相对

高的余粮率。对外开放以后，由于面临来自国际粮食市场的新需求，该国可以扩大

粮食生产和粮食出口以发挥 其 比 较 优 势。这 会 提 高 农 民 收 入，缩 小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并减缓城市化进程。反之，如果对外开放以后，该国违背其农业生产的比较优 势，

不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出口，则上述机制不会产生作用。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产业或部门的国际分工角度，理解国际贸易影响城市化

水平的机制。当由封闭转为开放时，所有产业都可能面临更大的国际市场，此时市

场上的供求变化会直接影响城市化水平。假设农民只生产粮食，城市居民只生产工

业品，简单地看，一国若净进口粮食，就相当于让外国农民养活本国部分居民；若

净出口粮食，就相当于本国农民养活外国部分居民。若净进口工业品，就相当于外

国城市居民为本国消费者制造工业品，从而降低本国的城市化水平；若净出口工业

品，就相当于本国城市居民为外国消费者制造工业品，从而提高本国的城市化水平。

若一国净进口粮食，更多的农民可以进城从事工业品生产，从而提高本国的城市化

水平；反之则反。当然，在上述机制中，国家粮食安全和进出口预算平衡必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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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考虑。

第三，中国的情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区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已

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有 户 籍 制 度、农 民 工 歧 视 等 因 素 限 制 劳 动 力 自 由 流 动。

如果没有这些限制，那么劳动力进城首先会直接提高城市化水平。农村大量剩余劳

动力的存在，使得农业生产的边际产出非常低，但粮食总产量并不会因为农民工进

城而明显降低，不会形成对于城市化的约束。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逐

步放松，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和

国际贸易的快速上升，从而促进了城市化。

四、基于亚洲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两个假说，并使用亚洲４０个发展中国家１９９３年

至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①

假说１：发展中国家的谷物贸易与非谷物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方向不同。

假说２：发展中国家的谷物净进口会提高其城市化水平。

表１列出了实证模型所使用变量的定义，其中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所有回归方程

的被解释变量，它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度量。现有文献大多用进出口之

和占ＧＤＰ的比重，度量国际贸易或者对外开放程度。由于本文注重国际贸易结构对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因而对贸易变量做了分类：进出口之和占ＧＤＰ的比

重、谷物进出口之和占ＧＤＰ的比重、非谷物进出口之和占ＧＤＰ的比重、谷物进口

占ＧＤＰ的比重、谷物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谷物净进口占ＧＤＰ的比重等。

表１　变量定义

变　量 变量定义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市人口占比 （百分点）

ｔｒａｄｅ 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ｔｒａｄｅ＿ｃｅｒｅａｌｓ 谷物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ｔｒａｄｅ＿ｏｔｈｅｒ 非谷物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ｉｍｐｔ＿ｃｅｒｅａｌｓ 谷物进口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ｅｘｐｔ＿ｃｅｒｅａｌｓ 谷物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ｎｅｔｉｍｐ＿ｃ 谷物净进口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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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物总产 出 及 进 出 口 额 的 数 据 来 自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国 土 面 积 来 自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ｃｋｅｔｂｏｏｋ，其他所有变量来自世界银行的 ＷＤＩ－２０１１。



续表１

变　量 变量定义

ａｖ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美元；对数）

ａｖｃｅｒｅａｓｌ 人均谷物产出 （美元；对数）

ｔｏｔｐｏｐ 人口总量 （个；对数）

ｓｕｒｆａｃｅ 国土面积 （平方公里；对数）

ｇｄｐ１＿ｓｈａｒｅ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ｇｄｐ２＿ｓｈａｒｅ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百分点）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时间趋势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ｔｒａｄｅ 邻国的平均对外开放程度 （百分点）

ｔｏｐ５ｃｅｒｅａｌｓ 美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巴西五国谷物总产量 （公斤；对数）

表１中还列出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第

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人均谷物产出、人口总量、国土面积、时间趋势变量等。①

表１的最后两个变量是本文估计２ＳＬＳ模型时，将使用的工具变量。

借鉴现有文献，本文的模型设定为：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β０＋β１ｔｒａｄｅｉ，ｔ＋∑β２Ｘｉ，ｔ＋β３ｍｉ＋β４ｎｔ＋ｖｉ，ｔ （２０）

其中，下标ｉ代表国家，ｔ代表年份，ｔｒａｄｅｉ，ｔ代表国际贸易及其不同成分，ｍｉ和

ｎｔ表示非时变和时变的国家特征，Ｘｉ，ｔ表示其他自变量 （包括人均ＧＤＰ、人口总量、

国土面积、人均谷物产出和时间趋势变量等）。根据现有文献的做法，第一、第二产

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可以用来度量一国的产业结构，而后者还可以度量工业化程度。最

后，ｖｉ，ｔ代表随机扰动项。用ＯＬＳ估算方程式 （２０）时，该模型能够通过单方程模

型的设置检验，所以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

表２首先报告 了 ＯＬＳ模 型 的 回 归 结 果。从 表２中 可 以 看 出：② 进 出 口 之 和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ｔｒａｄｅ”的 回 归 系 数，在 所 有 模 型 中 都 显 著 为 负，这 一 结 果 与

Ｋｒｕｇｍａｎ的理论预测 一 致，即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国 际 贸 易 与 城 市 化 存 在 负 向 关 系。同

时，人均谷物产出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国内农民提供的谷物产出越高，这个国家

的城市化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也符合前文的理论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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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没有报告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无论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本文所关心的关键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

和大小没有显著差异，因而表２和表３中只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表２　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ａｄｅ

ａｖｇｄｐ

ａｖｃｅｒｅａｌｓ

ｔｏｔａｌｐｏ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ｇｄｐ１＿ｓｈａｒｅ

ｇｄｐ２＿ｓｈａｒｅ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常数项

国家固定效应

观察值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８０）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０．５０７　 ０．５１１
（０．５５５） （０．５５５）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１）

０．２９１　 ０．２９１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６
（０．２９０） （０．２９０） （０．２９６） （０．２９７）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１８．０５＊＊＊ １８．０５＊＊＊

（３．４４８） （３．４４８） （３．４９６） （３．５０１）

－３３．０１＊＊＊ －３１．４７＊＊＊ －３１．４０＊＊＊

（６．１５６） （６．２４４） （６．２５８）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０９０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４＊＊＊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８６６）

－７０１．０＊＊＊ －２８１．４ －３４８．４＊ －３５０．９＊

（１１４．１） （１７７．８） （１８３．８） （１８４．３）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３４３　 ３４３　 ３４３　 ３４３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程度上显著。下同。

表２还表明，人均ＧＤＰ的回归系数为正，即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 化 水 平 正 相

关；总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的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为 正 和 负，表 明 人 口 总 量 越 大 的 国 家，

其城市化水平越高，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人口集聚到城市的比例越低，这些都符

合理论预期。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重和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和

负，这一结果与预期相反，其原因可能在于变量的内生性。

下 面 进 一 步 检 验 谷 物 贸 易 与 非 谷 物 贸 易 对 城 市 化 水 平 是 否 会 产 生 不 同 的 影

响。表３报 告 了 ＯＬＳ回 归 结 果。第 一，谷 物 贸 易 占 ＧＤＰ比 重 在 所 有 模 型 中 都

显 著 为 正，而 非 谷 物 贸 易 占ＧＤＰ比 重 在 所 有 模 型 中 都 显 著 为 负，这 些 结 果 与 本

文 的 理 论 预 测 一 致。这 还 表 明，Ｋｒｕｇｍａｎ关 于 国 际 贸 易 与 城 市 发 展 负 相 关 的 理

论 预 测 结 果，主 要 是 由 国 际 贸 易 中 的 非 谷 物 贸 易 所 决 定 的。第 二，进 一 步 控 制

谷 物 进 口 和 出 口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后，模 型２和 模 型５的 结 果 显 示，谷 物 进 口 占

ＧＤＰ比 重 的 系 数 显 著 为 正，表 明 谷 物 进 口 对 城 市 化 水 平 有 显 著 的 促 进 作 用。第

三，在 模 型３和 模 型６中，我 们 控 制 了 谷 物 净 进 口，它 的 回 归 系 数 都 显 著 为 正，

表 明 谷 物 净 进 口 越 多，城 市 化 水 平 就 越 高，这 与 本 文 的 理 论 预 测 保 持 一 致。另

外，除 了 第 一 产 业 占ＧＤＰ比 重 及 谷 物 出 口 的 回 归 系 数 不 符 合 预 期 外，其 他 控 制

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符 号 都 符 合 预 期。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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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国际贸易的不同成分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ａｄｅ＿ｃｅｒｅａｌｓ

ｔｒａｄｅ＿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ｔ＿ｃｅｒｅａｌｓ

ｅｘｐｔ＿ｃｅｒｅａｌｓ

ｎｅｔｉｍｐｔ＿ｃ

ａｖｇｄｐ

ａｖｃｅｒｅａｌｓ

ｔｏｔｐｏ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ｇｄｐ１＿ｓｈａｒｅ

ｇｄｐ２＿ｓｈａｒｅ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常数项

国家固定效应

观察值

０．４３５＊＊ ０．４６４＊＊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０）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４４６＊＊ ０．４８０＊＊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１）

０．３６０　 ０．３５９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６）

０．３０９＊ ０．３４３＊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１）

０．５０３　 ０．４９７　 ０．４５６　 ０．３７４　 ０．３６９　 ０．３０８
（０．５６７） （０．５６９） （０．５６９） （０．５５０） （０．５５２） （０．５５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５　 ０．２４７　 ０．２２９　 ０．１６３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３） （０．２８８）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７）

１４．７１＊＊＊ １４．６５＊＊＊ １５．７４＊＊＊ １５．０８＊＊＊ １４．９９＊＊＊ １６．１４＊＊＊

（３．７４８） （３．７７０） （３．７０４） （３．７１８） （３．７４３） （３．６７７）

－２５．５４＊＊＊ －２５．３７＊＊＊ －２６．８１＊＊＊ －２６．１９＊＊＊ －２５．９３＊＊＊ －２７．５１＊＊＊

（６．６８１） （６．７７４） （６．７１６） （６．６３７） （６．７３８） （６．６７６）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０２２７　 ０．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３７３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３１５）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２＊＊＊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２＊＊＊

（０．０８９２）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８８５） （０．０８８２）

－４７８．６＊＊ －４８３．４＊＊ －４５９．３＊＊ －４４２．０＊＊ －４４９．３＊＊ －４１９．６＊＊

（１９０．６） （１９３．１） （１９２．８） （１８６．６）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９）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３４２　 ３４２　 ３４２　 ３４２　 ３４２　 ３４２

表３的模型同样可能受内生性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城市化水平会影响一国的

谷物贸易，即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可能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另一方面，谷物的进

出口可能与模型中的残差项相关。下面我们通过工具变量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①

由于很难为非谷物贸易、谷物进出口等变量分别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我们只

识别谷物净进口对于城市化水平的因果效应。这里的逻辑在于，居民的粮食消费偏

好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动，因而净进口粮食会提高国内的余粮率，放松国内余

粮率对城市化水平的约束，进而有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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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没有采用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方法，主要是因为用工具变量方法也 可 以 识 别 因

果关系，而且能够直接量化相关自变量对城市化水平的边 际 效 应。后 者 是Ｇｒａｎｇｅｒ检

验做不到的。



本文的工具变量是两个变量的交互项，一个是邻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邻国的

进出口之和占ＧＤＰ比重的平均值度量，另一个为美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巴

西等五国的谷物总产量。使用它们的理由如下。

首先，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会受到邻国的影响。① 因为它们之间国土自然连

接在一起，如果邻国的开放程度很高，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对邻国保持封闭。② 这

样一来，邻国的对外开放就会直接影响本国的对外开放。为进一步增强该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我们还将它滞后十年。可以推断，临国的对外开放会直接影响本国的贸

易，因而可以预期这个变量对本国的粮食贸易产生正向影响。

其次，美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五个产粮国，也是

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它们的谷物总产量会直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价

格，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进出口谷物时，会与这五大国形成竞争关系 （如果出口谷

物）或者贸易关系 （如果从这五大国进口谷物）。换言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谷物贸

易会受到这五大国谷物总产量的直接影响，后者的谷物总产量由这五国的农业生产

条件、技术水平和气候等因素决定，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变量不相关。

最后，之所以用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对外开放如同一个

国家的 “大门”，而五大国的谷 物 总 产 量 则 代 表 了 国 际 谷 物 市 场 上 的 “供 给 冲 击”。

如果一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对外开放，即 “大门”关闭，那么无论五大产粮国的谷

物总产量如何变动，都不可能影响本国的谷物贸易和城市化水平，反之亦然。

表４　谷物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２ＳＬＳ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ｎｅｔｉｍｐ＿ｃ

ａｖｇｄｐ

ｔｏｔｐｏ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ｇｄｐ１

３．６１２＊＊＊ ３．８２６＊＊＊ ４．０１４＊＊＊ ４．０１２＊＊＊ ４．２４２＊＊＊

（１．３５５） （１．４４３） （１．４８４） （１．４８４） （１．３０３）

１．８５２＊＊＊ ２．０３７＊＊＊ ２．６７８＊＊＊ ２．６７８＊＊＊ ２．５１３＊＊＊

（０．６３１） （０．６２８） （０．７６６） （０．７６６） （０．９１２）

４．０１５　 ３．６５５　 ５．１４６　 ５．１５５
（６．５５８） （６．９０２） （６．６６４） （６．６６５）

－１．７１３ －０．４９５ －２．７２２
（１３．３３） （１４．０９） （１３．７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５７２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２０）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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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大陆国家，确定邻国的原则为是否与本国接壤；对于岛屿国家，本文选择距离该

国地理位置最近的３—４个国家作为其邻国。

Ｒ．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６９，ｎｏ．
１，２００３，ｐｐ．５－５０；Ｂ．Ｂａｌｔａｇｉ，Ｐ．Ｄｅｍｅｔｒｉ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Ｓ．Ｌａ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９，

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ｐ．２８５－２９６．



续表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ｄｐ２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常数项

国家固定效应

一阶段回归结果

交互项工具变量

观察值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３５４）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７＊ ０．３２７＊＊＊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９９）

－６０４．８＊＊ －６１９．２＊＊ －５１７．８＊ －５５２．２＊＊＊ －６３６．９＊＊＊

（２９９．５） （３１４．８） （２９４．７） （１４０．８） （９７．０３）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０．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１）

５１６　 ５１６　 ５５０　 ５５０　 ５５０

表４报告了２ＳＬＳ模型的回归结果。表底部的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

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符号也符合预期。根据表４的２ＳＬＳ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第一，我们关心的自变量 “ｎｅｔｉｍｐｔ＿ｃ”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谷

物净进口确实能够提高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它的回归系数比ＯＬＳ模型中

的增大了７倍左右，说明ＯＬＳ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使得谷物净进口的效应被低估了。

第二，在所有模型中，人均ＧＤＰ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预期及前面模型

中的结果保持一致。第三，人口总量显著为正，这表明人口越多的国家，其城市化

水平越高。第四，国土面积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疆域越大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其城市化水平越低。第五，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理

论预期一致，即工业产出占比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但是，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不一致，这可能是缘于它的内生性。但它不是本文关心的自

变量，而且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控制或不控制它，都不影响我们关心的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符号和显著程度。

我们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在模型中控制自变量的多个不同组合；第

二，将谷物净进口占ＧＤＰ的比重改为谷物净进口的人均值；第三，进一步控制本国

人均谷物产出、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重以及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第四，去掉中国

样本；第五，只利用邻国的开放程度作为工具变量；第六，用邻国的开放程度和五

大国谷物总产量同时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五、中国和印度案例的比较分析

我们首先基 于 中 国 的 粮 食 贸 易 与 城 市 化 水 平 等 统 计 数 据，进 行 案 例 分 析。据

２０１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出售的粮食为４６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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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假设城镇居民每人每年消耗４００—５００公斤粮食，①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一个 农 民

正好可以养活一个城市居民。参照余粮率与城市化水平的均衡关系，这时理论上的

城市化水平应该为５０％。而按照官方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 市 化 率 恰 为

４９．９５％。

表５报告了１９７１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总量、城市化水平和谷物总产量，从中可以

看出：在过去的４０年里，中国的人口总量增长了０．５７倍，但是谷物总产量却增长

了将近１．４倍，在此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１９７１年的１７．２６％，快速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的近５０％。如果没有谷物产量更为快速的增加并推动余粮率的提高，中国的

城市化水平不可能有如此显著的提高。

表５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谷物总产量及人均产量

年　份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人口总量 （亿） ８．５２　 １０．０１　 １１．５８　 １２．７６　 １３．１４　 １３．２１　 １３．２８　 １３．３５　 １３．４１

城市化水平 （％） １７．２６　 ２０．１６　 ２６．９４　 ３７．６６　 ４４．３４　 ４５．８９　 ４６．９９　 ４８．３４　 ４９．９５

谷物总产量 （百万吨）２０７．８６　 ２７２．８１　３９５．６６　 ３９６．４８　 ４５０．９９　 ４５６．３２　 ４７８．４７　 ４８１．５６　 ４９６．３７

人均谷物产量 （克） ６６８．４０　 ７４６．６８　９３６．１０　 ８５１．２９　 ９４０．３３　 ９４６．４０　 ９８７．１１　 ９８８．２７　１０１４．１１

　　　注：人均谷物产量为谷物总产量除以人口总量及３６５天，这里没有考虑谷物的净出口和国家库存的变动。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 国 统 计 年 鉴》（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及 国

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总量的上升引起了国内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表６
报告了中国近年来谷物和谷物粉的进出口数量。从中可以看出：在过去１１年里，中

国的谷物贸易有７年是净出口，近３年转变为净进口，但净进口总量维持在４００万—

５００万吨。假设每人每年消耗４００—５００公斤粮食，这些净进口的谷物可以养活大约

１０００万人，即中国依靠净进口粮食养活的国民还不到总人口的１％。因而中国的粮

食自给自足率依然非常高，并没有形成对于粮食净进口的明显依赖。

表６　中国近年来谷物和谷物粉进出口总量 单位：万吨

年　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出　口 １３７８　 ８７６　 １９９　 ２６２　 ４７３　 １０１４　 ６０５　 ９８６　 １８１　 １３２　 １２０　 １１６

进　口 ３０５　 ３４４　 ２８５　 ２０８　 ９７４　 ６２７　 ３５８　 １５５　 １５４　 ３１５　 ５７１　 ５４５

净出口 １０７３　 ５３２ －８６　 ５４ －５０１　 ３８７　 ２４７　 ８３１　 ２７ －１８３ －４５１ －４２９

　　　资料来源：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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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 有 国 内 文 献 基 本 上 都 用 每 人 每 年 粮 食 占 有 量４００—５００公 斤，作 为 衡 量 粮 食 安 全

的 标 准。



与中国的情形相反，印度的城市化水平和谷物总产量的变动趋势呈完全不同的

图景。表７报告了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与谷物产量等数据。首先，１９７１—２０１０年，印

度的人口总量增长了１．１５倍，但是谷物总产量只增长了１．１１倍，谷物总产量上升

的速度低于人口总量上升的速度。尽管印度的ＧＤＰ也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

其城市化水平仅从１９７１年的２０．１％，缓慢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１％。其次，１９７１—

２０１０年，印度每天人均谷物占有量反而从４１７．６克下降到４０１．７克，如此低的粮食

占有量与印度存在的严重营养不良问题高度相关。例如，２２％的印度人营养摄入不

足，①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儿童和发育不良儿童，分别有４２％和３２％分布

在印度。② 有印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这一结果与印度农业生产率低下密切相关。

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ＮＦＨＳ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３）数据，该研究考察

了农业产出与２０个邦的５岁以下儿童和１５—４９岁人口的营养状况的关系，发现提

高农业生产率能够强有力地改善他们的营养不良状况。③ 第三，虽然印度人均谷物

占有量非常低，甚至有略微下降，但是从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１０年，印度绝大多数年份的

谷物出口大于进口。如果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间，印度能将其谷物净出口改为供国内消

费，则人均每天可以分别增加３４．２２克、１６．８７克和１０．８６克，并使这三年的每天

人均谷物占有量达到或略微超过１９７１年的４１７．６克。也就是说，印度最近十多年的

谷物净出口是以人均占有量的下降为代价的。

表７　印度的城市化水平、谷物总产量及人均占有量

年　份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人　口 （亿） ５．５１　 ６．８９　 ８．５２　 １０．３３　 １１．２０　 １１．３７　 １１．５３　 １１．６９　 １１．８６

城市化水平 （％） ２０．１０　 ２３．３４　 ２５．７２　 ２７．９　 ２８．９８　 ２９．２６　 ２９．５４　 ２９．８０　 ３０．１０

谷物总产量 （百万吨） ８４．５　 １０４．１　 １４１．９　 １６２．５　 １７０．８　 １７７．７　 １９７．２　 １９２．４　 １７８．０

谷物净出口 （百万吨）－２．０　 ０．５　 ０．６　 ４．５　 ３．８　 ７．０　 １４．４　 ７．２　 ４．７

人均谷物占有量 （克）４１７．６　 ４１７．３　 ４６８．５　 ３８６．２　 ４１２．８　 ４０７．４　 ３９４．２　 ４０７．０　 ４０１．７

　　　资料来源：城市化水平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２０１０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编：《国 际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１》 （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其 他 数 据 来 自 印 度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度 经 济 调 查 数 据，参 见ｈｔｔｐ：／／

ｉｎｄｉａｂｕｄｇｅｔ．ｎｉｃ．ｉｎ／ｅｓ２０１２－１３／ｅｓｔａｔ１．ｐｄｆ．

对比中国和 印 度１９７１—２０１０年 间 的 人 口 总 量、谷 物 总 产 量 和 人 均 谷 物 占 有

量，可以看出完全不同 的 图 景。首 先，虽 然 两 个 国 家 的 人 口 总 量 都 曾 快 速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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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ＦＡＯ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ｓｓ／ｅｓｓ－ｆｓ／ｆｓ－ｄａｔａ／ｅｓｓ－ｆａｄａｔａ／ｅｎ／．
参见ＵＮＩＣＥ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２００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ＣＥＦ，２００９．
Ａｓｈｏｋ　Ｇｕｌａｔｉ　ｅｔ　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ｐ．７４－８６．



但是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比 印 度 慢，而 中 国 谷 物 总 产 量 的 增 长 速 度 则 比 印 度 快 得

多，因此中国的人均谷物 占 有 量 显 著 上 升，而 印 度 却 有 所 下 降。其 次，中 国 近 年

来减少了谷物出口并适度 增 加 谷 物 进 口，谷 物 贸 易 保 持 逆 差 状 态，这 增 加 了 国 内

的粮食供给，但是印度近年来的谷物贸易却保持顺差状态，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

因而其人均谷物占有量显 著 低 于 中 国，并 且 存 在 严 重 的 营 养 不 良 问 题。该 问 题 在

中国目前 几 乎 不 存 在。由 于 上 述 两 方 面 的 显 著 差 异，尽 管 两 个 国 家 在 此 期 间 的

ＧＤＰ增长速度都非常高，但是 印 度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仅 仅 上 升 了１０个 百 分 点，而 中

国的城市化水平却上升了３２．７６个 百 分 点，其 绝 对 水 平 和 上 升 速 度 都 远 远 高 于 印

度。上述对比从侧面再次验证 了 粮 食 生 产 率、谷 物 总 产 量 以 及 谷 物 贸 易 在 城 市 化

进程中的重要作用。①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同时它们也积极

参与全球化进程，但是现有文献往往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

化水平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颇为缺乏。同时，二元经济模型、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

平决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过度城市化理论等，都忽略了余粮率以及粮食贸易

对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约束作用。本文从余粮率的视角出发，首先建立了理

论模型，论证余粮率和谷物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机制，然后基于亚

洲发展中国家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并利用工具变量，识别谷

物净进口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因果效应。

本文的理论研究发现，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的余粮率会对发展中国家城市

化水平的提高形成约束，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粮食贸易可以通过改变余粮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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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初，中 国 的 发 展 也 曾 遭 遇 粮 食 生 产 对 城 市 化 的 约 束。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大跃进”期间，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全国粮食产量却呈逐年下

降趋势，因而遭遇对城镇人口粮食供给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１９６１年夏，《中央

工作会议 关 于 减 少 城 镇 人 口 和 压 缩 城 镇 粮 食 销 量 的 九 条 办 法》规 定， “在１９６０年 底

１．２９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以上”。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 “１９５８年以来来自农村

的职工……一般的 应 当 精 减 回 乡。１９５７年 年 底 以 前 来 自 农 村 的 职 工，凡 能 够 回 乡 的，
也应动员回乡”。自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粮食生产与城市化 （以及工业化）关系

问题的研究，逐步明确了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尤其要重视粮食生产，以

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需求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有效转移。（以上所引详见中共

中央文献 研 究 室 编： 《建 国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第１４册，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１９９７年，第４１２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５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６２—４６７页）



城市化水平。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结构的不同成分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

水平的关系不同，谷物贸易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而非谷物贸易与城市化水平负相

关。特别地，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本文证实了谷物净进口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化水平，

其机制在于，粮食进口降低了余粮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约束。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

较研究发现，两国在粮食可获得性和谷物贸易方面的显著差异，与它们城市化进程

的差异密切相关，这为本文的理论假说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本文发现，国际贸易与城市化水平呈负向关系，为Ｋｒｕｇｍａｎ关于国际贸易理论

与城市经济学这两个看似分离的学科实际上具有内在联系的论断，补充了证据，同

时也为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农业的发展

不仅能够为城市和工业部门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且能够放松粮食约束以促进城市

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虽然可以借助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给，但粮

食安全是基本国策，政府可以通过保护耕地、增加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等途径进

一步提高余粮率，从而健康有序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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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要目

　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 于　沛

　　夸张与融贯：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约翰·扎米托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 “新史学”的碰撞 黄进兴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概说 彭　刚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 董立河

　中书、尚书省劄子与宋代皇权运作 张　祎

　元朝太庙演变考

　　———以室次为中心 马晓林

　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李育民

　清末预备立宪中的外方因素：有贺长雄一脉 孙宏云

　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危机中的银行改组

　　———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中心 潘晓霞

　卢梭的病：医学与史学的综合解读 徐前进

　十九世纪英国强制接种天花疫苗引发的争端 王广坤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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