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并

通过三者带动经济发展以及其他诸方面的城镇化。而新型城

镇化看重人的发展，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具体来说，新型城镇

化可分为农民的市民化、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

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四个方面。

农民的市民化是指生活在农村的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

并长期从事城市非农产业的社会现象。实现市民化要求农民

的收入满足城市生活的最低消费开支，此外，农民长期居住

在城市也需要房屋，尤其是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是指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体育以及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公共服

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主要

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目前

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现象，一方面体现在投

资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体现在城市中的农民享受不到

与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非农产业发展是指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有着丰

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支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

市的发展空间有限，部分产业势必会向农村发展，给了农村

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契机。产业的聚集会带来人口的聚集，能

够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形成稳健运行的市场，这对

城镇化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过程，

为实现这种转变，需要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理念的

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第二、三产业将占用大量的土地，用

于农业的资源将会减少，因此需要提高第一产业的生产效

率，这就要求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与城镇化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有人

口城镇化的内容，即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进程，缩小

农民与市民在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不同之

处在于新型城镇化在增加城市人口的同时，兼顾产业的发

展，尤其是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金融需

求涵盖了农民的市民化与非农产业发展两个方面。

二、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化的研究集中在人口城镇化上，而新型城镇化

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上，没有关于对新型城镇化金融

需求规模进行测算的方法的研究。李润平（2014）对影响城镇

化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提炼出金融发展因子、产业结构因

子、财政政策因子、农村金融因子和城乡收入差距因子。朱家

亮（2015）把新型城镇化的金融需求分为三个方面：基本公共

服务资金需求，基础设置、公用事业、房地产资金需求，其他

资金需求。李建伟（2014）认为金融排斥是城镇化异质金融需

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李恩平（2015）认为人口特征的

差异会导致城镇化成本估算的误差。卢立文等（2014）探索了

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因素。周战强等（2011）分析了财政投

入与城镇化的关系，认为短期内财政投入对城镇化的影响显

著。今戈（2012）对基础设施投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估算了

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朱艳硕等（2012）以济南市为例，分

析发现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呈现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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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对市民化成本的研究较为成熟，一般将市民化成本

分解为社会保障成本、生活支出成本、住房成本等几个方面

并分别计算。周达（2010）分析了城市移民住房需求的特点，

估计了每年新增城市移民住房需求的规模。张继良等（2015）

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角度计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丁

世录等（2014）分析了重庆市的金融服务需求，并对 2012 ~

2020年重庆市城镇化金融服务需求进行了预测。

城市经济学家巴顿（1984）认为，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

业化。但以往的研究大多看重市民化的成本分析，而对产业

发展的金融需求规模研究较少。产业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的

重要环节，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三者之间存在

着长期的均衡关系（马远等，2010），因此估计城镇化金融需

求的规模必须测算产业城镇化的金融需求。但就目前来看，

产业城镇化的金融需求规模的测算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

以下两点：

1. 与城镇化有关的金融数据较难获得。已有数据大多为

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整体数据，一般包括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

金与城镇化所需资金，要把城镇化资金分离出来，需要进行

科学的估计。

2. 没有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流量和存量作区分。已有文献

大多是针对流量数据进行分析，而存量数据能更好地衡量地

区的发展水平。例如，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不仅取决于当年

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还取决于以前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因此对固定资产存量的计算直接关系到城镇化金融需求规

模的估算。

针对以上两点问题，为获得新型城镇化研究所需的数

据，本文将数据按照行业分类，选择了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

行业数据进行分析，以江苏苏北五市为例，通过利用带滞后

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了产业城镇化所需要的资

金量，并将城市发展中与城镇化相关的行业分离出来，并在

所得到的数据中减去市区与市辖区的数据，进而计算出新型

城镇化的金融需求。

综上，本文旨在对已有的人口城镇化金融需求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宽城镇化金融的范围，把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

纳入城镇化金融需求中来，进而对农民的市民化、公共服务

与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四个方

面分别进行估计与预测。

三、资金规模计算与估计

资金的规模可通过对市民化成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

建设、非农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四个方面分别估计求和来

得到，并通过资金规模与自有资金的差值计算城镇化金融需

求规模。数据来源为《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

《徐州市统计年鉴》、《连云港市统计年鉴》、《盐城市统计年

鉴》、《宿迁市统计年鉴》、《淮安市统计年鉴》。由于大多数统

计年鉴缺乏城镇化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将各地市的统计数

据与市区、市辖区的统计数据做差，计算出的差值即为农村

的统计数据。

1. 市民化成本估计。

（1）人均生活和发展支出差。市民化要充分考虑市民的

生存和发展，在市民化之后，消费将从农村平均水平上升为

城市平均水平，而收入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因此，农民向市

民转变过程中由于其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与

农村居民用于生活和发展支出的差值构成了市民化的金融

需求之一。即：人均生活和发展支出差=城市居民人均生活和

发展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和发展支出。

（2）人均住房成本支出。由于 2010年后不再发布经济适

用房的销售数据，因此住房成本源于除别墅和高档公寓之外

的商品房数据。全省经济适用房单套面积为 60 ~ 80平方米，

本文中按照60平方米计算，每户人口由2003年的3.9人降低

为2013的3.7人，因此可计算出人均住房面积为15.38 ~ 16.21

平方米。销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定价原则按照比周边同类

商品住房低20% ~ 25%的价格确定，本文按照“价格=0.8×（销

售额/销售面积）”计算，可得：人均住房成本=人均住房面

积×价格。

综上，人均市民化成本=人均生活和发展支出差+人均

住房成本。具体数值见表3中的A1。

2.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估计。公共服务与基础

设施建设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要实现均等

化，既要看流量，也要看存量。本文只计算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教育等与城镇化密切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用徐州、连云港、盐城计算的人均

值代替苏北地区的人均值。

对固定资产的存量估计，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

Kt=Kt-1（1+△）+It （1）

其中：Kt为第 t年的资本存量；Kt-1为第 t-1年的资本存

量；△为折旧率；It为第 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1）估计折旧率。本文运用张军等（2004）的研究方法来

确定基础设施资本的经济折旧率，估算建筑、设备和其他费

用这三类固定资本的折旧率，分别为 6.9%、14.9% 和 12.1%。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构

成，对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的比

重进行了估算，分别为 55.56%、30.2%和 14.24%。再根据三类

固定资产折旧率加权计算，得到基础设施资本的综合折旧率

为10.057%。

（2）估计初始年份存量。Hall和 Jones（1997）在估计各国

1960年的资本存量时采用的方法为：

K1960=
I1960

g1960 ~ 1970 +△ （2）

其中：g1960 ~ 1970为 1960 ~ 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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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平均数。

本文借鉴该做法，以 1997年为基期，计算 1997 ~ 2012年

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几何平均数，使用永续盘存法

分别得出 2003 ~ 2013年城市固定资产存量和农村固定资产

存量，见表 1。分别计算人均值并做差，即可得到人均基础设

施固定资产投资，见表3中的A2。

3. 非农产业投资估计。与市民化金融需求不同，非农产

业的金融需求并不是为了实现城乡均等化。城镇化中对非农

产业的投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由于第二、三产业基础薄

弱，固定资产存量对估计的贡献较小，因此计算方法以流量

数据为主，并考虑存量数据的影响。

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得投资额：

Y=ALαKβ （3）

使用周方（1997）对α和β的估计方法，实现对K的求解。

而实际情况是，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往往具有时滞性，

葛新权（2003）建立了带有时滞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

体形式为Y=LαKβ 。该式把资本投入的滞后性带入

β-1的计算中，因此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LαKβ （4）

其 中 ：α =
CAL

CM +CM-1
，α- 1=

CAL-1
CM +CM-1

，β =

CAK +△×CAL-1
CM +CM-1

。α、α-1、β计算式中，CAL为平均劳动成本，

CAL=总劳动成本（CTL）/总产值（X）；CAK为平均资本成本，

CAK=总资本成本（CTK）/总产值（X）；CM为产出边际成本，

CM=［（CTL+CTK）-（CTL-1+CTK-1）］/（X-X-1）；△为折旧

率，固定资产年折旧率仍设为10.057%。

以2003年为基期，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到非农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x1）、非农产业总产值（x2）、非农产业生产

总值（x3）、非农产业从业人数（x4）、人均工资水平（x5）。其中

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则CAK用固定资产

投资额（x1）代替，CAL用工资总额（x4×x5）代替，CM用非农产

业总产值（x2）代替，Y用非农产业生产总值（x3）代替。为了降

低偶然因素对α和β的影响，在计算α和β的过程中就业人数

取2003 ~ 2012年的平均值。

为了实现具有时滞性的生产函数的求解，至少需要三组

数据，由于第一组数据只是为了计算CM-1、CAK-1、CAL-1、

的数值，因此考虑只将 2003年的数据放入第一组。第二

组与第三组数据分别为前后 5年数据的平均值，分组数据见

表 2。由于分组使得三组数据相隔年份变为 2年和 5年，因此

应计算相应年份的折旧，为了计算方便，折旧率按年限平均

法计算，分别为 19.1%和 41.1%，计算结果为：α=0.465，α-1=

0.234，β=0.465。

将表 2数据代入式（4）得到 2004 ~ 2012年的非农产业投

资额为（304.1，373.1，518.44，714.85，847.25，1376.6，1715.5，

1641.6，2163.9）亿元，若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则投资额为

（332.39，411.5，578.61，836.91，1091.1，1732，2268.5，2318.4，

3013.3）亿元。为便于与其他项目比较分析，可计算人均非农

产业投资额，结果见表3中的A3。

4. 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的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因此以用于第一产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来表示农业现代化的资金需求。由于《宿迁市统计

年鉴》缺失，用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的人均农业现代化投

资代替苏北五市的相关数值。通过计算2008 ~ 2013年四市的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得到人均农业现代化投资，

见表3中的A4。

5. 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

经常持有的，可以自行支配使用并无须偿还的那部分资金，

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有资金不属于金融需求，因此投入资金

与自有资金的差额为金融需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苏

北地区的人均自有资金由徐州、连云港、淮安的人均自有资

金代替，计算三市的自有资金可以得到人均自有资金，见表3

中的A5。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得出表 3中城镇化的各项成本以及

有关数据，包括人均市民化成本（A1）、人均基础设施固定资

产投资（A2）、人均非农产业投资（A3）、人均农业现代化投资

（A4）、人均自有资金（A5）、城镇人口（A6）、农村人口（A7）。

四、数据修正与预测

通过表 3中的数据可以得到之后几年的预测值，但是随

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这些投资并非全部用于新型城镇化建

设，因此需要修正。苏北地区的城镇化率在 2010年为 51.8%，

首次超过 50%。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理论，城镇化发展通

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目前苏北地区显然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

年份

城市

农村

2003

716.4

248.3

2004

862.2

299.5

2005

972.5

360.3

2006

1103.8

438.3

2007

1225.3

518.9

2008

1347.2

647.3

年份

城市

农村

2009

1448.6

850.6

2010

1616.1

1064.5

2011

1841.8

1310.5

2012

2138.3

1661.3

2013

2700.6

2188.3

表 1 2003 ~ 2013年城市与农村固定资产存量 单位：亿元

年份

2003

2003 ~ 2007

2008 ~ 2012

x1
（亿元）

217

351

1378

x2
（亿元）

1598

1910

6118

x3
（亿元）

1246

1389

2810

x4
（万人）

569

559

631

x5
（元）

11568

14648

25732

表 2 分组数据

注：由于 2010年行政区域规划将铜山县更名为铜山区，

成为徐州市的市辖区，但为了统一口径，仍将铜山区归入农

村。

L
α-1
-1 K

β-1
-1

L
α-1
-1

L
α-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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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阶段。与初期阶段相比，中期阶段的特点除了城镇人口迅

速增加，还体现在产业投资量的增加以及第二、三产业的迅

速发展上。

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会对城镇化金融需求规模的估算产

生重大的影响。城镇化初期阶段，以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

市为主要动力，对产业的投资量很小；城镇化中期阶段，对产

业的投资量快速增加，尤其是对第二、三产业投资的增加，使

得县域地区的第二、三产业以及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快速发

展。其发展特征表现为大型设备的购买以及工厂的建设与扩

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后期，出现了一部分投资

于工厂设备更新与改建的资金；城镇化末期阶段，劳动力转

移很少，这是因为城镇化建设的区域已经接近于城市的发展

水平，这一阶段的投资大部分用于城市维护、工厂改建、设备

更新。从这三个阶段的特点来看，对城镇化建设的投资集中

在第二阶段大型设备的购买以及工厂的建设与扩张，第三阶

段虽然同样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但是这部分需求用于维护、

改建与更新，不属于城镇化建设。

对于目前苏北地区所处的中期阶段，非农产业投资和农

业现代化的投资中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工厂改建或设备的更

新，这一部分资金应当归为城市建设资金，因此在预测之前

予以剔除。

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建设性质可以分为新建、扩建和改

建，通过计算非农产业投资和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占相应产业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对表3中A3和A4进行修正。计

算结果为 A3（1332，2095，3078，4771，6426，10564，16001，

16953，22131），A4（237，300，451，382，623）。

由于缺少历史数据，本文采用灰色预测的方法，灰色预

测在数据较少的情况下仍能表现出较高的正确率。此外，还

使用了线性回归的预测方法，利用表 3中 2003 ~ 2010年的数

据预测 2011、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比较相对误差选择最

优的模型。

1. 两种预测方法的比较分析。首先使用灰色预测方法对

7个变量进行预测，然后用线性回归方法。预测时要剔除不适

合做线性预测的因素，只对预测结果有较大影响的人均市民

化成本（A1）、人均非农产业投资（A3）、城镇人口（A6）、农村人

口（A7）进行线性预测。使用最小二乘法选择曲线方程，得到

人均市民化成本 y=aebx，非农产业投资额 y=b0+b1x+b2x2，

城镇人口 y=a+blnx，农村人口 y=aebx。经过计算，人均市民

化成本（A1）、人均非农产业投资（A3）、城镇人口（A6）、农村人

口（A7）用线性回归方法预测误差较小，相对误差值分别为

（0.05161947，-0.003652663）、（0.0535，0.021667）、（0.036561458，

0.036756538）、（0.022334595，0.063714375）。

2. 预测结果。使用灰色预测对2013 ~ 2019年人均基础设

施固定资产投资（A2）、人均农业现代化投资（A4）、人均自有

资金（A5）进行预测。使用线性回归方法对2013 ~ 2019年人均

市民化成本（A1）、人均非农产业投资（A3）、城镇人口（A6）、农

村人口（A7）进行预测，同时，可以得到每年城镇人口增加数

（A8）的预测值，结果见表4。

金融需求=（A1+A2）A8+（A3+A4-A5）A7，由此可以得出

2013 ~ 2019 年的金融需求为（2700.46，3359.56，3845.93，

4319.43，4776.95，5215.92，5291.14）亿元。

从表 4可以看出，人均市民化成本与人均非农产业投资

是增长较快的两个方面，在 2013 ~ 2019年均增长了一倍以

上。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物价水平和房价的增长是人均市民化

成本上升的主要动力。人均非农产业投资额则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王国刚等（2013）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和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呈现负相关关系。人均生产总值较低，农村劳

动力转移比重较大，外出转移愿望强烈。由于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和人均资本投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劳动力转移强

度和人均非农产业投资负相关，如下图所示。若农村劳动力

转移愿望强烈，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会导致非农产业

投资向城市倾斜，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非农产业投资就会减

少。包括劳动力转移在内的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非农产业

投资水平，但这些因素在城镇化初期对非农产业投资额的影

响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大环境下，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A1
（元）

27780

33765

41482

44388

49576

48047

60403

70540

81539

86786

A2
（元）

17528

13955

15790

8682

8992

8703

7226

7499

7867

8116

A3
（元）

1694

2385

3679

5546

7490

12440

18895

20016

26984

A4
（元）

277

355

520

454

658

A5
（元）

5925

6345

9507

8410

7054

A6
（万人）

596.1

969.9

1242.5

1242.0

1268.4

1303.8

1351.1

1532.6

1586.4

1629.4

A7
（万人）

2614.1

2259.5

1996.5

1834.9

1774.3

1720.2

1663.9

1442.5

1390.2

1349.5

表 3 2003 ~ 2012年城镇化各项数据汇总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A1
（元）

99811

112650

127139

143492

161949

182780

206290

A2
（元）

5683

5150

4666

4228

3832

3472

3146

A3
（元）

27475

33089

39242

45932

53160

60926

64927

A4
（元）

721

891

1102

1364

1687

2087

2582

A5
（元）

8062

8157

8253

8351

8450

8550

8651

A6
（万人）

1634.47

1669.98

1702.66

1732.91

1761.07

1787.41

1812.16

A7
（万人）

1219.16

1139.01

1064.14

994.18

928.82

867.76

810.72

A8
（万人）

23.3

35.5

32.7

30.3

28.2

26.3

24.8

表 4 预测结果

注：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 2014》可知，2013年城镇人口

增长数约为2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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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土地等资源的限制不会对处在城镇化初期且有着大量

未开发资源的农村产生作用。

五、总结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结合了周方（1997）和葛新权（2003）

的研究，利用少量的年度分组数据创新性地估算出带时滞的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参数，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

比，更能反映之前产业的投资对当期的影响，这对新型城镇

化这一长期过程的金融需求测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解决了非农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估算问题的同时，还

对市民化、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金融需求进

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苏北地区的城镇化金融需求中非农产

业投资占了最大比重，约为 88%，这说明新型城镇化金融需

求的重点在于产业投资的资金需求。

本文通过对四个方面的金融需求分别进行估算与预测，

加总得到的城镇化金融需求更具有说服力。相比只针对市民

化成本的研究，本文的方法更加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并

且相比单一的城镇化金融需求，四个方面的数据更有利于后

续的深入研究。经过计算与预测，城镇化金融需求将从 2015

年的3845.9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5291.14亿元，金融需求的

快速增长单靠政府的投入显然不现实，在异质化的金融需求

前提下，现有的金融体系将难以满足今后的金融需求。为此，

应当改革和强化支持农民的市民化、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

设均等化、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四个方面发展的金融

服务体系。在完善农民工、转移人口的住房、养老、工商、失业

等金融服务的同时，政策应当向有利于产业发展，尤其是向

有利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倾斜，建立适合城镇化金融需求的

金融市场。银行体系在做好扩大贷款准备的同时，也要防范

贷款风险。此外，民间融资也是募集资金的重要途径，银行的

供给很难满足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因此民间资本也会在新

型城镇化中体现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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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2019年人均非农产业投资额与劳动力转移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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