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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市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城市是经济、科技现代化的载

体，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物质表现。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城市

管理科学化；城市功能多样化；居民生活高度社会化；生态环境园林

化；城市经济高效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居民现代化等。 

     城市现代化发展包括4个阶段。一是现代化准备阶段，处于工业化

初期，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以下，第一产业占30%以上；二是现代化

起飞阶段，处于工业化稳定阶段，人均1000美元～3000美元，产业结构

类型为第二产业为主；三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处于信息化阶段或稳定阶

段，人均3000美元～9000美元，二、三产业占80%以上；四是完全实现

现代化，处于信息化或后工业化阶段，人均9000美元以上，第三产业为

主。城市作为一个生产要素集中的结点，它具备经济发展的聚积优势和

规模效应，城市里的经济发展也会改变一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

式。所以说城市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先驱。城市现代化的内容主

要包括： 

     1．经济是城市现代化的基础和推动力。经济是基础，经济也是城

市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只有经济上去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才能

得到更好的发展。 

     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衡量一个城市现代

化的标志是看是否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

包括：人均收入、住房、完善的医疗条件以及高度灵通的信息传输系

统。 

     3．社会发展是城市现代化的要求。社会发展包括科教和文化以及

人口的文化构成。 

     4．经济设施和环境是城市现代化的保障。完备的基础设施，包括

城市的道路、交通、供水、排水、供气、供热等的标准化、配套化、齐

全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后勤保障。生产中排出的废渣、废水、废气得到

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城市居民将生活在清

洁、优美、舒适、安静和无害与健康的环境之中。 

     二、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1．城市现代化指标确立标准。衡量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体系。制订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首先应当

遵循的原则包括：综合性与系统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原

则、简明实用、可计量原则、世界性与时代性原则。 
 



     2．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现代化指标的

研究正逐步深化，这里例举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评价体系。基本代表如

下。一是“社会进步指数”法。美国学者埃思蒂思用36个社会指标组成

“社会进步指数”，对124个国家进行了综合定量评价。联合国开发署

的《人文发展报告》只用3个指标，即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实

际人均GNP。很显然，这些指标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一种现代

化程度。由于指标的确定不是依据想象，而是根据社会实际能力与需

求，因此，任何指标只是现存现代化的“移值性”的表述，即人们认识

的现代化，是因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最先进的国家已经能够做到的。根

据10个社会指标综合评价，综合得分前10位的城市是：蒙特利尔92分；

东京90分；巴黎89分；大阪88分；费城88分；汉堡87分；芝加哥86分；

柏林86分；伦敦85分；马德里85分；旧金山85分。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

斯提出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也是人们常用的指标体系。二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与香港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我院与香港大学合作对当代世

界范围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指标，进行城市现代化数据指标体系再构建或

寻找到一般特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最现代化的城市指标体系如下：

（1）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70～80%以上；（2）

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12～20%；（3）平均预期寿命，76岁以

上；（4）每千人口医生数，10左右；（5）婴儿死亡率，4‰；（6）中

学入学率，92%以上；（7）每户居民拥有住房间数，4～5间；（8）每

百人拥有电话机数量，90部以上；（9）人均用电量，2000千瓦小时以

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 

     三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一是

经济发展，包括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

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二是社会发展，包括非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逆

指标）、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口在校大

学生数；三是生活质量，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

（逆指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人均生活用电量、每百人拥有电话和

手机、每百户拥有电脑、每万人口医生数、平均预期寿命；四是基础设

施及环保，包括用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绿化覆盖率、空气综合污

染指数（逆指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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