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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SANG Chun, PAN Xin, ZHANG Shangwu, WANG Shuchun, SUN Liang, SHEN

Yifei

Abstract: With China's urbanization entering a mature stage, economic growth slow‐

ing down, and the gradual arrival of the era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urban

shrink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worthy of high attention in China's modern‐

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pat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erspec‐

tive for the study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re‐

search progress since 2010,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un‐

derstanding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con‐

traction, and discusses notable issues in China's urban contraction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cluding basic research, spatial focus research,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research.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

retical research of urban shrinkage phenomenon an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spa‐

ti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 research review; research issues; spatial gover‐

nance

1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与空间治理

城市收缩现象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客观趋势。城镇化进程中的

人口流动趋势不仅反映在城乡之间，也反映在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由于不同城市、不

同区域的吸引力差异，引发不同程度的城市扩张与收缩[1]。城市收缩作为一个城镇化发

展过程中的全球性、多维度的现象，198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国际广泛关注的热点议

题[2-4]，也成为世界各国空间治理的难题。相较于最近几十年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的背

景，国内学者对城市收缩现象的研究起步较晚。2012年由吴志强先生等作序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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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经济增速趋缓以及人口负增长时代逐步

到来，城市收缩现象已成为我国现代化

进程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提出

空间治理是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研究的重

要视角，在对 2010以来的相关研究进展

进行述评基础上，认为应深化人口收缩

背景下对中国城市发展范式的认识，并

从基础研究、空间研究、规划研究等方

面探讨了空间治理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

现象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期为新时

期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理论研究和空间

治理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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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一书出版，首次将“收缩城市”的概念系统性引入国

内[5-6]。2014年相关学者共同发起“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

（SCRNC）”，2016年举办中国首届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推动

了国内对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

趋缓，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深度和广度明显拓展。国家层面在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第一次将“收缩型中小城

市”纳入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的政策体系中，要求这类城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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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间治理是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研究的重要视角。城镇化是

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4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总

体上表现出快速、平稳的特点，国家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区域

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等矛盾采

取了积极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召开了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将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作为

优化国家空间体系的重大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城镇化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城市收缩现象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往往

伴随着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城市存量建设用地增加、公共服务

设施闲置、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建成环境老化等一系列经济

社会环境问题。客观地讲，根治城市收缩问题是不可能的，如

同城市问题与城镇化过程如影随形一样。增强空间治理的公共

干预能力，积极应对并减少城市收缩现象带来负外部性，无疑

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议题，也是中国体制优势所在。

2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研究述评

2.1 总体研究进展

国内对城市收缩现象的关注主要始于2010年后，相关研究

成果来自城乡规划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等

多个科学领域，从发文数量和研究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深受国外收缩城市理论的影响，研究重点侧重

于国际城市收缩概念的内涵和案例分析，主要局限于城乡规划、

区域经济等领域，希冀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发

达国家城市收缩现象的观察与研究[8-10]，总结收缩成因和转型策

略，为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收缩现象提供启示和

政策建议。第二阶段，自2015年起中国独特的城市收缩现象开

始受到广泛关注[11-13]，发文数量明显增加，包括对中国城市收缩

现象的概念内涵与特征、类型与空间分布、成因机制等，采用

遥感、大数据等新技术分析方法[14-15]，研究对象从高度集中的东

北地区逐渐向珠三角等快速城镇化地区[16]、长江经济带[17]和西部

欠发达城市[18-19]等拓展，研究内容从案例分析转向综合性研究，

空间对象由城市向社区、建筑、闲置地等微观尺度转变。

2.2 概念认识与形成机制

人口流失是城市收缩现象的最重要特征，早期研究主要参

照国际研究网络组织（SCIRN） 2007年提出的概念（表 1），形

成具有代表性的高被引文献[3-4, 20-22]，包括狭义和广义收缩[3,23]。
以常住人口变化率作为界定标准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应

用，后续研究[24-26]逐步拓展到经济、空间、就业、地理景观等多

维视角。目前对于城市收缩现象的概念认知存在不同视角的阐

释[27]，普遍认为城市收缩的过程往往会伴随经济衰退、就业率下

降和劳动力人口的外流等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28-29]。
也有学者指出城市收缩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

遇[17]，并非单一维度的衰退表现。基于本土化的概念认识日益得

到关注，既存在与西方国家类似的趋势性收缩，也存在因为大

规模新区开发带来的透支型收缩及地方政府主动应对采取的调

整型收缩等独特的城市收缩现象[30]。
城市收缩现象是多维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全球

化、去工业化、郊区化及人口结构变化等是城市收缩现象的主

要动因[3]。除上述因素外，中外城市收缩现象的动因机制存在明

显差异，自然地理环境变化[26]、产业结构调整[24]、资源枯竭[34]、
虹吸效应[35]、行政区划调整[4]、路径依赖[36]等被认为是影响中国

城市收缩现象的重要因素。但各国各地区的实际收缩现象表现

出更多的复杂性，如郊区化是导致西方国家中心城市人口衰减

的主要因素，中国广义郊区化过程却促进了城市与郊区的共同

发展[37]。
为更好地解释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收缩动因，一些学者尝试

构建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4]。如基于“政府—市

场”视角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理论分析框架[11]。基于“空间—行

为”互动理论，对应宏观、中观、微观构建“制度—政策—行

为”三层面的空间不匹配分析框架[38]。综合外部发展环境、内部

发展效应及要素流动成本等，对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作用机

理进行分层次、分区域、分尺度的实证解析框架等[39]。

作者

Philipp Oswalt（2005）[31]
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组织(SCIRN)（2007）[6]
Joseph Schilling & Jonathan Logan（2008）[22]

收缩城市项目（SCP）（2015）[32]

徐博（2014）[10]

龙瀛，等（2019）[33]
张明斗（2020）[23]

主要观点

在50年时间内总人口不小于10万人且累计减少10%的城市为收缩城市

超过2年时间内经历人口持续流失,并且经历以某种结构性转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

经历持续的人口流失，即在40年间流失超过25%的人口，空置与废弃的住宅、商业与工业建筑不断增加

暂时或永久性失去大量居民的城市，流失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年均流失超过1%
狭义收缩：具有普遍永久性流失特征的城市人口流失

广义收缩：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上的全面倒退

利用大数据重新定义实体城市及识别变化，结合人口普查数据等指标综合定义收缩

广义收缩：采用人口总量与经济规模两个指标衡量城市收缩

表1 城市收缩现象的概念辨析
Tab.1 Concept analysis of urban shrinkage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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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测度方法与类型研究

测度方法和类型划分是收缩城市研究关注的焦点。常住人

口变化是测度城市收缩的关键指标，由于我国城乡划分标准、

人口统计制度尚不完善，存在城市人口统计与“城市实体地域”

人地空间不匹配等问题[17, 40]，作为城市收缩现象研究对象的“城

市范围”与人口、经济等统计范围不一致，往往造成许多相关

研究概念混淆。为弥补这一缺陷，许多研究借助多元数据识别

城市收缩现象，如百度迁徙数据[15]、夜光影像、城镇不透水地表

数据[4]等，综合考虑城市收缩现象的复杂性，测度指标由偏重社

会经济指标向空间统计指标、地理景观类指标等复合指标扩展。

国内学者对收缩城市的类型已有空间形态、收缩程度、收

缩维度、收缩成因等多种划分方法。具体来看，基于城市空间

形态分类，分为穿孔型（perforated）和圈饼型（doughnut） [41]。
基于收缩程度进行分类，可分为严重收缩（25%以上的城镇人

口减少）、明显收缩（10%—25%的城镇人口减少）和轻微收缩

（10%以下的城镇人口减少） [42]等。基于收缩的评价维度可以分

为人口、经济、社会单一维度收缩，人口—经济、人口—社会、

经济—社会双维度收缩，以及人口—经济—社会全维度收缩

等[43]。基于收缩成因，可分为结构性危机收缩、欠发达县级市的

收缩、边境偏远城市的收缩、资源枯竭型收缩、数据调整式收

缩等[1]。在区域尺度，可分为市区和郊县同步的全域收缩型城

市、市区收缩型城市、郊县收缩型城市，以及我国特有的行政

区划调整引发的收缩等[30]。

2.4 城市收缩的治理策略

尽管欧美多年对收缩的治理效果并不显著[3]，借鉴国际经验

仍是中国应对城市收缩策略研究的重要视角，主要包括福利治

理、形态管控和吸引力提升等三个方面[44]，需要多层级政府的资

源导入、对城市衰败和空置的行动安排及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通过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45]。由于中国特色的国情背景和体制

差异，对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更需要探讨本土性问题。通过

政府干预与市场驱动[11]，及行政、政策手段和规划治理相结合的

方式，刺激经济繁荣并保证城市空间品质和经济发展不因人口

流出而出现明显衰退[46-47]。充分把握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经济

增长还处于一个相对较快区间的契机，积极发挥政府主动有效

的干预能力，推动城市发展价值取向转型，匹配人口的空间再

分布现象，在更大范围内实施人—地—福利统筹对应的策略，

塑造弹性、可收缩的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城市更新、城市双修

等来主动应对城市收缩，面向可持续运营的城市规划建设[11]。然

而，由于城市收缩现象的复杂性和缺乏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支

撑，当前研究尚未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与范式。

2.5 研究述评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既体现了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具

有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国外的城市

收缩现象主要出现在城市化成熟阶段，我国的城镇化仍处在一

个快速发展周期，并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二是空间特征的复

杂性。除了不同区域城镇化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还

包括气候资源、产业发展背景等因素，较西方语境下的城市收

缩现象形成与发展的背景更加复杂多元化。三是制度环境的独

特性。与国外去工业化、郊区化、经济衰退等市场机制主导相

比，我国城市收缩现象背后往往具有城乡制度以及政府调控的

烙印。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城市行政等级因素影响了城

乡之间、不同等级城市间大量的人口和要素流动；另一方面政

府具有主动干预区域和地方发展的能力和优势，但也存在政绩

观主导下城市盲目扩张造成发展失衡的问题，这些都与国外城

市收缩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

研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有待深化

研究的领域。一是，西方研究框架为开展中国收缩城市研究提

供了参照，但在概念界定、类型模式、形成机制等方面需要进

一步聚焦中国问题拓展本土化研究，对中国城市收缩形成机制

及其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认识仍需要深化。二是，现有成果侧

重宏观层面的分析和归纳，针对典型区域和城市的实证研究还

相对较少，对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规律和趋势认识尚不充分。

三是城乡统计制度的局限，由于我国缺乏城市实体地域界定标

准及与之相对应的人口、经济统计单元，造成经济社会数据特

别是人地空间不匹配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尽管现有学者采用

夜间灯光等多源数据进行替代，但在研究精度及与其他数据的

融合方面仍有明显缺陷，已成为城市收缩现象研究的瓶颈。

3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思考与研究议题展望

3.1 人口收缩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发展范式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高速发展，以增长为导向的

城市发展环境正在发生逆转，面临多重趋势叠加的挑战。一是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全国人口峰值已经到来， 2022年
以来已连续两年下降，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这是

过去40年城镇化过程中不曾出现的现象，将对城市发展环境带

来严峻挑战。二是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和经济结构调整。城镇化

人口增长趋缓与人口分布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城乡之间人口流

动转向以城市间人口流动为主，加剧区域间和城市间增长与收

缩分化（表2），相比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大量中小城市

将面临长期收缩趋势。三是空间快速扩张终结与存量优化。用

地快速扩张构成了过去城市增长的主要特征，人口增长趋缓和

经济结构调整将加剧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压力，依赖土地财政、

大规模新开发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建设模式难以持续，如何利用

好城市存量空间，提升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力成为主要目标。

人口收缩背景与多重趋势叠加，未来中国城市的收缩现象

不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会成为一个从国家到地方都需要关

注的普遍性问题。城市收缩现象的类型会更加多样化，既存在

于区域之间、城市之间，体现为区域发展环境的差异和大中小

城市之间的差异，也会存在于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如城区与

郊县之间、城市内部不同分区之间。城市收缩现象背后反映了

城市增长动力的变化，也需要政府积极应对城市发展模式的转

型，除大量市场竞争带来的城市收缩外，政府主动调控带来的

收缩也会逐渐增多。

因此，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研究须置于人口收缩背景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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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范式转型的认识框架中，深化基于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概念

与测度方法、类型与形成机制的研究，同时从空间治理视角加

强从多尺度对城市收缩现象和影响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的规

划治理能力建设。具体大致包括以下议题：一是中国本土化的

收缩概念认识、实体地域界定等基础性议题；二是多尺度空间

城市收缩现象的研究重点；三是中国特色的规划治理议题，包

括规划治理模式、调控手段等。

3.2 基础研究议题

3.2.1 城乡边界的科学界定和相关统计制度的完善

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城区范围确定规程》，并首次完成

了全国 683个城市城区范围划定成果。城乡居民点体系是连续

的，划定683个设市城市的城区范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乡镇（县）实体地域识别方法，并加强对乡

村地域的关注。以城乡边界的界定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与之对

应的人口及经济社会统计制度，这是深化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

3.2.2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概念界定与动态监测

针对城市收缩现象的多样化和动态性，需要深化概念认识

及类型研究，并建立动态监测体系。自然资源部正在开展的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建设工作，对动态掌握收

缩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3.3.3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理论认识的框架构建

立足我国国情背景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树立全球视野，

加强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城乡规划与地

理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融合，构建多尺度、多维度的中国城

市收缩现象认识和解释框架，探索适应中国本土化特点的城市

收缩现象理论认识和空间治理路径。

3.3 空间研究议题

3.3.1 宏观尺度加强对国家层面城镇化发展趋势及区域差异化

前景研究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60%，空间经济活动的集聚与扩散

过程将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的分化[48]，包括区域格局、城镇体系

及城乡关系等。一方面需要加强城镇化宏观预测和影响研究，

形成对人口分布、人口结构变化及收缩地区趋势的总体认识和

科学判断。另一方面从区域差异化视角，针对东、中、西、东

北等不同区域，及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

区等不同政策分区，加强对不同区域城镇化环境下城市收缩现

象及形成机制研究，深化对区域差异化类型和问题认识，为国

家层面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3.3.2 中观尺度加强特定区域内部城乡关系和城市收缩现象的

类型研究

收缩现象不仅发生在欠发达地区、边缘地区，也会发生在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从区域内部加强对增长与收缩地区的空间

关系研究，整体把握城市收缩现象的具体形态，既要关注中心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收缩问题，也要关注小城镇面临的收

缩趋势，以及城乡人口流动及城乡体系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

带来的影响等等，从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因地制

宜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3.3.3 微观尺度加强针对具体收缩城市发展转型的范式研究

人口收缩城市同时面临着经济下滑、公共服务和住房空置、

基础设施供给过剩以及财政压力增加等一系列资源空间错配问

题，对传统增长导向思维模式和城市发展范式提出新的挑战。

对此需要调整和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一方面要以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为基础保障，追求以人民为中心满足全龄友好

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

模式，促进存量空间的优化利用，提高城市运营效率，并通过

社区重建和社会参与增强城市的社会凝聚力和发展活力。

3.4 规划研究议题

现代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积极的公共干预，诞生于工业革命

以来应对城市增长带来的城市问题，同样地，面对后工业化时

代的城市收缩问题也必然需要城市规划在理论方法上做出回应。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积极应对中国的城

市收缩问题应当成为新的规划制度构建的重要任务。

3.4.1 建立动态适应的规划干预机制

城市收缩现象具有差异性和动态性，需要打破蓝图式的思

维，既要有宏观视角充分关注城市收缩的负外部性，也要从地

方具体问题出发关注城市收缩现象引发的现实挑战。一方面，

时段

2000—2010年

2010—2020年

类别

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

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

指标/ (个/个)
城市收缩数量/总量

县收缩数量/总量

城市收缩数量/总量

县收缩数量/总量

城市收缩数量/总量

县收缩数量/总量

城市收缩数量/总量

县收缩数量/总量

东部地区

41/213
116/292
13/213
7/292
65/213
182/292
10/213
20/292

中部地区

56/178
174/379
13/178
5/379
66/178
303/379
14/178
17/379

西部地区

42/203
323/720
24/203
38/720
53/203
447/720
15/203
45/720

东北地区

37/91
57/90
31/91
17/90
76/91
88/90
50/91
54/90

全国

176/685
670/1481
81/685
67/1481
260/685
1020/1481
89/685
136/1481

表2 基于人口维度的中国城市收缩数量变化
Tab.2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urban contractions in China based on population dimensions

注：（1）表中的城市和县以2020年中国行政区划单元为基础进行统计，城市指地级市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及县级市，县级单元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等；（2）人口数据

根据五普、六普、七普全国分县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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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认识城市收缩，城市收缩并非城市衰败，也并不意味着

城市活力和幸福感的消失，所谓精明收缩，重在顺应规律、解

决因收缩带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要基于收缩现象形成机

制的区域差异进行分类指导，通过政策性分类和阶段性评价，

以问题导向明确优化任务，增强规划调控的适应能力，建立起

动态适应的规划干预机制。

3.4.2 加强“多规合一”的规划引领作用

应对城市收缩现象是一项系统构成，国土空间是经济社会

活动的载体，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仅是解决空间规划类的

合一，也要积极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与专项规划、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的“多规合一”，在规划运行层面促进各类规划在空间维

度、时间维度及专项系统维度的合一，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中，加强政策和体制机制设计，引导人口、资本要素的

合理、有序流动。

3.4.3 加强规划政策的实施评估

规划干预具有外部性[49]，一方面针对城市收缩现象形成机

制和外部影响效应，需要规划发挥干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不

断推进规划政策的实施评估，优化规划调控的重点领域、干预

程度，通过政策和管理策略创新，完善规划调控手段。

4 结语

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在国内已受到广泛的关注，作为城市发

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值得高度

关注的重要议题。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有关中国城市收缩现象

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揭示了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具有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但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城市收缩现象认知框

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相比西方语境下的城市收缩问题，空间治理是中国城市收

缩现象研究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环境正面

临多重趋势叠加的挑战，需要加深对人口收缩背景下城市发展

范式的认识。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和制度环境的

独特性，在加强对收缩带来的持续影响关注的同时，探索体现

中国特色的城市收缩现象空间治理路径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未来可重点从基础研究、空间研

究、规划研究等方面开展空间治理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

相关议题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强城乡边界划分、动态监

测方法及理论框架的构建。在空间研究方面，宏观尺度加强对

国家层面城镇化发展趋势及区域差异化前景研究，中观尺度加

强特定区域内部城乡关系和城市收缩现象的类型研究，微观尺

度针对具体收缩城市发展转型的范式研究。在规划研究方面，

建立动态适应的规划干预机制、加强“多规合一”的规划引领

作用以及对规划政策的实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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