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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国有 7.9 亿城镇居民，其中 5.7 亿人拥有城镇户口，其余 2.2
亿人户口仍在农村。根据人口发展规划，2030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70%，
城镇居民增加 2.2 亿；随着户籍制度进一步放开，拥有城镇户籍的新市
民有望增加 3 亿以上，带动新一轮消费增长。 

社保、户籍等方面改革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速上升。2012 年我
国统一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2016 年统一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社保体系更加公平。与此同时，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
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支出的力度不断加大。2014 年开始取消农业与非农业
户口性质区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2016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升
1.3 个百分点，高于 2000~2014 年年均 0.8 个百分点的增幅。 

土地确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民进城落户。2013 年中央 1 号
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6 年底，8.5 亿亩农
村土地完成了承包经营权确权，约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三分之
二。全国大部分省区将在 2018 年底之前基本完成确权。确权让农村土
地产权更清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提高土地使用
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允许更多农业就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且增加
农民收入，帮助转移人口积累在城镇安家落户的初始资本。 

农民工转移减慢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停滞，未来人口转移方式发生转变，
城镇人口增长的其他来源贡献上升。 

► 一是农村青少年进城读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上升，进城
读书的农村大学生仍在增长。进城读书的农村儿童和大学生较早融
入和适应城市生活，更加有可能市民化。 

► 二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农村青年人口转移到城镇给城镇带来了更
多新生儿，提高了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2016 年开始实行全面二
胎政策，将进一步提升城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未来新生儿
将成为城镇人口更重要的增长来源。 

► 三是城镇行政区划继续扩大。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大规
模进行‚县改市‛等行政区划调整，推动了城镇化率上升。2010
年以来开始了新一轮‚县改区‛、今年 4 月‚县改市‛重新开闸、
以及雄安新区的设立都会推动城镇化继续发展。 

2030 年城镇将迎来 3 亿新市民，带动消费需求。按照国家人口发展规
划，203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70%，中国将有 10 亿人居住在城
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化，落户制度会进一步拓宽，加上居住证制度
的落实，市民化速度将超过城镇化速度，2030 年城镇将迎来 3 亿以上新
市民。城镇化率继续提升以及市民化速度加快将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收
入分配改善，带动消费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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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方兴未艾，市民化大有可为1 

过去几年，我国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对民生支出力度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出现加速上升迹象。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且用 5 年时间基本完
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给农民带来
收入增长，帮助农业转移人口积累在城镇安家落户的初始资本。尽管农民工转移减缓，
但是城镇化过程并未结束。农村青少年进城读书、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以及城镇行政区
划扩大将继续给城镇带来新增人口。2016 年中国 7.9 亿城镇居民中，5.7 亿人拥有城镇
户口，2.2亿人户口仍在农村。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0%，
城镇居民将增加 2.2 亿人。随着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同期新市民有望增加 3 亿以上，
带动新一轮消费增长。 

户籍、社保制度改革推进，户籍城镇化加速上升 

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推行居住证制度。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城乡户口
登记制度‛，以及‚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居住证持有人享有国家规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
业户口性质区分从名义上消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壁垒，居住证制度的推广弱化了户籍概念，
减轻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造成的阻碍。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速上升。过去几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 2014 年的 36.6%上升到
2016 年的 41.2%（图表 1）。其中，201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幅提升主要受统计口径
调整影响2，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是 2016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 2015 年提高 1.3 个百
分点，提升幅度仍然高于 2014 年以前年均增幅，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出现加速上升的迹象
（图表 2）。 

图表 1: 2016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升至 41.2% 图表 2: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升速度加快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统一了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促进城乡社保公平。2009 年和 2011 年，我国先后启
动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试点，2012
年统一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居保）。2016 年开始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 本文对城镇化和市民化概念区分：城镇人口或城镇居民指城镇常住人口，即居住在城镇 6 个月及以上人口。城镇化率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城镇户籍人口或市民指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2 2014 年以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非农业户籍人口占比统计。2015 年之后不再区分农业非农业户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照城镇地区户籍人口占

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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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
乡居民医保）。统一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迈出了统一城乡社保的第一步3，提升了社
保体系的公平。 

财政对社保等民生支出力度加大。各级财政对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从 2009 年的 80 元提
高到 2017 的 450 元（图表 3），2015 年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
月 55 元提高至 70 元，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相应提高4。2016 年，财政对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支出合计 6.9 万亿元，占财政支出 37%。财政对民生支出
占 GDP 比例从 2007 年的 5.4%上升到 2016 年的 9.3%。（图表 4） 

图表 3: 财政对新农合补助标准提高 图表 4: 财政对民生支出力度加大 

  

资料来源：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土地确权促进农业人口进城落户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三权分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现阶段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将在 2018
年基本完成。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首先要确认权利主体。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全
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用 5 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
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目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
正在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2014 年以来，全国有 28 个省区开展了整省试点5，
加上前期开展确权工作的上海、重庆两市，除新疆计划延期完成外，全国 30 个省区将在
2018 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 

土地确权促进土地流转加快。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2582 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试点，确权面积达 8.5 亿亩，约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三分
之二（图表 5）。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让农村土地产权更清晰，有助于减少纠纷，
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比例逐年上升，2016 年农村家庭承包经营
耕地流转比例超过 35%。（图表 6） 

                                           
3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依旧存在很大的差距，城乡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之间也是如此。 
4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 50%的补助。 
5 2014年在山东、四川、安徽3个省和其他省区市的27个县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试点；2015年增加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

宁夏、吉林、贵州、河南等 9个试点省份；2016年安排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海南、云南、陕西等 10个省份进行

整省试点；今年新增北京、天津、重庆、福建、广西、青海等 6 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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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帮助农业转移人口积累进城落户的初始资本，促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土地流转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允许更多农业就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流
转给农民带来收入增长，帮助转移人口盘活闲置的农村土地资产，积累在城镇安家落户
的初始资本。2016 年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要求‚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
户的条件‛，以打消农业人口进城落户的顾虑。 

图表 5: 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承包耕地完成了确权 图表 6: 确权促进土地流转加快 

  

资料来源：农业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农业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城镇化率仍有大幅上升空间 

农民工转移减慢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停滞。2016 年全国有 2.8 亿农民工，其中 1.7 亿是在
异地工作的外出农民工，1.1 亿是在本乡镇工作的本地农民工。2010 年以来外出农民工
增速逐年回落（图表 7），2016 年外出农民工仅增长 0.3%。外出农民工增长放缓和农村
存量人口减少有关，但是外出农民工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城镇人口停止增长。我国农业
就业占全部就业的 28%，占比远高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
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农业人口转移仍然有较大空间（图表 8）。 

未来人口转移方式将发生转变，除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外，城镇新增人口还有其他几个来
源，对城镇人口增长贡献上升。 

一是农村青少年进城读书。进城读书的农村青少年包括随迁子女和大学生。2010~2015
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从 1167 万人增长到 1367 万人，农村留守儿童从 2272 万人下
降到 2019 万人，随迁子女相对留守儿童比例从 51.4%上升到 67.7%（图表 9）。1999
年高校开始扩招后，大学生人数大幅增长（图表 10），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也比之前增加。
根据教育部统计6，2015 年农村户籍大学生招生占比超过 60%。进城读书的农村学生较
早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更有可能实现市民化。 

二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农村青年人口不断转移到城镇给城镇带来了更多新生儿。尽管
农村存量人口转移变慢，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人数却比之前增加（图表 11）。2016 年开始
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当年全国出生人口比 2015 年增加了 131 万人，创 2000 年以来新高
（图表 12）。2016 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超过 45%，较 2013 年以前 30%左右的
比例提升7。二胎政策主要影响城镇地区，将会提高城镇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未来
新生儿将成为城镇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来源。 

                                           
6 《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2016 年 8 月 31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国人

大网，2016 年 10 月 12 日，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10/12/content_1999011.htm 
7 国家卫计委举行全面两孩政策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7 年 1 月 22 日，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541106/1541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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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外出农民工增速放缓 图表 8: 中国农业就业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9: 随迁子女相对于留守儿童比例上升 图表 10: 高校学生人数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教育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11: 城镇人口自然增长贡献上升 图表 12: 2016 年出生人口创 2000 年以来新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2015 年数据根据 1%抽样调查推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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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城镇行政区划扩大。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大规模进行撤县设市等行政区划
调整。1978~2015 年，地级市从 98 个增加到 291 个（图表 13），县级市从 92 个增长到
361 个（图表 14）。行政区划调整推动了城镇化率上升（图表 15）。1997 年国务院暂停
了县改市申请，2000 年以后行政区划调整逐步减少，但 2010 年以来又开始了新一轮撤
县设区（图表 16）。今年 4 月民政部批准湖南宁乡8、河北平泉9、浙江玉环10、四川隆昌
11、陕西神木12五地撤县设市，暂停 20 年的县改市重新开闸。今年 4 月 1 日中央设立雄
安新区，起步区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
积约 2000 平方公里，新区城镇化建设将快速发展，并吸引人口聚集。 

图表 13: 撤地设市 图表 14: 撤县设市、撤县设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15: 行政区划变更和城镇化正相关 图表 16: 2010 年以来城市区划再次扩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民政部、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民政部、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8 ‚新湖南：国务院批准宁乡撤县设市‛，湖南省民政厅，2017 年 4 月 12 日，

http://mzt.hunan.gov.cn/xxgk/gzdt/mzyw/201704/t20170412_4134702.html 
9  ‚河北平泉‘撤县设市’获批复：将由省直辖，承德市代管‛，澎湃新闻，2017年 4月 12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0923 
10 ‚玉环撤县设市，由浙江直辖台州代管‛，浙江在线，2017 年 4 月 12 日，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201704/t20170412_3448441.shtml 
11 ‚隆昌撤县设市获批‛，四川省民政厅，2017 年 4 月 12 日，http://www.scmz.gov.cn/InfoDetail.asp?ID=18755 
12 ‚国务院批准神木县撤县设市‛，陕西省民政厅，2017 年 4 月 17 日，http://shaanxi.mca.gov.cn/article/mzyw1/201704/20170401010832.shtml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个

地级市 其他地级区划（不含地级市）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个

市辖区 县级市 县（含自治县等）

y = 0.8606x + 0.7103
R² = 0.2268

-0.5

0

0.5

1

1.5

2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城
镇
化
率
年
均
变
动
（

%
）

年均行政区划变动数目

各省县改市和县改区数目 vs  城镇化率变动

（1990-2015年年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次 行政区划变更次数

撤地区设（地级）市 撤县级市设地级市

撤县设（县级）市 撤县设区

撤（县级）市设区

http://mzt.hunan.gov.cn/xxgk/gzdt/mzyw/201704/t20170412_4134702.html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0923
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201704/t20170412_3448441.shtml
http://www.scmz.gov.cn/InfoDetail.asp?ID=18755
http://shaanxi.mca.gov.cn/article/mzyw1/201704/20170401010832.shtml


本中金公司报告仅授权给 gaoyb@cicc.com.cn 阅读。

本中金公司报告仅授权给 gaoyb@cicc.com.cn 阅读。

 中金公司研究部: 2017 年 5 月 9 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7 

城镇化继续发展，市民化有望加速 

目前我国有 2.2 亿城镇居民户口仍然在农村。2016 年，中国有 7.9 亿城镇居民，其中 5.7
亿人拥有城镇户口，其余 2.2 亿人户口仍在农村，在教育、医疗、养老、居住和其他公
共服务上不能享有同等条件的市民待遇。 

2030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70%。按照《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2030 年
全国总人口预期发展目标为 14.5 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0%，意味着 2030 年城镇
居民达到 10 亿人，比 2016 年增加 2.2 亿。 

城镇将迎来 3 亿新市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16~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个百分点以上。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对 203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没有给出预期水平，未来发展取决于户籍
制度改革。 

► 如果 2016~203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维持每年 1 个百分点的上升速度，那么 203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55%，2030 年城镇户籍人口将达到 8 亿人，2.3 亿新市
民将在城镇落户。 

► 更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城镇落户条件进一步放宽，或者推广居住证制度并确保居住
证持有人享有城镇户籍人口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如果2030年市民化率达到60%，
市民人口将达到 8.7 亿，城镇将迎来 3 亿新市民。 

► 如果能够完全放开落户政策，或者用居住证制度全面取代户籍管理，2030 年 10 亿
城镇居民将全部成为市民。 

市民化加速带动消费需求。尽管存在不确定性，我们预计随着户籍、社保、土地、财税
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市民化将比之前提速，城市将迎来 3 亿以上新市民。城镇化率
进一步提升和市民化速度加快将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带动消费需求增长。 

图表 17: 2030 年预计将有 3 亿新市民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国家统计局、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城镇化率，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城镇居民，即城镇常住人口，指居住在城镇 6 个月及以上的人口； 
    市民化率，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市民，即城镇户籍人口，指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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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 56.1% 57.3% 60.0% 70.0%

城镇居民人数 77,116 79,298 85,200 101,500

比2016年增长 5,902 22,202

年均增加 1,476 1,586

市民化率 39.9% 41.2% 45.2% 55.2% 60.0% 70.0%

市民人数 54,847 56,968 64,184 80,040 87,000 1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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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61012 
电话：(86-592) 515-7000 
传真：(86-592) 511-5527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号 
保利广场写字楼 43层 4301-B 
邮编：430070 
电话：(86-27) 8334-3099 
传真：(86-27) 8359-0535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 
香格里拉写字楼中心 11层 
邮编：266071 
电话：(86-532) 6670-6789 
传真：(86-532) 6887-7018 

     

重庆洪湖西路证券营业部  天津南京路证券营业部  大连港兴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北部新区洪湖西路 9号 
欧瑞蓝爵商务中心 10层及欧瑞 
蓝爵公馆 1层 
邮编：401120 
电话：(86-23) 6307-7088 
传真：(86-23) 6739-6636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19号 
天津环贸商务中心（天津中心）10层 
邮编：300051 
电话：(86-22) 2317-6188 
传真：(86-22) 2321-5079 

 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6号 
万达中心 16层 
邮编：116001 
电话：(86-411) 8237-2388 
传真：(86-411) 8814-2933 

     

佛山季华五路证券营业部  云浮新兴东堤北路证券营业部  长沙车站北路证券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2号 
卓远商务大厦一座 12层 
邮编：528000 
电话：(86-757) 8290-3588 
传真：(86-757) 8303-6299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温氏科技园服务
楼 C1幢二楼 
邮编：527499 
电话：(86-766) 2985-088 
传真：(86-766) 2985-018 

 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459号 
证券大厦附楼三楼 
邮编：410001 
电话：(86-731) 8878-7088 
传真：(86-731) 8446-2455 

     

宁波扬帆路证券营业部  福州五四路证券营业部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 999弄 5号 
11 层 
邮编：315103 
电话：(86-0574) 8907-7288 
传真：(86-0574) 8907-7328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28-1号恒力城办公楼 
38层 02-03室 
邮编：350001  
电话：(86-591) 8625 3088 
传真：(86-591) 8625 3050 

  

     

 

 

北京  上海  香港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233 号  香港中环港景街 1 号 

国贸写字楼 2 座 28 层  汇亚大厦 32 层  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期 29 楼 

邮编：100004  邮编：200120  电话：(852) 2872-2000 

电话：(86-10) 6505-1166  电话：(86-21) 5879-6226  传真：(852) 2872-2100 

传真：(86-10) 6505-1156  传真：(86-21) 5888-8976   

     

深圳  Singapore  United Kingdom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 

招商银行大厦 25楼 2503室 

邮编：518040 

电话：(86-755) 8319-5000 

传真：(86-755) 8319-9229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Singapore) Pte. Limited 

#39-04, 6 Battery Road 
Singapore 049909 

Tel: (65) 6572-1999 
Fax: (65) 6327-1278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 
Level 25, 125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N 1AR, United Kingdom 
Tel: (44-20) 7367-5718 
Fax: (44-20) 7367-5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