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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同步”。“三化

同步”发展实际是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大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和回良玉等多次在重要会议上

提出将“三化同步”作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以“三化同步”发

展推进“三农”建设，解决“三农”问题。2011 年 10 月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

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国家提出在中原经济区部署打造全国“三化同步”示范区，

推动中原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开启了以“三化同步”为重大战略措施加快实现全面

小康宏伟目标的重要篇章，也为学术界确立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三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性，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三化同步”理

论研究，以期指导县域“三化同步”发展实践，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由于“三

化同步”研究专著在国内尚不多见，尤其是“三化同步”理论基础、“三化”之间的相互

关系、“三化同步”与环境支撑的关系、“三化同步”评价体系、“三化同步”协调度计

算方法、“三化同步”成功的实践模式以及相关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少有学者涉及，

因此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形成较为完整的“三化同步”发展理论体系与发展模式，为区

域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模式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省属于欠发达地区，“三化同步”滞后带来的一切问题是当前欠发达地区的经济

发展滞后的一个缩影。2011 年贵州省在国内 31 个省份的人均 GDP 排名倒数第一；工业化

滞后，是全国三个工业占比低于 40%的省份之一；城镇化率仅为 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6.3 个百分点；“三农”工作面临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差，农村发展程度

低，农民收入少、贫困人口多，2011 年贵州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4200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60.9%；按照 2300 元的国家新扶贫标准，有农村贫困人口 1521 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66%。同时，贵州省能矿资源众多、生态环境良好、旅游资源丰富，经过多年发展，“三农”

问题仍然突出，农民收入仍然较低，贫困人口仍然很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

重要的则是县域层面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滞后，“三化”发展不协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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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滞后和不协调带来的“三农问题”和社会深层次矛盾问题，

导致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如果要破解制约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难题，应该从“三化

同步”发展做起。贵州省扩大社会就业靠“三化”，城乡居民增收靠“三化”，壮大财政

实力靠“三化”，缩小城乡差别靠“三化”，破解二元结构靠“三化”，从根本上扶贫脱

贫也要靠“三化”。因此，在全面研究“三化同步”理论基础、支撑环境、评价体系、协

调关系及相关政策的同时，也将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国内外“三化同步

模式”作为本书的重要内容研究，可以深刻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

杂性，准确把握在推进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为欠

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探索一条适合欠发达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目

标和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注：本文所引用的数据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统计所得的数据。 

 

广  佳        

2012 年 10 月于贵阳  

 



第 1 章  绪  论 

 

1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1 

1.2  问题提出.................................................................................................4 

1.3  研究意义.................................................................................................5 

1.4  研究思路.................................................................................................7 

1.5  主要创新点 ........................................................................................... 10 

第 2 章  “三化同步”理论基础 .............................................................................11 

2.1  基础理论............................................................................................... 11 

2.1.1  理论概述 ............................................................................................................. 11 
2.1.2 “三化”的内涵 .................................................................................................. 12 
2.1.3 “三化”间的辩证关系....................................................................................... 18 
2.1.4 “三化”与“三农”的问题............................................................................... 25 

2.2  区域经济学与“三化同步” ..................................................................... 31 

2.2.1  区域经济学概述 ................................................................................................. 31 
2.2.2  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与内涵 ......................................................................... 33 
2.2.3  区域经济理论与“三化同步”发展...................................................................37 

2.3  自组织理论与“三化同步” ..................................................................... 41 

2.3.1  耗散结构理论 ..................................................................................................... 42 
2.3.2  协同理论 ............................................................................................................. 48 
2.3.3    突变理论 ........................................................................................................... 55 

2.4  后发优势理论与“三化同步” .................................................................. 63 

2.4.1  后发优势理论概述 ............................................................................................. 63 
2.4.2  后发优势理论的内涵 ......................................................................................... 66 
2.4.3  后发优势实现的基本条件与路径...................................................................... 68 
2.4.4  后发优势理论对“三化同步”的指导意义...................................................... 70 

2.5  “三化同步”演化模型分析 ..................................................................... 74 

2.5.1  系统进化模型 ......................................................................................................74 
2.5.2  演化机理模型 ..................................................................................................... 76 
2.5.3 “三化同步”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77 

第 3 章  “三化同步”发展环境支撑 .....................................................................84 



“三化同步”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2 

3.1  硬件环境............................................................................................... 84 

3.1.1  硬件环境概述 ..................................................................................................... 84 
3.1.2  交通基础设施 ..................................................................................................... 85 
3.1.3  能源动力设施 ..................................................................................................... 87 
3.1.4  水利基础设施 ..................................................................................................... 89 
3.1.5  网络信息化基础设施 ......................................................................................... 91 

3.2  软件环境............................................................................................... 94 

3.2.1  政策环境 ............................................................................................................. 94 
3.2.2    政务环境 ........................................................................................................... 98 
3.2.3    社会环境 ........................................................................................................... 99 
3.2.4    金融环境 ......................................................................................................... 103 

第 4 章  “三化同步”发展评价指标 ...................................................................105 

4.1  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 ...................................................................... 105 

4.1.1    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 105 
4.1.2    建立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06 
4.1.3    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07 
4.1.4  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 107 

4.2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 115 

4.2.1  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 115 
4.2.2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 117 
4.2.3  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原则.................................................................... 119 
4.2.4  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 120 
4.2.5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125 
4.2.6  农业现代化评价方法 ....................................................................................... 127 

4.3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 130 

4.3.1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 130 
4.3.2  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 130 
4.3.3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30 
4.3.4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131 
4.3.5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 134 

4.4  “三化同步”发展环境支撑评价指标 ...................................................... 138 

4.4.1 “三化同步”与环境支撑的关系..................................................................... 138 
4.4.2  环境支撑指标体系设计 ................................................................................... 139 

第 5 章  贵州省制约“三化同步”发展的瓶颈 ...................................................145 

5.1  县域竞争对立的制约瓶颈 ...................................................................... 145 

5.1.1  贵州省县域 GDP现状分析 .............................................................................. 146 
5.1.2  贵州省县域矿产资源分析 ............................................................................... 149 
5.1.3  破解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瓶颈的组团式发展模式........................................ 154 



第 1 章  绪  论 

 

3

5.1.4  县域组团发展模式条件和分类 ....................................................................... 155 
5.1.5  贵州省县域组团发展模式的解决思路............................................................ 157 

5.2  电价机制改革滞后的制约瓶颈 ................................................................ 161 

5.2.1  电力资源发展概况 ........................................................................................... 161 
5.2.2  电力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161 
5.2.3  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165 
5.2.4  贵州电价改革的相关政策支持状况................................................................ 166 
5.2.5  电价改革的基本原则 ....................................................................................... 167 
5.2.6  推进贵州电价改革的主要措施 ....................................................................... 168 

5.3  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制约瓶颈 ................................................................ 173 

5.3.1  贵州省土地资源现状 ....................................................................................... 173 
5.3.2  土地增减挂钩对“三化同步”发展进程影响.................................................176 
5.3.3  增减挂钩工作原则及相关政策 ....................................................................... 177 
5.3.4  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操作程序 ........................................................................... 178 
5.3.5  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的主要模式 ....................................................................... 179 
5.3.6  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模式借鉴及启示................................................................ 181 

第 6 章  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模式研究 .......................................................186 

6.1  贵州省遵义县“3＋1”模式 ................................................................... 188 

6.1.1  遵义县发展概况 ............................................................................................... 188 
6.1.2  遵义县“3＋1”模式具体措施 ....................................................................... 192 
6.1.3  遵义“3＋1”“三化”发展模式总结............................................................ 199 

6.2  贵州省盘县“立体式推进”模式............................................................. 200 

6.2.1  贵州盘县发展概况 ........................................................................................... 200 
6.2.2  立体化“三化同步”推进型模式的具体措施................................................ 203 
6.2.3  盘县“立体式推进”“三化”发展模式总结................................................ 211 

6.3  贵州省贵定县“园城乡融合”模式.......................................................... 212 

6.3.1  贵定县发展概况 ............................................................................................... 212 
6.3.2  贵定县“园城乡融合”推进模式.................................................................... 214 
6.3.3  贵定县“园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措施............................................................ 216 
6.3.4 “园城乡融合”发展“三化”成果................................................................. 224 
6.3.5 “园城乡融合”“三化”发展模式总结......................................................... 227 

6.4  贵州省遵义县鸭溪镇“示范引领”模式 ................................................... 228 

6.4.1  鸭溪镇三化发展现状 ....................................................................................... 228 
6.4.2 “示范引领”型“三化同步”发展模式具体措施......................................... 231 
6.4.3 “示范引领”“三化”发展模式总结............................................................. 241 

6.5  湖北省监利县“福娃”模式 ................................................................... 243 

6.5.1  湖北“福娃”“三化同步”发展模式简介.................................................... 243 
6.5.2  湖北监利县“三化同步”发展状况................................................................ 244 
6.5.3  湖北“福娃”模式“三化同步”具体措施.................................................... 246 



“三化同步”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4 

6.5.4 “福娃”“三化”发展模式总结..................................................................... 252 

6.6  河南省“三集中”模式 ......................................................................... 254 

6.6.1  河南省发展概况 ............................................................................................... 254 
6.6.2  河南省“三集中”三化发展模式.................................................................... 256 
6.6.3 “三集中”三化发展模式总结......................................................................... 263 

6.7  国外“三化同步”发展模式借鉴............................................................. 265 

6.7.1  美国“农业引领型”模式 ............................................................................... 265 
6.7.2  日本“工业赶超型”模式 ............................................................................... 267 

第 7 章  “三化同步”发展的相关政策 ...............................................................270 

7.1  国家的相关政策 ................................................................................... 270 

7.1.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70 
7.1.2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277 
7.1.3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278 
7.1.4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280 
7.1.5  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 ................... 283 
7.1.6  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286 
7.1.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 288 

7.2  贵州省的相关政策 ................................................................................ 290 

7.2.1  推进“三化”兴“三农”    加快脱贫奔小康................................................ 290 
7.2.2  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98 
7.2.3  赵克志在贵州省委中心组学习读书会结束时的讲话.................................... 306 
7.2.4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工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通知................ 318 
7.2.5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意见.................................................... 321 
7.2.6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若干意见 ............ 323 
7.2.7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 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通知 ....................................................................................................... 324 
7.2.8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327 

7.3  其他省份的相关政策............................................................................. 330 

7.3.1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建设行动 

计划的通知 ................................................................................................................. 330 
7.3.2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 ................................................................................................................. 332 
7.3.3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业转型升级“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 ................................................................................................................. 335 
7.3.4  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强企业创新促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337 

参考文献 ...................................................................................................................340 

 



第 1 章  绪  论 

 

1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 究 背 景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

步”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

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要求和历史任务。“三化同步”是我党统揽全局、

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发展任务的科学

把握，是对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 

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同步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

务。要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始终坚持“重中之重”战略思

想，准确把握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这三个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201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重中之重”

战略思想，按照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中着力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在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中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深入推

进农村改革创新，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2012 年 4 月 2 日在海南省博鳌论坛上强调，协调推进工业化、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并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路径，也是转方式、调结构、

扩内需的战略举措，可以助推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

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城镇化发展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城镇人口比率每提

高 1 个百分点就会有 1000 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同时，提升工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并提高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可以为

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就业支持；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现代农

业可以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化同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客观规律。研究各国发展进程可知，

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及时同步推进了农业现代化，使这些国家顺利迈进

了现代化国家行列；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三化同步”关系，导致产业结构失调，国家

经济萎靡不振，农业萎缩、农村落后、农民贫困，国家现代化进程受阻。纵观新中国 6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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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史，凡是工农城乡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经济社会就能繁荣发展；反之，国民经济

就会被迫调整，各项建设就会出现波折。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三化同步”不仅是我们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英明决策，是不可违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也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措施。 

“三化同步”是顺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

的共同作用，农业农村发展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一些领域出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转折点，一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随着人

口总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用途拓展，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

态势。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农产品总

量平衡的脆弱性凸显，品种和区域结构失衡的矛盾加剧，市场变化的放大效应增强；二是

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农资、农机、

用工、土地等费用呈上涨态势，农业生产的高成本转化为农产品的高价格，必然要求农业

的高补贴；三是农村劳动力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过

剩的局面虽未根本改变，但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

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四是工农城乡关系进入互动增强阶段。随着统筹城乡发展

力度加大，工农城乡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农业形

势好坏、农村发展快慢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撑或制约日益突出，工业反哺、城市支持对“三

农”的拉动日益明显。农业农村这些新变化新趋势，对“三化同步”既提出了要求和压力，

也带来了契机和动力。因此，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认识，趋利避害化解矛盾冲突，因势

利导推动改革发展，科学有效地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三化同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原则。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

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中

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现阶段突出强调“三化同步”，着眼点是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补齐农业短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三化同步”既是重大任务，也是重大原则，必须贯彻落实到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各个领域和环节。要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三化同步”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三化同步”是谋划“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新思路新举措的重要遵循原则。深

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为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将为加快现代

农业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物质支持，因此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作为。各地区各

部门在推进实施“十二五”规划时，要切实体现“三化同步”要求，真正把加快农业农村

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要从战略上研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

收，努力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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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放到农村，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深

化城乡联动改革，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

向农业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

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

推进农业现代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特别是

“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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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 题 提 出 

根据 2011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若以人均 GDP 来衡量国内最贫穷的前 5 个地区，

国内 31 个地区中最贫穷的前 5 个地区依次是：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安

徽省。其中最穷的贵州省人均 GDP 只有 16117 元，仅相当于最高的天津人均 GDP 即 86496

元的 18.63%。5 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为 16880671 人，占比约为 12.6%；2011 年以上 5 个地区

合计的 GDP 只有 35086.25 亿元，占比约为 7.44%，其人均 GDP 只有 20784.87 元，只相当

于最富有的 10 个地区人均 GDP 的 37.02%，若以 2011 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6.3009

计算，只相当于人均 GDP 约 3298.7 美元。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由于“三化”滞后，导致产业不发达，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大量

农民只能外出打工，留下种地的农民缺乏科学技术，缺乏持续增收的途径，“619938”问

题突出（由于新“三农”问题的出现，新一代的农村青壮年不是出去打工就是进城创业，

真正留在家里的多数是老人、小孩，这一现象被称为“619938 部队”，即指儿童、老人、

妇女。“61”是指留守儿童，“99”是指留守老人，“38”是指留守妇女）。由于“三化”

滞后，导致工业经济规模小、城镇经济实力弱，对农村带动能力不强，农村发展不起来。

由于“三化”滞后，导致工业和城镇对农产品需求不足，不能为农产品提供更大市场，农

产品变不成商品，经济效益得不到提高。由于“三化”滞后，县和乡镇财政增长缓慢，无

钱改善民生，存在大量贫困县和贫困乡镇。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

整不快，农民收入和农村集体收入增长缓慢。 

针对贵州省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 号），为贯彻落实好该文件，贵州省制定出台

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12〕9 号），强调提出后发赶超，以“加速发展、

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努力实现经济提速转型，从全国排末位次实现“三高于、一达到、五翻番”目标，

为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贵州省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以及各类重大会议上重点提出以“三化同步”作为实现发展目

标的首要的重大措施。 

基于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滞后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务院和贵州省省委、省政府对

“三化同步”发展的高度重视，对“三化同步”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为贵州经济发展乃至

欠发达地区提供指导和借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小康社会目标的

历史性跨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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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 究 意 义 

贵州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贫困和落后

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

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贵州发展既存在交

通基础设施薄弱、工程性缺水严重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又拥有区位条件良好、能

源矿产资源富集、文化旅游开发潜力巨大等优势；既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差距较大、

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和困难，又面临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工业化、城镇

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既存在着面广量大程度深的贫困地区，又初步形成了带动能力较强的

黔中经济区，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有利因素，正处在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

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

标的必然要求；是发挥贵州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是增进各族群众福

祉，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有力支撑；是加强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建设，提高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重大举措。 

“三化同步”协调发展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丰富

和发展了“重中之重”、“统筹城乡”、“两个趋向”的重要思想，对推动“三农”科学

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加快贵州省“三化同步”问题研究，是有机结合后发赶超与加快转型，探索欠发达

地区“三化同步”发展的客观需求。构建后发赶超与加快转型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探索实

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欠发达地区大力推进“三

化同步”发展提供示范与借鉴。 

2．加快贵州省“三化同步”问题研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贵州县域经济

发展缓慢这一薄弱环节，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发〔2012〕2 号文

件明确将“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见

的基本原则；贵州省第十一次党大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后发赶超的根本途径。

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

置，大力推动县域经济提速转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提升发展质量，是确保贵州经

济社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保证。 

3．加快贵州省“三化同步”问题研究，是加快贵州省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奋战五年，20 个县（市、区）实现

全面小康”工作目标，到 2016 年 20 个发展较好的县（市、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既是贵州省经济社会由加快发展期迈向成熟发展阶段的充分体现，又是激发起贵州各族人

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巨大动力，更能进一步增强全省上下提速转型、后

发赶超的信心和决心。 

4．加快贵州省“三化同步”问题研究，是贵州省以“三化”兴三农的有效途径。以产

业化提升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加强农

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经济效益；以工业化致富农民，扩大非农产业就业容量，抓好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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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延伸工业产业链，以工带农，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农产品加工增值，带动农业

效益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以工补农改农，以工业化的理念来发展农业，用先进的工业化

生产方式来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

推动农民向城镇有序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城镇的辐射带

动作用，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带动农村发展，加快发展壮大城镇产业体系，增强吸

纳就业和人口聚焦功能，发展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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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 究 思 路 

目前，“三化同步”发展专题研究在国内尚属少见，没有专门的理论体系针对“三化

同步”作深入探讨，本书将从区域经济理论，后发优势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学科出发，尝

试构建“三化同步”理论体系的一般研究框架，梳理出“三化同步”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

源，并主要选取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的经典模式进行分析，以期为贵州省及其他欠发

达、欠开发地区“三化同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书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三化同步”发展相关政策环境

支持

研究背景 问题提出 研究意义 研究思路

“三化同步”理论

来源

区域经济学

与“三化同步”
自组织理论

与“三化同步”

后发优势理论

与“三化同步”

“三化同步”模型

分析

硬件环境 软件环境

新型工业化

指标评价体系

农业现代化

指标评价体系
新型城镇化

指标评价体系

环境支撑

指标评价体系

电力能源瓶颈

和电价改革

土地资源瓶颈与

土地增减挂钩县域竞争对立

遵义县“3+1”环境

支撑型发展模式

盘县“立体推进

型”发展模式

贵定县“园城乡融

合”发展模式

鸭溪镇“示范引领

型”发展模式

湖北福娃“龙头企

业型”发展模式

河南“三集中”发

展模式

绪论

“三化同步”理论

基础

“三化同步”发展环境

支撑

“三化同步”指标评价

体系

贵州省“三化同步” 制约瓶颈及解决

思路

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模式

借鉴

 

图 1-1  “三化同步”研究框架 

本书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1．绪论部分，首先分析“三化同步”研究的背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在工业化、城

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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