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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教授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

中反思性地指出，基于对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人们总想把所有工

厂都建在一个或两个大城市里。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查证明，一个

城市在人口规模达到３０万前，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他强调，相当经济的办法是

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他

一切能够吸引居民的设施。当最近的城镇在３０公里之内，又有良好的道路时，人们将

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路途遥远的中心城市。基于刘易斯的这个理论，当前，

我们推进城镇化进程也许应当换一种思路：对农村一些资源禀赋、发展基础较好的中

心乡镇进行重点建设，使其快速成为对接城乡产业发展的枢纽、扩散城市文明的窗

口、承接农业人口转移就业的基地，既能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步伐，还能减轻由于

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把农民转移到城市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可能是化

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陕西省有县城以外的建制镇８２７个，整体规模小，经济总量不足，难以对县域经

济发展形成有力支撑。为了有效提升全省城镇化水平，增强经济外向度，促进农村人

口向城镇转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２０１１年６月，陕西省从

本省省情出发，遴选了３１个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建制镇，作为带动全省小

城镇建设的重点示范镇进行建设。可以说这一战略与刘易斯的理论有诸多相似的考

虑。那么，这项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陕西省重点镇建设战略实施三年多来，到底产

生了哪些效应？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总结？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

破解？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试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现代区域经济学和发

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陕西省重点镇建设进程中的基础设施

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产业支撑体系等问题进行动态的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和阐释。

研究表明：在陕西省省政府直接调控、省财政资金倾斜投入、特殊政策的有力扶持和

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下，３１个重点示范镇建设战略稳步推进，成效显著，陕西省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首先，重点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安置社区、通村公路、农村电缆、天然气、自来水等一批重大项目全面开工，以

重点项目引导小城镇建设的格局初步形成，并开始影响陕西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全局。油路到村、公交通村、广播电视进村、网络光缆到镇等建设持续推进，这对于整

合农村资源、改善民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村幸福新家园起到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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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次，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各重点示范镇从本镇域的资源禀赋出发开始

培育各自的特色产业，一些条件较好、发展较快的重点镇已经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形

成较大规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非公有制经济较之重点镇建设战略实施之前

有了明显起色，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加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村工业

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第三产业日益繁荣，城乡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逐步

展开，镇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再次，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加快。重点示范镇建设战略

实施以来，科教文卫方面的硬件、软件设施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每个镇都按照省住建

厅的统一规划重建了一所标准化的中心幼儿园、一所设施配备完善的中心小学和一

所基本功能齐全的中心卫生院。这些设施的完善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居民子女上学难

和居民就医难的问题，为推进城乡教育、医疗资源享有均等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

农村发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奠定了初步基础。该战略实施三年来，各重点示范镇的

干部、居民的精神风貌和民主法治意识都有了明显的转变和提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城市文明向乡村扩散的速度日益加快。

当然，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相互制约，陕西省重点示范镇的建设与

发展依然受到许多约束，面临着许多挑战，突出表现为：投融资渠道单一，基础设施建

设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财政和土地置换资金，科学规范的融资体制和灵活多样的融

资模式尚未建立起来；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加快和全面推进镇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

化和市场化的物质技术条件依然较差；部分重点示范镇的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尚

未落实，镇一级财政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有些重点示范镇与旅游景区、开发区管委会

存在职能交叉，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程度较低，

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所占比重大，产业链条较短，产品加工层次低，产业组织分散，尚

未形成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镇域内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推进产镇融合发展的制度安

排，发展观念和体制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在

资金投入、人才开发、法制保障等方面的长效机制还不够完善；等等。

尽管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但从三年推进的情况看，其成

效已开始显现。可以说，陕西省积极推进的重点示范镇建设，无疑是加快统筹城乡步

伐、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效路径。同时，由于其新型变革路径与模式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等特征，对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和发展进行动态研究、系统研究就显得更有

意义。

靳　铭

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于延安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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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
与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

◎一、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科学依据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城乡对立实则是受早期工业化

条件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城镇化恶果。在这种城镇

化发展中，各种有效生产要素和良好发展条件都向城市集中，同时使农村经济社

会极度衰败，变成与城市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世界。所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

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

绝和分散”。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

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①

分别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作为革命

目标性的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一定要消除这种长期形成的城乡对立。到那时

“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

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④。因此，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通过消除

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

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

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⑤每个人都成为“全新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⑥，这属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⑦的整体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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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⑦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４、２４３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７９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９４、２４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页。



质性变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共产主义理想观出发看待城乡关系的变化的。

同样，与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客观规律性相统一，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也在历

史的客观趋势中揭示了城镇化变革的规律性，并告诉人们这种规律与革命进程的

高度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英明预见，为我们关于城镇化模式创新的探讨提供了

有力的佐证。

从实践的进程看，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相一致，国际城镇化从城乡关系变化

的特征去分析，大体也经历了“城市瓦解乡村”（工业化早期）———“城市反哺乡村”

（工业化中期）———“乡村—城镇转型”（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性模式的变革。①

特别是这第三个阶段性模式，从发达国家所看到的情况说，事实上具有现代意义

的城乡一体化的特征。一个很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考察②证明，发达工业化国家城

镇化率在达到５０％以后，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政策变化，可以分为五个“里程碑”式

的演变，而最后（第五阶段）即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事实上，发达工业化国家

的城镇正在进入一个区域化的阶段”，这属于“后现代城市的特征”。③

依据这个权威考察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城镇区域化”的

“后现代城市”大体可以归结为五个特点。第一，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一体化，

城市中享有的各种设施条件，在普通的农村都可以享有，包括家庭污水处理、村庄

游泳池、湿地花园等近乎奢侈的设施，在农村都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农村已很

好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酷似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但是，那是

一个现代技术下的‘桃花源’。他们否定了现代化的弊端，接受了‘桃花源’天人合

一的自然观”。④第二，在城镇化道路上都经历过“城市病”困扰，然后都采取了由

集中到分散，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到重点发展郊区、卫星城市和小城镇，由忽视农村

建设到强调“城乡等值”和“城乡均衡”的调整和转变，并且开始了一条城镇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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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曹钢、何磊：《第三阶段城镇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载《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第８０—８３页。

２００６年，建设部和中国建筑设计院策划了“发达国家乡村建设考察与政策研究”的课
题，并对欧盟十国乡村和美国乡村建设作了实地的考察，撰写了《发达国家乡村建设考察与政
策研究》一书（叶齐茂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７月版）。

④　叶齐茂编著：《发达国家乡村建设考察与政策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４４、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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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二战后５０年，老欧盟的城镇化主流方向是原先的乡村人口就地改变他们

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不一定是向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转移，而是留驻在原先的

乡村地区，在那里建设起一座座‘新城镇’，以致造就了‘无尽的城镇’。”①第三，在

居住上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许多人工作在城市，而居住在农村，农村成为

富人的首选住地。据欧盟统计局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尽管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

整个就业人口的比例在３％槇　４％不等。但是欧盟５０％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

面积９０％的农村地区，而另外５０％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１０％的城市地区。②

第四，众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的已实现城乡收入基本均

等，农民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家的资助或补贴中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也与

城市人口没有什么差别。第五，鉴于城乡差别的化解，对城、乡（村）标准的划分，

都转变为按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数量来确定，即从人口居住密度上加以区分，

而不是从其他什么差距上确定。按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标准，人口密度小

于每平方公里１５０人，就是乡村。③

显而易见，国际“城镇区域化”的发展同我国提出“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及我们

称为“乡村—城镇转型”或“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在发展趋势上

是完全吻合的，表现出城镇化道路的否定之否定演变。早期的城镇化与早期的工

业化相统一，其所需要的条件只能来自传统的农业，只能走生产要素由乡到城集

中的路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采取集中的方式组合生产要素，才能形成

生产能力的创新，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把生产要素集中

于一城一地，便不会有工业化的成功推进。因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瓦解”

农村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城乡对立的出现，是一个过程的两

个结果。由于早期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城乡发展中的双向弊端和压力，自然地

引发了先集中、后分散，先剥夺、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回馈性政策调整，从而

也就形成了城镇化路径和模式的转变，其最终结果是推动了新阶段模式的出现，

并逐步地由部分性、政策性调整，演变成为整个城镇化理念和整体路径的创新，即

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和建设“无尽的城镇”的路子。总之，在经历一系列历史性

转变之后，城乡关系便由早期的对立，又回归到了“一体”，但这绝不是退回到城镇

…３…

①②③　叶齐茂编著：《发达国家乡村建设考察与政策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３３、３６、１３１页。



化发生前的“一体”，而是一种经历了新的“否定”之后的新的“一体”，是一个历史

性进步。①

（二）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涵

２０１１年６月，陕西省从本省省情出发，遴选了３１个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

较大的建制镇，作为带动全省小城镇建设的重点示范镇进行建设。重点示范镇的

提出是基于国际城镇化历史演变的一般趋势，更是基于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历史积

累与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目前与重点示范镇建设

与发展相关的概念或者相同、相类似的提法也有一些，但其在内涵与外延上还是

有一些细微差别的。我们所指的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具体含义体现在生产

和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简单地说，是一个地区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

的转变。但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现象，

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包含诸多方面内容的、动态的演进过程。要理解重

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这一概念，就必须了解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内涵及其演

进路径。

首先，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作为社会经济的综合转型过程，包括人口、地

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结构转变的内容，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起

来，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１）人口的转变，即农村人口不

断向中心居民点和城镇转移的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

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结构的转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城镇化或人

口的转变。（２）经济结构的转变，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产业不断

集聚的过程。表现为劳动力、资金、商品等要素在中心居民点和城镇的集聚，不断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由此引起生产方式由分散的乡村自然经济向集中的社会

化大生产转变，即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也可

以说是经济结构的转变。（３）空间地域结构的转变，即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逐步

转化的过程。表现为在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剧增、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城镇村体系

的形成和完善，即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４）基础设施的完善，即道路、交通、

供电、供水和供气等的配套。公共设施的完善，实质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乡村型

…４…

① 曹钢、何磊：《第三阶段城镇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载《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第８０—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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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城镇型转变（刘君德，１９９７），又表现为城镇生活方式的扩散和普及，城镇文明向

乡村广泛渗透的过程。这四个方面概括了重点示范镇的建设与发展的典型特征，

或者说是转型的具体标志，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发生，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重点

示范镇的建设与发展；如果四个方面都发生了，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其次，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

复杂过程。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推进过程，受到经济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状

况、政策、体制等自然、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及其组合的复杂多

变，造成了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复杂性。而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

展的动力机制是决定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进程的基本力量，因而也是重点示范

镇建设与发展路径形成的动因所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

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模式和路径。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

展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具体实

现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是不同的，是存在相互差别的发展模式。

再次，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的历史演化过程。

从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来看，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具有

不同的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内容特征、表现形态

和动力机制都在发生着变化。反映到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路径上，不仅具有

静态的特征，而且表现为动态的演进过程。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演进的动态

性，决定了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同一地

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必然有所不同，但最终是实现

城乡一体化。实际上，镇域某一方面城市化特征的表现也应该包含在重点示范镇

建设与发展的范围之内，当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

产率接近，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化地区转移，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照样还

是有城有乡，但原来意义上的穷乡富城、城乡差别、城乡分割状态和关系、性质已

经基本不再存在。这也应该说是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有效成果。

综上所述，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发展的

内容特征、动力机制和演进过程的概括和总结，它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

特点。从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实现过程来看，各国各地区重点示范镇建设与

…５…



发展总的趋势和方向是一致的，即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的转变，并

且遵循一定的共性规律。但同时，由于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内容特征的多样

性、动力机制的复杂性和演进过程的动态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其

推进方式和实现途径及表现形态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

既包括重点示范镇自然演进过程的规律性，又体现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选

择的特殊性。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研究的实质就是在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

进程及其变革中寻找农村城镇化演进中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在个性特点上发现共

同的演进规律，从共性的原则中辨析地域发展的个性特点。

（三）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创新特征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实则是一种以“农民自主型城

镇化”①变革路径为主要支撑的路径，是形成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突出标志。

因为从根本上说，“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与传统的“城市瓦解农村”，是两种具

有本质差异的城镇化路径。

首先，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与传统城镇化的推进主体不同。在“城市瓦解

农村”路径中，农民和农村始终处在城镇化的被动地位和不断的边缘化之中，城镇

化的推进主体是城市，是政府。农民要么盲目流入城市，自发地寻找就业机会（在

市场机制作用下），要么被批准迁入城镇落户（在计划经济体制时）。而在“重点示

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中，农民是城镇化中的创业者，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

时，创办了工业企业，发展非农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进而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一定积累、改造生存环境，逐步地成为新农村

建设和新城镇建设的投资者，从而推动原来的农村转变为新的“城”和“镇”。可

见，农民是重点示范镇发展过程中的创业主体、投资主体、建设主体，农村是变革

动力的主要源泉。

其次，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与传统城镇化的变革过程不同。在“城市瓦解

农村”路径下，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伴随农民背井离乡、农村极度地衰败下去，农村

的各种有效资源要流入城市之中，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保护农

业发展、补贴农民，使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而在“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

…６…

① 指乡镇集体在符合城乡规划的前提下，不经过土地征用，在集体土地上推进工业化和
城镇化并实现农民生产方式转变与分享经济成果的城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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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镇化进程与农村资源的充分利用、农业现代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农村产业非

农化与农民就业多样化、农村多元投资与农村经济结构变革、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与城镇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就地创业、就地转业，城乡互补、城乡一体，乡村

转变为城镇、城镇化水平提高同步进行，形成“农村变城市，城市更繁荣”的新

局面。

再次，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与传统城镇化的机制作用不同。在“城市瓦解

农村”路径下，农民要么被禁止流入城市（计划经济下），要么盲目流入城市（市场

经济下）。在前种情况下，城乡分割、城乡对立日趋严重并被固化；在后种情况下，

城市就业的压力加大，造就一大批城市极贫人口，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而在“重点

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中，农民以农村生产为基本保障，有的以在家创业为主，

有的外出打工谋生；进城打工可进可退，有离土离乡的，也有离土不离乡的；在农

村创业成功的，便坚持在农村发展；进城找到满意工作者，即在城市落户居住。总

之，农民在城乡两个领域中创业，工业化在城乡两条战线上展开，农村变革与城市

发展依存转换，使传统的城乡矛盾在国家有控制、有步骤的推动下化解，成为一个

较为平稳和渐进式的转化过程。

最后，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与传统城镇化的最终格局不同。在“城市瓦解

农村”路径下，城市越建越大，与农村的对立越发严重，经济社会上与农村差距越

大，政府保护和扶持农业、农民的压力越大。而在“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路径

中，城乡、工农融合，农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致富，在城镇化的同时实现自我

身份的转变；农村在原有城市辐射下发展，快速发展的小城镇，成为原有县城的有

效支撑和群体拱卫。这样，一方面优化了城市结构，使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拉紧了城乡关系，强化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构筑了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新格局。

还需强调指出的是，“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破解了传统城镇化路径的一些

矛盾和问题，同时又具有对传统城镇化路径的兼容性，并加速了城镇化路径的多

样化状态。“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主要走的是农村自我变革、农民自我创业的

路径，但并不形成对城市辐射作用的排斥，相反，在借助原先城市功能的作用下得

以更好更快地发展。既是由乡到城的转变，又是以城带乡的发展，常常还可以形

成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补充或矫正。于是表现在全社会的意义上，它与传统城镇

…７…



化模式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整体创新。概括地说，中国特色城镇

化道路，特色就在于开创了“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新型变革路径，形成了以

城带乡和以乡哺城、城市吸纳农民转移就业与农村直接转变为城镇相统一、城镇

化与城乡一体发展的有机结合，走出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和以建设中小城

市、农村小城镇为主的发展格局。

还应看到，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城镇化路径的创新，还表现在它对中国

国情的适应性上。一是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适应。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

的国家，要靠走发展大城市的道路去实现城镇化，在总体上是被否定的。而以重

点示范镇建设为依托的城镇化路径，在主导方向上走的是以重点示范镇建设推动

农村发展的路子。二是与发展中的穷国相适应。城镇化仅靠国家的投入是不可

能实现的。从实践的结果看，虽然这种以农民创业和农村向城镇转变的路径也不

尽如人意，但其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变、就业转移、

生活平稳过渡，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社会整体安定的优势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

大体相当于新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数量。这就是说，这一时期城

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缘于农民自我创业，形成由“村”到“镇”和由“镇”到“城”的

转化。①

◎二、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优势

１．全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近年来，陕西省城镇化平均水平显著提高。２０１０年全省城镇人口达１７０５．９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４５．７％，分别较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３２０．９万人和８．５个百分点；

关中、陕北、陕南城镇化率分别达４６．６％、４３．９％和３４．７％，较２００５年增加了

３．６、１０．６和７．９个百分点，并且三大区域城镇化水平差距形成了逐渐缩小的趋

势（如图１．１所示）；十个地市的城镇化水平均超过３０％，全省整体进入城镇化加

速发展阶段（如图１．２所示）。

…８…

① 曹钢、何磊：《第三阶段城镇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载《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第８０—８３页。



第 一 章

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

图１．１　关中、陕北、陕南城镇化水平
　

图１．２　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
　

与此同时，城镇化的经济效应也进一步显现。２００５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

增加１个百分点即可增加居民消费约２４．３亿元，拉动ＧＤＰ增长约８１．１亿①，分

别较“十五”期间增加了３．３亿元和１０．９亿元。

…９…

①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城镇化率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相应增加４０．８１万城镇人口，转移

４０．３４万农村人口，若按居民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为３０％计，则可增加居民消费２４．３３亿元，
拉动ＧＤＰ增长约８１．０９亿元。



２．全省非农产业规模日益壮大

２０１０年全省非农产业总产值达９０３３．１亿元，较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５６９６．２亿元，

非农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总量的比重达９０．１％，较２００５年提高了１．７个百分点，非

农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非农产业

产值增加６５７．１８亿元，较“十五”期间多出１９１．０２亿元，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推动

效应显著扩大。

同时，城镇化的就业推动效应也比较显著。２００９年全省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达１２１８万人，城镇从业人员达６３５万人，分别较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１９９万人和９６万

人。城镇化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增加１５．２４万人，二三产业从业

人员增加３１．５９万人，城镇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上升４．８１个百分点，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上升９．２３个百分点。

３．全省城镇建设水平大幅提升

２０１０年全省城镇建成区总面积达到２２０２．１平方公里，比２００５年增加

５５５．１９平方公里。其中，设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１９６．９平方公里，县城建成

区面积增加了１３２．４平方公里；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城镇人口规模在２０槇　５０万、１０槇　

２０万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分别增加了２个和６个，城镇规模中间层级弱缺的现

象得到明显改善，城镇化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集聚能力不断增强。

２０１０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２８平方米，较２００５年增加９．５平方米；城

市内外交通建设快速发展，郑西高铁建成通车；西安地铁二号线建成运营，一、三

号线的建设进展顺利；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全面开工，榆林新机场建

成投运。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园林城镇建设成绩突出①，２０１０年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８．８平方米，较２００５年增加３．７平方米；城镇市政设施水平明显提

高，城镇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具体见表１．１。

…０１…

① 宝鸡、西安两市和麟游、千阳、凤翔三个县城分别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县
城，延安、商洛被评为省级园林城市，扶风县、淳化县、洛南县、留坝县成为“省级园林县城”，长
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蓝田县汤峪镇、凤县凤州镇成为“省级园林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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