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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启动“十二五”规
划的关键一年。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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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别强调“‘十二五’时期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说明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
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更加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
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改变过去过
分注重经济增长的单一模式，从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
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着手，重点强调城乡统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

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
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结
合国家“十二五”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思路和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基
本特征，今后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的重点应更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要更加关注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二是
要更加关注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
系；三是要更加关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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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四是要更加关注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五是要更加关注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为了全面评价甘肃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客观总结县域

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教训，2007开始，甘肃省社
会科学院联合甘肃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合作开展
甘肃县域研究，相继共同编写出版了《2007：甘肃省县域经济综合
竞争力评价》、 《2008：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 以及
《2009：甘肃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等3本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蓝皮书，继此在2010年又共同编写了《2010：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
评价报告》蓝皮书。其目的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客观、公
正地评价甘肃省县域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总体情况，引导县
域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二
是为各县（市、区） 提供一个动态的、综合的、直观的、公平公正
的参考坐标，帮助各县域拾遗补缺，更好地认识自身发展的优势和
劣势，反思发展过程中存在或出现的问题，为省、市、县各级政府
制定短期和长期发展规划提供可行的理论和决策依据；三是通过数
据计算，为理论界提供一个评价依据，为学术界进一步探索县域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科学的数据基础，以推动全省县域社会
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2008：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充分考虑了社会发展的

评价标准，一方面关注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监测评价，另一方面又注
重对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所做的客观、定量描述和判断，在对过去社
会发展的认识和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的客观分析与预
测。社会发展水平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指标选取十分
复杂，也很难估量和确定哪些指标更能全面测度社会发展的整体水
平，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对指标进行不断地更新和改进。因此，
《2010：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课题组在2008年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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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地完善和修订。课
题组充分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比2008年的数据测算与实际发展情
况，结合层次分析法（AHP） 的特征，吸纳、综合了学术界、各级管
理层面、统计系统等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原有指标基础上对
评价体系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主要侧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了
一些能够综合反映县域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级指标，社会发展水平评
价从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基础设施
和社会保障6个子系统的基础上，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更进一步要
求，增加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农村环境3个子系统，充实完善了
对社会发展水平各个方面评价的指标体系。二是调整了个别二级指
标的归类。由于增加了3个一级评价指标子系统，把原来的二级指标
重新进行了细化、归类和调整。三是增减调整了部分三级指标。由
于增加和调整了一级和二级指标，相应的三级指标也有所增加，力
图使本套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涵盖县域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更能反映县域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指标选取时,仍然兼顾总
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的协调性，充分体现各类指标的特征，
综合应用不同指标用于指标体系的建构和数量化运算。同时，
《2010：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根据计算结果，针对81个
县（市、区） 进行了逐一的评价，使报告的评价结果更加直观，更
具可读性，也使一些问题更具有争议性，更能引起社会、政府相关
部门的关注和探讨。
《2010：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 的下篇以6个专题形

式，分别探讨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专题一：甘肃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问题研究”，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
农民工的不同特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转移、就业趋势和存在的
问题，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专题二：甘肃城乡
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与对策”，着重介绍了甘肃农
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提高甘肃农村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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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的思路与对策；“专题三：甘肃省集体林权改革路径探索与
创新”，着眼于2009—2010年实施的集体林权改革，探索研究甘肃
省集体林权改革发展的有效路径；“专题四：甘肃新农村建设中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健全”，以传统农业县———永昌县为案例，
具体探讨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县域城
乡一体化发展中县域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专题五：甘肃促
进农村新能源退管与使用路径探讨”，以农村户用沼气发展为切入
点，针对甘肃农村户用沼气推广与使用效益进行了评价；“专题
六：生态脆弱地区县域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对民勤县节水型社会
建设中水资源管理手段和方式方法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2010：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在设计和写作过程中

力图能够更贴近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精神，能够更好地反映
2009—2010年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2010：甘肃省
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的完成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
的关心和指导，省委宣传部及省直相关厅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甘肃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领导亲自协调把关，
农村处、农业处和综合处等相关处室主动配合协作，读者出版集团
将县域蓝皮书列为2010年集团重大选题予以资助，省社会科学院党
委、行政更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院主要领导亲自审稿把关，院办
公室、科研处、行政处及杂志社、图书馆等部门积极配合做了大量
协调、服务工作，参与课题的科研人员认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撰
写研究报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我们对上述领导和同志表
示深深的感谢！

编 者

201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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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有关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所作的
测评范围，结合甘肃省统计局的具体要求，课题组对甘肃省除兰州市城关区、
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红古区之外的 81个县（市、区） 进行了县域社
会发展的评价与分析。

一、2008—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县域社会发展特征分析

2008—2009年甘肃县域社会发展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各项社会事业
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一） 县域社会发展总体上保持稳定、持续发展态势，但县域
之间不平衡特征更加明显

从经济总量方面看，2008 年全省县域范围内国内生产总值 （GDP）
2320.82亿元，2009年全省县域范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 达到 2471.83亿
元，同比增长 6.5%。2008年全省县域范围内人均 GDP值为 9619.9元，2009
年全省县域范围内人均 GDP值为 10303.6元，同比增长 7.1%，高于 GDP总
量增速。
从数量分布方面看，81个县 （市、区） 中，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亿元的县域有 3个，分别是金川区（158.98亿元）、凉州区（142.55亿元）
和白银区（115.93亿元），2009年超过 100亿元的县域上升到 4个，分别是金
川区（160.30亿元）、凉州区（127.98亿元）、白银区（127.95亿元） 和玉门
市（100.00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50亿元的县域有 13个，占 81
个县域的 16.05%。2009年经济水平居前 10位的县域 GDP总和为 1000.4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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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81个县（市、区） GDP总量的 40.48%，而经济水平居末 10位的县域
GDP总量只有 57.33亿元，仅占 81个县（市、区） GDP总量的 2.32%，仅为
居第一位的金川区的 1/3左右，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数量和速度差距显而易见。
从人均经济水平方面看，2008年人均 GDP超过 50000元的县域有 3个，

分别是肃北县（96516.33元）、金川区（74291.13元） 和阿克塞县（52997.5
元），占 81个县（市、区） 的 3.7%；2009年超过 50000元的县域有 4个，分
别是肃北县 （127148.75 元）、阿克塞县 （74568.75 元）、金川区 （74456.02
元） 和玉门市（54945.44 元），占 81 个县 （市、区） 的 4.9%，数量上增长
1.2个百分点。2009年人均 GDP超过 20000元的县域 15个，占 81个县（市、
区） 的 18.52%，比 2008年增长了 3.71%；2009年人均 GDP超过 6000元的县
域 49个，占到 81个县（市、区） 的 60.49%，比 2008年增长 6.17%。2009
年人均 GDP居前 10名的县域人均 GDP全部在 2.47万元以上，而排名后 10
位的县域，其人均 GDP全部在 8500元以下，县域人均 GDP最高和最低的差
额 7.19万元，差距达 28倍以上，说明甘肃省各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不均
衡性。

（二）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但总体水平偏低，且县域
间差距在不断拉大

从城镇居民收入方面看，2009年 81个县域城镇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均值
24730.3元，比 2008年的 21622.5元增加 14.37%。其中：超过 20000元的县
域有 64 个，比 2008 年增加 33 个；同时也有两个县域的年人均工资低于
10000元，比 2008年减少两个。2009年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最高和最低的县分
别是平川区（44464.5元） 和凉州区（6139.7元），两者相差 6.24倍，比 2008
年 18.6倍的差距显著减少。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看，2009 年 81 个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

3256.96元，比 2008年的 2999.1元增加 8.60%。其中：超过 5000元的县域有
14个，占到 81个县域的 17.28%，比 2008年增加 4个；同时还有 4个县域的
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2000元，比 2008年减少 15个。这说明 2009年农村经
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偏低的县域发展较快。农民人均纯
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阿克塞县（7962元） 和宕昌县（1511元），两者
相差 4.27倍，与 2008年 4.52倍的差距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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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生活消费中，反映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衣着和基本生活用品支
出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体现发展与享受需要的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
娱乐等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1978年的 74.82%下降
到 2009年的 46.09%，下降了 28.73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收入与消费的总量或增速方面观察，2008—

2009年甘肃省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正在逐步提高，但同时也能看到，县域之间
收入与生活质量的差距也呈逐步拉大趋势。

（三）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升速缓慢

甘肃省 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379个建制镇（不含城关镇），
760 个乡。现有人口 2635.4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774.98 万人，城镇人口
860.48万人。截至 2009年底城镇化率 32.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6.6%近
14个百分点，在西北五省（区） 中排在末位。甘肃省近 5年城镇化率年均增
长仅 0.33%，低于 0.54%的全国年均水平。其中城镇人口超过 3万人的小城镇
45个（含 32个县城），占 86个县（市、区） 的 52.33%。总体上看，甘肃省
城镇化水平相对偏低。

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域中城镇化水平超过 50%的有 6个县（市、区），
低于（含） 10%的则有 37个，均与 2008年持平。可见 2008—2009年间，甘
肃省县域城镇化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提升速度缓慢。

（四）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但整体水平仍然滞后

从医疗卫生硬条件方面看，2009年 81个县（市、区） 中每千人拥有医
院、卫生院床位数超过 10床的有两个，分别是平川区（13.1床） 和阿克塞县
（10.3床），比 2008年增加 1个（阿克塞县）；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
数超过 5床的有 8个，不到 81个县（市、区） 的 10%，与 2008年持平；低
于两床的有 30个县域，占到 37.0%，比 2008年减少 5个。其中少于（含） 1
床的有两个县（甘谷县和宕昌县）。可以看出，尽管近两年甘肃县域医疗卫生
条件有所改善，但提高速度不快，整体水平仍较为落后。
从医疗卫生软条件方面看，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每万人拥有

医生多于 50人的县域仅有 3个，比 2008年增加 2个；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每万人 28个医生标准设定，小于这一标准的县域有 72个，占到 81个县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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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 的 88.9%，尽管比 2008年减少 3个县（市、区），但总体水平仍然

落后。其中少于 10 人的县 （市、区） 有 19 个，占到 23.5%，与 2008 年持

平；每万人拥有防疫人员数超过 10人的县（市、区） 有 6个，占 7.4%，比

2008年增加两个；而小于（含） 1人的县（市、区） 有 10个，占到 12.3%，

比 2008年减少 4个。从各县域医生与卫生防疫人员保有量中可以看出，甘肃

县域医疗卫生软条件发展缓慢，整体水平十分落后。

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看，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参加城镇

医疗保险职工数占年末职工总数平均比例达到 92.18%，比 2008年的 88.81%

增加 3.37%。其中职工医疗保险比例高于 95%的县 （市、区） 有 56 个，比

2008年增加 7个县域；19个县（市、区） 职工医疗保险比例小于 80%，比

2008年减少 6个县域。

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方面看，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参加合作

医疗保险农村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平均比例达到 90.66%，比 2008年增加

1.05%。其中 25个县 (市、区) 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高于 95%，比 2008年增

加 13个；4个县（市、区） 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低于 80%，与 2008年持平。

从城镇养老保险方面看，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城镇参加养老

保险职工占城镇在岗职工比重平均达到 41.76%，与 2008年基本持平。其中

29个县 (市、区) 城镇养老保险参加率高于 50%，比 2008年增加 4个；10个

县（市、区） 城镇养老保险参加率低于 20%，比 2008年减少两个县域。

从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看，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农村参加养老

保险人数占乡村人口比例平均达 1.5%，比 2008年提高 0.35%。其中，农村参

加养老保险比例超过 3%的县域有 12个，比 2008年增加 4个；农村参加养老

保险比例小于 1%的县域有 38个，比 2008年减少 1个。

综上所述，近两年来甘肃县域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覆盖面也在

逐步扩大，但受到县域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全省县域社会保障

的整体水平不高、深度不够，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保障水平和层次

偏低，亟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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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年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县域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县域是以县为单元的地理空间，县域经济是以县的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
的经济。长期以来，甘肃省的县域经济主体实质上就是农村的自然经济，由
于省域经济基础薄弱、投入有限、产业带动能力不强、资源匮乏等多元化因
素影响，甘肃农村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壮大和县域社
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从甘肃省 81个县（市、区） 的县域社会发展的总体排序来看，25个县

（市、区） 处于县域社会发展上游区域，其中又分两个层次，具有绝对优势的
是排序第 1位至第 10位的 10个县域，具有一般优势的是排序第 16位至第 25
位的 15个县域；处于第 26位至第 56位的是中游区域的 31个县（市、区）；
处于下游区域的是排序第 57位至第 81位的 25个县（市、区），其中又分两
个层次，具有一般劣势的是排序第 57位至第 71位的 15个县（市、区），具
有绝对劣势的是第 72位至第 81位的 10个县（市、区）。

2009年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水平居 1~25位的属社会发展水平上游区域。
其中：社会发展综合排序处在 1~10位的具有优势发展能力的县域分别是肃州
区、甘州区、金川区、玉门市、阿克塞县、肃南县、西峰区、敦煌市、肃北
县和临泽县，这 10个县（市、区） 在县域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比较绝对的竞争
优势。

县域社会发展综合排序居 11~25位的县域分别是凉州区、平川区、崆峒
区、白银区、临夏市、永登县、崇信县、华亭县、泾川县、永昌县、瓜州县、
秦州区、榆中县、金塔县和高台县，这 15个县（市、区） 在县域社会发展方
面具有一般竞争优势。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排序居 26～56位的县域是灵台县、
麦积区、景泰县、民勤县、民乐县、庆城县、徽县、靖远县、天祝县、华池
县、皋兰县、成县、庄浪县、康县、宁县、陇西县、山丹县、武山县、安定
区、永靖县、合作市、静宁县、临洮县、镇原县、古浪县、清水县、两当县、
武都区、正宁县、合水县和甘谷县，这 31个县（市、区） 在县域社会发展方
面处在中游区域，社会发展能力属于中势水平。
县域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排序居 57~81位的县域处在社会发展下游区域，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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