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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山西城镇化发展回顾与展望 

李锦生 

摘要: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快又

好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本文回顾了建国 60

年来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归纳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

要特征与问题，总结了城镇化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并对未来的

城镇化建设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城镇化；经验；山西 

1 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建国以来，随着山西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镇化水

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城镇功能明显增强，已经步入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新阶段。总体而言，在这六十年里，山西省城镇化水平

在波动中上升，基本轨迹与全国的情况大致相似，经历了城镇

化起步发展（1949—1957）、起伏发展（1958—1965）、发展停

滞（1966—1976）、稳步发展（1977—2000）、多元快速发展（2001

年以来）五个阶段。 

1.1 城镇化建设起步发展阶段（1949-1957）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十一五”计划时期，山西作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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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以一些大中型工业投资项目为中心，

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工矿区的发展

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至 1957 年，全省设市城市达到 5 个

（在太原、大同两市的基础上，新设榆次、阳泉、长治三市），

城镇总人口达到 251.8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15.9%，高于全

国同期 12.4%的水平。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城镇化

推进政策，但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尚未建立，没有农村人口进入

城镇就业和定居的政策限制，城镇化发展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工

业化建设大体同步，基本遵循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规

律。但是，总体来看，城镇化水平低下，城镇化发展仍处于起

步发展阶段。 

1.2 城镇化建设起伏发展阶段（1958-1965） 

1958-1960 年“大跃进”时期，经济总量与人均水平迅速

攀升，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与此同时，建制镇数量急剧增

加，农转非人口大幅度增长，到 1960 年设市城市数量达到 6

个，建制镇 112 个，城镇人口达到 337.6 万人，城镇化水平猛

升至 19.8%，年均提高 1.3 个百分点。然而，这一时期国民经

济增长速度有相当大的水分，实际上无力支撑城镇人口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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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为后来城镇化停滞和倒退埋下隐患。 

60 年代初期，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被迫调整。采

取提高城镇建制标准、动员城镇人口回乡务农的政策，并于

1963 年撤消了榆次市、侯马市和 68 个建制镇，城镇数量和城

镇人口大幅度减少，城镇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形成反向城镇

化。至 1964 年，城镇人口降至 293.4 万人，城镇化水平降至

16.1%。从 1965 年起城镇人口开始有所回升，但是速度极为缓

慢。 

总之，这一阶段，受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城镇建制宽严多

变等的影响以及户籍制度作为管理和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手

段，出现了行政控制与经济因素交织下的“波动城镇化”现象。 

1.3 城镇化建设停滞阶段（1966-1976） 

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文革”时期，全国国民经济遭

到很大的破坏，工业化与城镇化停滞不前。全省仅新设临汾市，

恢复了侯马、榆次的城市建制，城镇人口仅增加了 139 万人，

城镇化水平提高了 2.7 个百分点。到 1976 年，建制镇数量仅

有 48 个，城镇化水平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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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城镇化建设稳步发展阶段（1977-200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省国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为城

镇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一方面，按照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总体

部署，以重点工矿项目建设为契机，矿产资源得到强力开发，

资源型经济体系得到扩展和强化，朔州、晋城、古交、潞城、

河津、高平等一批工矿城市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农村经济不

断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快速增

长，“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动力明显提高，推动了小城市和小

城镇的迅猛发展。同时，国家调整城镇发展政策，降低了市镇

设置标准，实施了撤县设市的新模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全

省城市数量达到 22 个，建制镇数量达到 559 个。到 2000 年，

城镇总人口达到 1143.2 万人，实际城镇化水平达到 35.2%，

年均提高 0.79 个百分点。但是，从城镇增长方式来看，以据

点式外延扩张为主，小城市、小城镇数量扩张是城镇人口较快

增加的重要原因。 

1.5 城镇化建设多元快速发展阶段（2001 年以来） 

进入 21 世纪，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国内外能源、原材

料市场需求旺盛，山西省国民经济发展发展势头强劲，经济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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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发展政策环境日趋好转，“自上而

下”城镇化进程与“自下而上”城镇化进程相交织，城镇化和

城镇发展进入了多元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城镇化战略被

确定为我省的一大发展战略以来。到 2008 年，全省设市城市

22 个，其中地级市 11 个，县级市 11 个，建制镇 561 个，但

城镇人口由 2001 年的 1147.92 万人增加到 1538.58 万人，城

镇化水平由 35.09%提高到 45.11%，年均提高 1.43 个百分点。

同时，城市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城镇的质量和功能

明显改善，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山西省城镇化建设成就 

2.1 确立城镇化战略，建立了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工作。省第九次党代会

将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一并提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作为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双轮，以构建太原经济圈为重点，

增强城镇综合承载和辐射带动能力，带动具有山西的城镇化发

展。省委九届三次全会将新型工业化、特色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确定为我省新的发展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省

于“十五”后期组织编制和起草了《山西省城镇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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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20）》、《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纲要》和《山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晋政发〔2006〕12 号）等

一系列促进全省城镇发展、协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调控区域

与城镇之间空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并分别由国务院批复和省

政府印发，为指导和推进城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工

作，积极配合,上下形成合力,促进了全省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

展。2008 年底，全省城镇人口达到 1538.58 万人，城镇化率

达到 45.11%。 

2.2 以构建太原经济圈为抓手，引导城镇密集地区协调有序发

展 

依据《山西省城镇体系规划》和《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纲要》，

按照《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

规划纲要》、省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太原经济圈发展要求”，

2006 年启动太原经济圈规划编制工作，成立以分管省长为组

长的太原经济圈规划编制工作领导组，并召开领导组会议。目

前, 已完成太原经济圈规划的纲要和 11 个专题研究报告的编

制。太原晋中同城化作为太原经济圈构建的重点，2007 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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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报告》将“鼓励、支持相关城市之间协商协作机制的形

成，率先启动太原市与榆次区在公交、电信、金融、公共服务

等领域的‘同城化’建设”列为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并将推

进“太原晋中同城化”列入省政府工作目标责任书。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太原晋中两市之间

已实现 901 路公交互通，龙城大街的建成，对加强两市之间的

联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两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逐步实现协调

与对接，瑞光电厂热电联供项目的选址已完成，前期工作正在

进行，两市电信、金融等的同城化正在逐步推进；2007 年 5

月启动的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完成纲要编制，并

于 2008 年 4 月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查。 

与此同时，省内介孝汾、长治上党 1+5、忻定原、离柳中

等城镇组群的构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介孝汾、长治上党

1+5 等城镇群均编制了规划，并且各个城镇群在基础设施、公

共设施、产业互补、人口流动、资源共享等领域的协调与整合

也正在逐步地展开。 

2.3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统筹区域协调有序发展 

近年来，我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构建和谐社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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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区

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以构建太原经济圈为重点，带动全省城

乡发展；以阳泉市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试点，探索解决我国

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孝义市作为推进市域协

调发展的试点，统筹考虑城乡一体化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环

境保护等内容；加快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步伐，完善城市功能,

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以县城为中心，加大政策、科

技扶持力度，强化政府服务，扩大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

自主权，创新管理方法与模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带动县域

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以规划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2.4 以工矿城市转型发展为切入点，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积极抓好工矿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工作，通过实施新型工业

化发展战略，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全省新

型工业化推进取得了新的进展，2007 年,全省新型工业化水平

达到 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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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一是传统产业新型化快速推

进。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和延伸产业链，不断增强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在节

能减排、资源整合、科学管理、产品结构、行业内部结构优化

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2007 年，全省传统产业新

型化水平达到 43.52%，比 2000 年提高 32.97 个百分点，年均

提高 4.71 个百分点。二是新兴产业规模化稳步发展。着力提

高新兴产业中重点领域、重点项目、优势品牌发展水平，积极

培育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2007

年，全省新兴产业规模化水平达到 38.42%，比 2000 年提高

27.58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3.94 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快。通过实施节能降耗减排、

蓝天碧水工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推动科技进

步，2007 年，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达到 51.27%，比 2000

年提高 39.18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5.6 个百分点。 

3 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特征与问题 

3.1 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统筹区域发展任重道远 

基于山西省特殊的地形地貌和资源、经济特征，城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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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明显的集群性特征，太原经济圈、介（休）孝（义）汾

（阳）、长治“1+5”、忻（州）定（襄）原（平）、离（石）柳

（林）中（阳）方（山）等城镇组群之间发展协调性要求更为

突出。但是，现阶段由于缺乏协调统一的区域性调控机制，区

域整合协调发展机制还未形成，城镇之间缺乏合理的职能分工

和有机协作，竞争多于合作，工业区、开发区空间毗邻，结构

趋同问题十分突出；大型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各自为

政，造成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甚至导致城镇之间的相互污染。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经济圈、城镇组群的区际竞争力和区域影

响力，制约着城镇区域有序、协调、可持续发展。 

3.2 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2000 年以来，山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工业化率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工业

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分析，2008 年，山西省非农产业产值占

山西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95.64%，工业化水平已达到

61.48%，一般来讲，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合理比例范围是

1.4-2.5，而我省比值仅为 0.73 左右，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

工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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