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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牧区城镇化调查报告 

发布日期 ：2007-10-11 16:53:14         作者:毛雪艳1， 闵文义2， 邓艾1， 戴正1， 纳慧1  

                           （1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2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通过问卷调查,文章分析了阿拉善左旗牧区畜牧业产业化、信息化的现状及影响城镇化的因素，认为要加快牧区城镇化就必

须做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旅游业；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教育，提高农村居民整体素质；改变思想观念； 把

生态移民、劳动力转移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牧区；城镇化；新牧村 

      中图分类号：F12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4-0021-05 

      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历史、区位及发展基础等原因，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发展水平

严重滞后，这影响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在目前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有:英国模式,工业化是第一推动力；美国模式,农业是

重要的物质基础,现代化交通运输起重要作用；日本模式,政府为主要推动力,传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德国模式,以自上而下动力为

主。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形成明显的城乡差别；过度城市化与低度城市化并存；农村非农化现象

等［1］。我国城市化模式主要有:攀枝花模式,国家主导的资源开发型城镇化模式；苏南模式,社区政府主导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以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外资推动、外向型经济为工业化

动力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学界大多偏重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快速增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研究,而对西部牧区的城镇化研究和关注

较少。西部牧区的城镇化作为全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背景介绍与研究方法 

      阿拉善左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辖10镇、23苏木。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800到1500米，最高海拔3556米。全旗

南北长495公里，东西宽214公里，面积804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15万。可利用草场4.6万平方公里，主要为荒漠、半荒漠草

场；沙漠面积3.4万平方公里，主要是腾格里、乌兰布和两大沙漠［3］（5）。左旗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回、藏、满等多民族聚居的

边境旗。改革开放后，左旗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和各项工农业生产总值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全旗已形成以

湖盐、无烟煤、大理石、荧石、铜、铁、金、芒硝、石灰岩等矿产开采和畜产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拥有25万亩耕地，

以引黄灌溉和提取地下水灌溉为主，主要农作物以小麦、玉米、高粱、啤酒大麦等为主，民族工业优质产品主要有：“飞马”牌100道

仿古地毯、“延福”牌地毯、“八卦泉”牌苁蓉生液，其中地毯、苁蓉酒为自治区名牌产品。畜牧业则是自治区牲畜总头数超百万的强

旗之一。因此，选择以左旗为调查点具有典型意义。 

      本文力求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影响牧区城镇化的因素及新牧区建设的途径。本次调查共有26个问题，内容涉及牧民家庭

经济状况和畜牧业产业化、信息化，牧民定居和城镇化情况，诸如牧民出售畜产品和牲畜的方式及饲养方式、目前的居住生活方式、定

居搬迁资金等问题。设计了“牧区城镇化与新牧区建设调查问卷”，采用调查问卷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左旗的吉兰泰镇、锡林

高勒苏木、巴彦浩特镇、木仁高勒苏木、图克木苏木、乌力吉苏木等12个苏木(镇)进行走访调查，发放110份不记名调查问卷,收回

11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2 份。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劳动力素质偏低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农村人口的简单集中, 而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一系列制度的变革［4］。尽管经过改

革开放20 多年的发展,牧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牧民的市场意识、经济意识、法律意识等观念还很淡薄。从整体上



说, 牧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在我们调查的总人数376中，在15岁以上年龄人口中，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所占比例为14%，小学、初

中、高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0%、31%、15%。如果不包括中专和技校在内的学生，大学生仅仅是6%。这些比例均低于内蒙古的平均

水平。 

      （二） 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现代科技发展迅

速、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构成对经济增长制约的主要因素不是市场的供给，而主要是市场需求的不足和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迟缓。

因此，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就成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关键［5］（2）。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牧区的市场结构单一，市场化程

度较低。具体表现为：在调查的102户牧民中，他们出售的物品多数都是牲畜及其皮毛，出售的方式由个体商人上门收购的有100户，

自己在市场上出售的有1户，按合同卖给大公司的有1户。生活必需品是在离住所很远的乡村小镇购买，购买方式一般是一次性大批量

购买供长时间用或托人代购。市场化程度低是造成牧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水平偏低，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乡镇企业的发

展和先富起来的农牧民都有向城镇集中的强烈愿望，乡镇企业是农村城镇化强大的社会推动力。然而，从牧民乡镇企业的收入情况来

看，左旗的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我们调查的户数中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只有1人，年收入是10000元，占调查中牧民总收入（2729700

元）的0.37%。由此可见，左旗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有限，而且发展缓慢。 

      （四） 城镇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需要的条件是: 有第一产业支撑, 有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 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条

件。在调查中的人口中农业人口占64%左右,左旗农业占主导地位，并且对农业的投入也是最大的，据调查统计，牧民贷款用于农业生

产的有44%，用于牧业生产的为18%，也就是说对第一产业的投入是最多的。然而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低, 仍然在低水平的状态下运

行。由于农村信息不灵、交通不便, 农产品流通不畅,又因为缺乏主导产业, 无法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 因而小城镇的经济实

力难以提高。在采访的102户牧民中，平均每户大约4人，共计有人口376人，其中劳动力257人，占总人口的68%，其中出外打工的

人口为38人，经商做生意的人口为50人，从这些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农牧业仍然是左旗牧民从事的主要行业，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

力人数较少。 

（五） 基础设施落后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城镇集聚功能弱。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因素、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的制约，牧区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欠账多、层次低、配套差、功能不齐全等问题。又由于牧区居民的收入比发达地区低，市场发育不健全，交通

通信落后，因而民族地区的城镇集聚功能普遍不强，难以形成带动力强的区域经济中心。 

       表1：牧民通讯和交通情况 

                                                    数量                                                         占调查总户数 的比例（％）        

          电视                                    93                                                                  91.18%                          

          电话                                    87                                                                  85.29%                             

          电脑                                    3                                                                    2.94%                               

         因特网                                 1                                                                     0.98%                           

         摩托车                                84                                                                    82.35%                              

         汽车                                   27                                                                    26.47%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所得。 

      城镇化是信息化的主要载体和依托，城镇化对信息化具有推动作用，而信息化对城镇化具有带动作用。从表1可以看出，左旗牧民

的通讯普及率较高，电视的拥有率为91.18%，电话的使用率为85.29%，但电脑的使用率特别低，有电脑的牧民为3户，占总调查户

数的2.94%，而使用因特网的只有1户，占调查户数的0.98%。在信息经济时代，因特网是获取信息最重要、最快捷的途径之一，牧

民的使用率特别低，说明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交通方面，就摩托车和汽车的使用而言，使用率分别为82.35%和26.47%，这是

由于牧民大多生活在离城镇较远的地区，为了采购生活必需品，摩托车和汽车就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六） 以牧业收入为主，旅游业发展落后实践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作支撑

的城镇化，是“空壳”的城镇化，是很难成功的。牧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育的制约，工业化水平很低，牧民从工业所取得的收

入很低的，牧民大部分的收入是最基本的农牧业收入。我们所调查的牧民总收入为272.97万元，其中牧业收入为112.3万元，占总收

入的40.79%，而做生意、政府补贴、外出打工、农业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26.07%、14.74%、10.81%、9.54%,旅游业和乡镇企



业收入还不到总收入的2%（见下图）。左旗旅游资源丰富，但从其收入中可以看出，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统计的收入来源和总收入计算所得。 

                                                                          三、结论  

      （一） 就业机会少由于牧区就业机会少，农牧民脱离土地后，大多没有一技之长，文化水平偏低，很难与日益更新的岗位需求接

轨；又由于城市扩展使失地农民可以凭借其原有的集体资产获得红利，或通过出租房屋得到收益，使其就业期望值提高，其中相当一部

分人基本无求职愿望，处于“自愿失业”状态。从表2可以看出，就业困难是牧民到城镇定居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其所占比重为

40.2%。 

（二） 收入水平低由于牧民的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水平低下，决定了消费水平低下，提高牧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收入。

在被访问的102户牧民中，认为到城里生活的主要困难是买不起房子的，排在第一位的占总调查的24 51%，排在第二、第三、第四

位的分别为12 75%、10 78%、10 78%，表明牧民的收入对其是否去城镇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家庭生活开支增加也是影响牧

区城镇化的一个因素，由于收入的限制，牧民消费水平低下，收入水平低下是牧民在城镇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表2： 到城镇或集中定居点定居的主要困难（ 单位：户，%） 

       排名 

           困难                              1                       2                        3                          4                          5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买不起房子               25        24.51     13        12.75       11      10.78       11         10.78        1           0.98       

        语言障碍                  2          1.96        3         2.94          2       1.96          2           1.96          0          0.00       

    没文化和技术              16          15.69      26        25.49      17      16.67        3           2.94         0           0.00       

      就业困难                  41          40.20      5          4.90        10       9.80         4           3.92         1           0.98       

 家庭生活开支增加           4            3.92       18        17.65       25       24.51      17          16.67        1           0.98      

   不习惯城市生活            6            5.88        2          1.96         7         6.86         5          4.90           3          2.94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比重=各种困难的总户数/总的户数（102）。 

      （三） 劳动力素质不高牧民劳动力素质低下，加剧了自身转移的难度。在现今拼技能而不是拼体力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农牧区劳

动者一般处于劣势，常常只能从事苦、脏、险、累等粗笨工种的体力劳动，转移领域越来越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调查中，认为由于

没有文化和技术而在城镇生活困难的牧民，居第一位的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15.69%，居第二位的占25.49%，居第三位的占

16.67%（见表2）。 

      （四） 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由于牧区具有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因长期自然环境的作用已变

得根深蒂固，他们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安土重迁色彩。调查中由于不习惯城镇生活而不愿意去城镇生活的牧民，居第一位的占总调查数

的5.88%,居第二位、第三位的分别为1.96%、6.86%。说明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是制约牧区城镇化的一个因素。 

                                                                      四、对策建议 

      （一） 大力发展旅游业 左旗的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业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47%，旅游业的开发明显欠缺，因此，旅游业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因地制宜的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就业，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牧区城镇化建设要

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抓好城镇建设促旅游，围绕旅游发展城镇建设，要把城镇建设成为旅游景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搞好旅

游城镇的管理。 

      （二） 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城镇化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的原则。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破解城乡二元结

构，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牧业科学技术，实现从传统牧业向现代牧业的转变，从以传统牧业生产为主的牧区经济向清洁型工业和

休闲产业为主的牧区二、三产业快速发展；通过加强牧民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使牧民从牧

业生产中转移出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取消牧民进入城镇的人为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以居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证

管理制度替代户籍制度，促进牧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三） 发展教育，提高牧民整体素质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应形成国家主导、社会大力协助、个人积极主动参与



三者有机结合的牧区教育模式；牧区教育应在经济发展与教育文化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开展，满足牧区的发展需要；发挥科技的先导作

用，整合科技资源，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增强领导干部的科技意识，提高干部群众的科学素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缩小城

乡教育差距，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牧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 改变思想观念农牧民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差、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牧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动力明显不足。牧民进入城

镇生活后，环境变化使他们不能很快就抛弃一些陈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这就延缓了牧区城镇化。推动牧民思想观念的更新、生活

习惯的改变和行为规范的养成，逐步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是加快城镇化的重要方式。 

      （五） 生态移民与劳动力转移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牧区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增加

农牧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牧区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进行生态移民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如果在相互结合上做得成功，就

有可能起到既加快城镇化建设，又促进生态移民，还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效果。因此，要彻底取消各地针对农牧民和外来人口制

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保证进城农牧民就业权利的落实。改革城市不合理的用工制度，杜绝盲目排斥外地打工者就业的现象，解除农村

居民迁入城市的后顾之忧。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有稳定住所和工作岗位的城镇居民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证农民进城

后和城里人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机会。基础设施是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的同时，

还应该建立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机制，通过招标、集资、补贴等途径，允许私有企业或其他社会投资进入，广开门路，建立多渠道、多元

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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