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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探索 

作者：德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恩林 来源：德阳市府办 添加日期：11年02月17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和深入推进，西部地区经济格局正

处在剧然变化的前沿，在激烈的竞争中，以中心城市主导的区域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

用，决定着一切生产要素的流向，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核心和引擎作用。 

  从全国经济格局来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都以中心城

市为代表，彰显区域中心城市的强大力量，带动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德阳，区域中

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却远未发挥出来，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要实现经济的崛起，就必须着力

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提升中心城市的创新力、辐射力、影响力，构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

支点，打造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德阳市作为四川省成德绵经济带的重要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紧紧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试点和灾后重建的机遇，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提高自身城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四川新型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实现成德绵同城化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德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及特征 

  德阳市幅员面积5954平方公里，总人口395万，辖三市二县一区，有镇乡121个。德阳历史文化

厚重，人文、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县域经济强，全市经济排

位西部第11位，四川省第2位。德阳市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了以工业发展为主，以县域经济为核心

的组团式的城镇发展道路，并按照率先发展德阳中心城区，加快发展绵竹、什邡、广汉、罗江、中

江五个副中心城市，积极培育12个区域重点镇的步骤、突出重点、分步推进。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以

下特征。 

  (一)德阳市城镇发展速度快。德阳市是四川省的重要工业城市，重装机械、磷化工、建材、食

品、医药业发达。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德阳市城镇化开始起步，1979年城镇化水平为11%，到

2010年达到44%。1979年——1990年平均每年增长0.7个百分点；1990年——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1.5

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呈逐年加快趋势。 

  (二)受自然条件影响，城镇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德阳市地跨龙门山区、成都平原和盆中丘陵三

大自然地带。龙门山区山势高耸，交通不便，但矿产资源和风景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保护功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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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都平原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好，经济发达；丘陵地区人口较为密集，但经济相对滞后，并且

水源涵养保护功能重要。 

  受自然条件影响，德阳市城镇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龙门山区人口稀疏，城镇数量少，零星分布

在进山公路沿线。成都平原地区人口和城镇密集，表现出明显的均衡分布的特征。丘陵地区城镇主

要沿106省道和101省道分布，呈现出十字轴分布的特点。 

  (三)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和灾后重建为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德阳市作为四川省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市，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可以为德阳市推动新型城镇化扫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为

新型城镇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德阳市是“5.12”特大地震重灾区，其中绵竹和什邡为极重

灾区，也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地区之一。根据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德阳市今后三年可以享受财政、金

融、土地、产业、对口支援、援助等各项优惠政策，因此，灾后重建政策及项目、资金扶持将极大

地促进德阳经济的发展，进而增加就业需求，为提高城镇化水平创造条件。目前，德阳市已有60个

重点项目同时开工，总投资达到252亿元。 

  二、德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做法和体会 

  德阳作为成渝城镇群重要组成部份，位于为四川省成德绵经济带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是成都平原城镇连绵区和宝成城镇发展轴上四川省重点发展城市之一，要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有着自身突出的区位优势。但与此同时，德阳地处成绵地区中间地带，由于成都、绵阳城市规模突

出，商业发达，辐射力强，长期对德阳及所辖区域消费者吸引力强，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城市

综合服务水平低，使第三产业面临被边缘化的挑战。 

  因此，德阳城镇化发展要坚持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并重，强化枢纽地

位，扩大城市规模，增强城市功能，壮大城市经济，改善城市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区

域发展服务能力，努力把德阳建设成为国家重大装备创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成为带动全

市，辐射周边，助推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此，我们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

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 

  (一)坚持以规划为龙头，高起点做好城市规划，高标准进行城市建设。 

  我们立足于德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坚持以科学规划引导城市建设，高起点做好城市规

划，高标准进行城市建设。一是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定位，编制完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明确了德阳的城市性质和发展定位，即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四川省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山水宜居城市，到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00万，城市建设用

地108平方公里，形成以德阳市区为中心，辐射广汉、什邡、绵竹、中江、罗江的组团城市群。总

规对中心城区提出了“一主两副，三轴三带”的“川”字形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要求以山水景观、

历史文化工业为依托，形成“山水绿城、文化名城、工业新城”的总体形象。 

  二是在总规修编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规划体系。启动了《道路竖向和排水专项规划》、

《交通体系专项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及绿地系统防灾群险规划”等专项规划;启动了城北、城南

两个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规编制工作；开展了重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文化娱乐城概念规

划、东山片区寿丰组团等控制性详规编制工作以及重要地段的城市设计，到明年年底前，德阳市将

实现主城区详规满覆盖的目标。 

  三是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高标准规划建设新城区。重点抓好城北片区、

东山片区、天元工业区、重装工业园区、高新区的开发建设，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大力引进有影响力的建设项目，按照生态宜居，突出山水特色建设“山在城市、水在城中”的山水

宜居城市。 

  2009年，德阳市投入17亿元进行城市建设，今年将继续投入11亿元，是前五年投入总和的3倍

以上。目前，文化、会展、卫生、体育等一大批与民生相关、完善城市功能的公共设施正加速推

进。交通方面，一环路西半环将在今年竣工，实现从市区通往什邡、绵竹的“西畅”，一环路东半

环将于年内开工，在城市重要节点的高架、下穿等交通项目也均将在年内完工。在完善中心城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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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功能的基础上，我们还在加快推进东山、旌北、旌南、旌西等城市副中心的打造，健全大城市应

有的综合功能，满足百万人口城市的发展需要。 

  (二)强化城镇化产业支撑，加快劳动力转移。 

  一是强力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实现劳动力的最大转移。加快10大工业集中发展区建设，推进德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以重点优势企业为纽带，加大招商力度，引进配套

产业，延伸产业链，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提高工业集中度。发挥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重大技术装

备、化工和食品三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天然气等新兴产业。坚持扶优扶强，

发展壮大一批主业突出、品牌知名、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以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加快企

业技术改造步伐，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十一年来，工业发展带动的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化的贡献

率达到58%。二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和支

持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出租、入股、置换等方式，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培育、引进业主，促进规模经营。抓好优势基地培育，做大做强10大农

业产业化基地。扶持壮大一批重点优势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加快产品加工发展。积极发展农村新

型集体经济。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实施农业品牌战略，搞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机械化，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十一年来，农业发展带动的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化

的贡献率达到14%。三是构建新型城乡服务业发展体系，实现劳动力有序转移。改造提升传统服务

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服务业产业体系。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各县(市)城区和区域重点镇为

支点，推进商贸科教体系、现代物流体系和立体旅游体系三大新型服务业功能体系建设，构筑覆盖

全市城乡的服务业一体化发展平台，推进城镇服务业发展网络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十一年来，

第三产业带动的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化的贡献率达到28%。实践证明，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保

障。 

  (三)以住房保障为重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优先进行廉租房、安居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扩大廉租房覆盖范围。把城镇规划

用地范围内农村居民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内，在各级规划中予以充分考虑。由于未来城市人口以机械

增长为主，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考虑了进城务工人员的需求。 

  建立完善了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加强了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进城务工人员劳

动报酬、子女入学、公共卫生等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

转，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实践证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全市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以为城乡群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为目标，统筹规划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向农村特别

是区域重点镇延伸，加强与周边地区重大基础设施衔接，加快形成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一是

加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按照抗震设防标准进行城镇建设，强化防灾减灾安

全保障机制，提高城镇安全保障水平。二是加强城乡路网建设。以确保城乡人流物流通畅为目标，

以推进丘陵地区通乡、通村公路网和“三纵八横九支线”骨干公路网建设为重点，有序推进骨干交

通线路的升级改造，加快城乡公共交通网络和客运设施建设，构建城乡一体的交通运输平台。三是

加强城乡水务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城乡生活生产用水为目标，统筹推进全市大中型水利设施建

设、渠系改造和流域治理，全面构建城乡一体的供水、排水、节水、防洪、抗旱和水生态环境保障

体系。四是加强城乡能源设施建设。以保障城乡生活生产能源需要为目标，以大中型变电站、城乡

电网、天然气加气站、气网改造建设为重点，不断优化全市能源网络设施布局。五是加强城乡治

污、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大中城市、区域重点镇和农村社区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

污水、垃圾处理等公用设施规划建设。积极推动通信网络建设，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加

快形成覆盖城乡的现代通信网络和城乡一体的公告信息服务平台。实践证明，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是

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五)加强生态保护，确保城镇可持续发展。 



  为保障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德阳市加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是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教

育。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意义、支持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做到了报纸有

文、电视有像、电台有声，增强了全市人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二是进行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对城镇进行了“七个规范”，在农村开展了“三清”(即清理粪堆、柴堆、垃圾堆)、“四改”(即改

水、改灶、改厕、改圈)、“四进”(即文明、科技、法律、文化四进家)、“五不”(即不挖山、不砍

树、不填池塘、不拆历史建筑、不拆特色民居)等活动。三是对污染企业进行了整治。近年来，督促

全市67家省、市控工业企业和16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按期完成了整治任务。四是开展了生态市建

设。目前全市共创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16个、省(市)级生态小区30个、生态村65个、生态家园175

户、绿色学校74所、绿色社区19个。通过以上内容，为城镇可持续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

证明，生态环境保护是城市发展后续动力的源泉。 

  (六)突出个性，加强城镇特色建设。 

  德阳市城镇人口分布、地理条件、交通状况、资源情况差异较大，发展的条件和优势不尽相

同，因些，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在“个性”上下功夫，做到宜

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综合则综合，依托特色，发展城镇。对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地方，

以城市工业辐射，发展特色工业型小城镇；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直

接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初级或高级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发展特色产业型或加工主导型小城镇；对

地处交通干线、市场发达的地方，在商品集聚效应和商品市场辐射力上下功夫，办专业市场，完善

各种服务设施，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发展商贸流通型小城镇；对具有名胜古迹和自然

景观资源的地方，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功能，开发一批旅游景点，壮大一批

旅游企业，发展旅游开发型小城镇。实践证明，城镇特色化建设是城镇化发展的灵魂。 

  三、德阳市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结构不够合理。一是城市设置不合理，德阳市幅员面积5954平方公里，占五分之三面

积的平原、部分丘陵和山区有一个大城市，三个中等城市，一个小城市；而占五分之二面积的丘陵

地区，只有中江一个小城市。二是旌阳区孝泉镇和绵竹市孝德镇两个镇的镇区街道相接，但规划各

做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三是乡镇数量多，规模偏小，集聚辐

射能力弱。 

  (二)城镇化水平低，且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全国城镇化水平为45%，德阳市城镇化水

平为3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2007年底，全国人均GDP为17789元，德阳人均GDP水

平为18713元。德阳市人均GDP水平与全国水平相当，但是城镇化水平却落后7个百分点。 

  (三)小城镇承载能力弱。一是生态环境差，畜禽养殖污染、农药化肥污染、污水垃圾污染等问

题较为严重。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全。三是产业发展不足，小城镇规模

小，吸纳农民进镇就业居住的承载能力不强。四、德阳市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充分发挥德阳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重点打造德阳半小时城镇圈。加强东西向交通联系，带动

山区和丘区城镇发展，加强了城镇体系的构建，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一区、四轴、多

线”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融入成德绵地区空间发展格局。 

  一区指半小时圈城镇重点发展区，是以德阳中心城区为中心半小时交通范围内的城镇密集地

区，包括旌阳区、广汉市和罗江县全部，什邡市和绵竹市的平原地区及中江县西部地区。密切城镇

产业分工与协作，统筹协调城镇布局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 

  四轴指形成三纵一横四条城镇发展轴。三纵为成德绵中部发展轴、成德绵西部发展轴和成德绵

东部发展轴，一横为德(阳)阿(坝)发展轴。 

  多线指加强德阳中心城市与各县(市)城市之间，县(市)城市与周边城镇联系的多条城镇联络线，

包括中江—罗江、绵竹—罗江、什邡—广汉、广汉—中江等。 

  未来，德阳市将走以县域经济为核心的组团式城镇发展道路，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加快发展

绵竹、什邡、广汉、罗江、中江五个副中心城市为支点，积极培育12个区域重点镇，突出重点，分



步推进。同时，主动加强与成都、绵阳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衔接与协作，缩

小区域经济交易成本，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德阳城镇发展目标。加快落实成绵乐城际铁路、成绵高

速复线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与成都、绵阳在高新技术产业、电子

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物流业等方面的协作，立足本地产业和资源优势，拓展延伸产业链，提升

产业地位。加强区域沟通与协调，加强都江堰水资源供应与沱江流域水循环保护。保护结构性区域

绿地，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蔓延发展，塑造良好的区域景观。 

  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人口政策 

  一是调整市域人口布局，完善户籍人口管理制度，放宽灾区人口向外迁移条件。二是加强外来

人口管理与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合理有序集聚。三是落实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各项政策。 

  (二)土地政策 

  一是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基本农田用途改变。二是积极实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

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政策，加大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力度，盘活粗放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三是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工业项目用地门槛和工业用地开发强度。 

  四是采取“飞地项目”管理方式，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创新收益分配机制，促进跨行政区落户

工业项目，实现项目共建共享和集中布局。五是将土地储备制度与城市规划相结合，通过有计划的

土地储备实现规划发展空间预先控制。 

  (三)住房政策 

  一是建立包括商品住房和政策保障性住房在内的住房供应体系，合理控制商品住房供给结构。

二是适度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增加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 

  (四)城市更新政策 

  一是推进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升级的相关政策，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探索多元化的改造模

式。二是制定工业区功能置换政策，合理引导和控制工业用地转变用途。三是鼓励通过城市更新增

加保障性住房、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等用地。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时代与现实的要

求，也是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德阳市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围绕成德绵同城化这一

目标加快发展，把德阳市城镇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免责声明： 本文系转载相关媒体，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中国城市发展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

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文章仅供参考。本站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 

录入：胡雁霞 责编：钟欣

相关内容 

德阳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探索  

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城镇化建设  

新型小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实践与探  

国内外屋顶绿化的探索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网站导航 | 申请友情链接 | 版权与免责声明 | 出国考察声明 



 

联系电话：010-64462852 传真：010-64462856 邮箱：ccyb1102@163.com  

版权所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京ICP备07017983号  

Copyright?2006-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