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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 为西部地 区的城 市化或城镇 化 只能因地 制 宜，走协调 发展 的道路 ，并从 城 市功 能与 

作 用、地 区结构 两个方面分析 了西部地 区城 市(镇)化 的总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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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研究城市化问题 

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讲 ，就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 

地的实际条件为出发点，并考虑整个地区城市群的 

发展 格局 ，充分 发挥 现有 大城市 的功能 ，根据实际情 

况发展 中等城市 ，有 步骤地发展小城 市(镇 )，建立大 

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体系。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分 

歧 ，主要有 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大城市重点论， 

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效益越高，以大城市为核 

心是地区经济发展 的规律，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先 

通过少数大城市的发展 ，积累了相当的发展能力 ，然 

后通过扩散效应，将增长的活力传递到周围，带动整 

个 地区 的发展 ；‘大城 市病 ’与 城市规模 大小 并无必 

然联系。”但“如果片面强调发展大城市，忽视中小城 

市，则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到本世纪末， 

将有 1亿左右 由农村人 口转化为城市人 口，如果光 

靠大城 市 ，就 需新 建 200个 5O万人 口的 大城 市 ，平 

均每年增加 33个以上 。由此可见 ，采取大城市发展 

战略是我国国力难以承担的，因而也是不现实的。” 

[1]第二种观点是小城镇重点论 ，认为农村有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需要 向外转移 ，发展小城镇可有效 防止 

“城市病”的发生，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建立和完善城市体系要求小城镇有较大发展。但从 

世界各 国的实 践来 看 ，“尚未有 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 

市化主流的先例；小城镇 只是城市的雏形，‘离土不 

离乡’式的城市化不是完整意义的城市化 。片面强调 

发展小城镇 ，缺乏重点 ，遍地开花，占地过多，环境问 

题难 以解决 ，产生 比 ‘城市病 ’危 害更 大的 ‘乡镇病 ’； 

盲 目推行 ‘进厂不离村 、务工 不弃农’的城镇 化模式 ， 

是 一种不彻 底 的劳动 力转 移方 式 ，⋯⋯约 束 了农 业 

商 品化 的进程 ⋯⋯误认 为小城镇可 以脱离 大 中城市 

的支持而优先发展。”其缺点有三：其一 ，吸纳人口不 

多，对推动城市化作用有限；其二，限制产业结构调 

整和演进；其三，效益不高。[2]第三种观点是中等城 

市重点论：依据是，中等城市作 为区域经济 中心之 

一

，可承 接大 城市扩 散 、吸引 乡村集 中的功能 ，是 承 

上启下的重要节点 ；可避免大城市和小城镇所产生 

的突出问题 。这种观 点道 出 了中等城市应具 有的功 

能，其缺陷仍是没有考虑当地实际。第四种观点是齐 

头并进论，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偏颇，主张大、中、 

小城市齐头并进 ，同时发展 ，相互补充、互相促进。以 

上这四种观点代表了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基本看法， 

它们都看到了大、中、小城市应具有 的功能，都主张 

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正确的。但它们都未能从西部 

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及经济发展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因而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若用于城市化实践，就会产 

生误导 。 

第一，简单强调某种“重点论”不是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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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究竟 是 否需 要 以什 么 为 重 点 ，或三 者 齐头 并 

进，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来做决定。有些地区宜于发展 

大城市 ，有些地区宜于发展中等城市 ，而有些地区应 

当把发展小城镇作为重点。这都需要从实际出发，决 

不能盲 目决策。 

第二，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体系，是指它们 

在 功能 上相互 补 充 、相 互 促进 ，形成 有 机 的城 市群 

落 ，绝非是 在数量上 的相 当或 匹配 。 

第三，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也不是说没有 

重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大城市具有经济 

文化上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 ，是科学技术和先进文 

化的集中地。因此 ，尽可能地发挥大城市功能，不仅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对中小城市的发展 

也能起到很大的提携作用。反过来说 ，生产力水平的 

提升也会推 动 中小 城市规模 的扩大 ，并尽 可能地 发 

挥自己的规模效应。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 

视大城 市的作用 。 

第四，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是指中等城市向大城 

市、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发展 ，它们是城市化体系中 

的 自然 演进 ；而城镇 的发展 ，是指 原来并非城市 (镇) 

的乡 、村或 工矿业 聚集 区发展为小 城市 (镇 )，是从城 

市体系外走入城市体系内。从这个角度来说 ，城市化 

过程中首先是要发挥好大城市能力，建设好 中等城 

市。至于小城镇的发展 ，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 

定 。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西部地区城市(镇)化发展 

只能是协调 发展论 。 

西部城市化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 

面 ： 

1．城市的规模等级结构体 系不合理，大城市数 

量较 少 ，人 口规 模相 对较 小 ，功 能发挥 不够 ，城 市对 

区域经 济的驱动能力不足 

1999年 中 国按 地区分类 的城 市统计 显示 ，西部 

地 区无论大 、中城市 还是 小城 市 ，数量 都很 少 ，远 低 

于东部地区，也低于中部地区(见图 1)[2]。 

图 1 1999年 中国按地区分类的城市统计(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 

据统计 ，1999年，全国共有 240个地级 以上城 6 807 676万元。其中西部地级以上城市非农人口占 

市，427个县级市。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面积、年末 城市人 口的比重为 50．45 (全 国这一 比例平均为 

总人 口、非农人口、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内生产总 61．4％)，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为 4．76 (全国平 

值、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 ：385 661 km。，26 018．47 均这一比例为 5．88 )。西部地级以上城市的国内 

万人，15 964·84万人，1 530．74万人，399 002 109 生产总值、财政收入 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比重分 

万元，28 866 795万元。而西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 

相应 数 值依 次 为：131 166 km。，5 940．67万 人， 

2 997．07万 人 ，282．85万 人 ，57 176 686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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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和吸引专业技 术人 员到 西部城市 工作 ，为城 市 的 

发展做贡献 。 

从数量上来讲 ，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数 目都 

较 少(西部地 区超 大城市 只有 3个 ，特大城市 只有 4 

个，大城市只有 1个，中等城市只有 36个 ，小城市只 

有 76个，均远低于东部地区)，与西部经济地域很不 

相称。从城市质量来看，其城市功能均尚未发挥到 

位，国内生产总值及财政收入均远低于东部地区。更 

重要的是 ，许多城市只是停 留在点上 ，未能扩散成 

面 ，发挥扩散效 应 

2．城市规划 不科 学 ，基础设 施建设不尽合理 

西部地 区的城市 大多存 在着老城 区改造和新城 

区建设的双重任务。老城区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 

规划根本不能适应城市发展 的需要 ，必须 加快改造 。 

但改造老城往往受到集团小利益、规划思路、民族因 

素等的影响，与新城区建设很难配套。如西安市的西 

大街改造就受到当地实际情况的影响而拖延至今， 

直到近年才动工 ；而东大街的改造受到历史规划的 

影响，道路拓宽十分困难，交通显得很拥挤。在新区 

建设上，有些项 目的生命周期设计得太短，未能与城 

市远景发 展规划 相配套 ，往 往三 五年就 需要重 新改 

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总会受到建设单位小利 

益 的冲击 ，一些项 目只考虑眼前能否引来外 资 ，在项 

目本身的可行性、施工条件等方面考虑不足 ；还有些 

项 目因缺乏统筹规划，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导致一 

年期的工程一拖就是三五年 。另外 ，一些单位(如学 

校、企业等)自身建设往往 只从 自身利益出发 ，未能 

考虑全局。从政府 角度来 看 ，在城市 规划 上总存 在先 

建设、后规划或边建设、边规划 的思想 ，缺乏科学依 

据 ，导致城市建设 不尽 合理 ，影 响到城 市的再发 展问 

题 。 

3．城市 间基础 设施 建设布 局不协 调 ，缺乏足 够 

的分工与协作 

城市 规划 是城市 建设 的前提要素 。大力推进 城 

市化，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作指导，这样才能促进城 

市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单个城市的 

建设和发展问题，还须注意城市群落的有机协调问 

题。西部一些地区的城市建设 ，从 自身出发考虑的 

多 ，从总体 出发考虑 的少。省 内城市建设 和发展是 在 
一 个省区整体利益的驱动之下，政府为了政绩等，还 

会进行一些协调工作；但省际之间的城市发展就难 

协调。在交通建设和规划、通信设施、水利设施等方 

面，缺乏配合，不利于城市之间经济、文化、信息的交 

流与合作，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 自身的发展。这就需 

要加强国家对城市发展的统筹功能，做好一个地区 

城市群落的整体规划工作。 

城市 的发展必 须从 区域整体 出发来考 虑。西部 

地 区城市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和矛 

盾 日益突出，必须通过区域规划加以协调。既要在适 

度的范围内优化城市群的整体功能 ，有效利用城市 

资源，又要规划好卫星城 。一个中心城市加上几个卫 

星城 ，构成一个小的城市群落；不同城市的城市群落 

之间又构成更大的城市群，这都必须加以科学规划 。 

4．城市产业 结构 不尽合理 

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往往被认为是 

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的确，第三 

产业发展程度是城市发展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西 

部地区有些城市第三产业 比重确实低 ，需要大力发 

展 。但大多城市如西安市，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程度 

较低 ，从业人 员 比重较小 ，但与第 二产业相 比而言不 

是太低，而是相对过高；第二产业发展不快 ，甚或比 

重有所下降。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城市化与工业化 

紧密相联，可以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前提和基础，没 

有工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就失去了依托。以陕西为 

例 陕西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仅为 18％，但从业 

人员却 占到 58．2 ；第三产业产值 比重近 4O％，但 

从业人员却仅为 25 。第三产业产值 比重低 ，从业 

人员也太少 ，农业人口仍太多——但第二产业的比 

重也不高，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 比重已经低于第三 

产业 。 

产业 结构上 存 在 的问题 可 以归 结 为以下几 点 ： 

其一，第一产业比重仍太大，农业现代化需要加快发 

展速度 ；其二，第三产业发展过快，大酒店等服务业 

数量相对过多；其三，第二产业发展较慢，城市的发 

展多以房地产业为主要表现形式，缺乏坚实的产业 

链的支撑，导致城市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5．城 镇基础 设 施投入 不足 ，城 镇建 设严重 滞后 

于经济发展 

一

方面，由于政府对城市发展缺乏有效调控，导 

致小城镇发展无序，出现了人们常说的“过了一村又 
一 村，村村像城镇；过 了一镇又一镇 ，镇镇像农村”及 

“马路经济”等低级粗放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 

“撤 乡换镇 ”，使 建制镇 的数量 急剧 上升 。另一方面 ， 

小城镇 缺乏经 济支撑 点 ，发展 速度 缓慢 。就 县城 来 

说 ，本是乡镇企业的聚集地，但因缺乏科学支撑、缺 

乏人才及资金，市场开发力度不够 ，未能与当地资源 

优势紧密结合，以及国家对乡镇企业政策的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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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发展速度很慢 ，许多地方的乡镇 

企业已经办不下去，好多都关了门；就建制镇来说， 

有的只是农村集镇 ，根本没有工 商业 ，有 的虽有一些 

工商业 ，但 因种种原 因发展很慢 ，效益很差 。所谓 的 

小城镇，其实根本不具备城镇的功能，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 严重滞后 ，只是每 月逢“一、三 、五 ”附 近农 民来 

交易 农 产 品 或采 购农 用 品 时 才像 个 小城 镇 ，到 了 

“二 、四、六”就冷冷清清 。研究发现 ，造成这种结果也 

不能全怪政府或仅把责任归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力 ， 

究其根源，是因为城镇未能发掘出当地的资源优势 ， 

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点 ，因而基础设施再搞得好 ，对于 

长年务农的农民来说，只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空耗 

财力。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城镇的科学技术教育，给 

予农民以发掘当地资源优势的本领，另一方面必须 

由政府或科技团体出面对城镇发展进行研究。如果 

再能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招商引资办一些工商或旅 

游业 ，情况就会 大为改观 。 

我 国农村人 口多 ，而且农村 人 口多在西部地 区， 

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十分重 。农 民 

进城打工、进入乡镇企业的“就地消化”等，对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所起的作用非常小。80年代 ，全国乡 

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为 1084万人 ，9O 

年代下降为 年均 四五百万 人 ；西部 地 区农 民进城数 

量也有 减少 ，调查显示 ：1999年我 国农村有 6．4 的 

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 

本省 内就 业 的 占 79 ，转移 到外省 的 占 21 ，在 这 

当中又有 79．8 转向东部地区[3]；这从一个方面 

说明，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西部地区的城 

市化并未起到多大作用。要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和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就必须改变“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 ， 

走大 、中、小 城市及 中小城 镇 协调发展 的路 子 ，实行 

多元化的城市和城镇发展方针 。 

从 城市功能与作用 出发 来看城 市化发展 思路 。 

1．大城 市 ：更好 地发挥 大城 市在 国民经济 和 区 

域经济 中的作 用 

大城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区域经济 

增长 的中心 ，对 周 围地 区有强 大的聚集 作用 和吸引 

作用，能够把周围地区的人、财、物吸引和聚集到城 

市，为城市周围地区的人、财、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 

大城市对周围地 区还有强大的辐射和支援作用 ，对 

周围地区具有较大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大城市 

1O0 

始 终是 国家或地 区的 经济社 会信 息 的 中心 ，在 国家 

或地区中担负着交通、流通、信息等的媒介、中转和 

信息交流的功能，以及调节的功能。所以，充分发挥 

大城市的作用，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和发展城镇体 系 

的核心问题 。大城市发展 ，必须从适 度扩大规模和优 

化内部结构、完善基础设施两方面来提高经济区位 

优势，突出和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 。要通过基础 

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及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强化西 

安、重庆 、成都、兰州、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综合 

功能，将其变成各省区及周邻地区的经济文化 中心， 

并将其中几个有条件的城市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的商贸、文化、科技、教育、金融、旅游中心，使他们能 

够成为西部传播经济信息和高新科技、吸引外资及 

融通国内资金 的枢纽和经济能量聚合裂变的加速 

器 ，并通过乘数效应和涟漪效应 ，辐射和带动周邻地 

区中小城市群体及农村经济 的发展 。 

2．中小城市 ：形成大城 市的卫星城 市群 

通过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民族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途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使每个大城市周 

围 5O公里至 100公里左右能分布三至五个中小城 

市作为其卫星城 。卫 星城市与 中心城市的关系是辅 

佐 与带动 的关 系 ，在产业上 ，卫 星城 可以发展 中心城 

市的产前产后配套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在科技 

方面 ，卫星城 可 以承接 中心城 市 的高新 科技 的辐射 

和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技术转让；在社会与人民生活 

上，卫星城是 中心城市主要产业及其名牌产品的扩 

散带和二级市场 。 

3．小城镇 ：大力发展 小城镇 ，是推进城镇化和发 

展城镇体 系的关键 

我 国对 小城 镇 在 国 民经 济 中地 位和 作 用 的认 

识 ，经 历 了 由“小城 镇一 大 问 题 ”到“小 城 镇一 大 战 

略”的过程 。发展小城 镇 ，不仅是打破二元经济结构 ， 

从根本上解决农 业 、农村 和农 民问题 的重要举措 ，而 

且是推进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我们 

要贯彻江总书记“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的指示 

精神，结合西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山川秀美”工程 

的实施和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扶持发展县级 

小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建设，以解决城乡差距 、工农差 

距、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等深层矛盾。西部各级地方 

政府要把 小城 镇建设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中 

长期 规划之 中，着 眼于 2O～30年 的建设 周期 ，合理 

布局、精心策划。通过凝聚工商企业来集中适度规模 

的人 口，带动小城市经 济的发展 和市容 、市政及基 础 

设施 建设 ，逐步 发展成 为 大 中城 市经济 辐射 的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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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和为大中城市产业与生活服务的基地。通过小 

城市、中小城镇建设，探索出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 

化 、农业产业化 和工业 化 的新路子 。 

农村城镇化 与 “城 市化 ”是 紧密相 联 的，有 人就 

将二者作 为一个问题来提 ，但严格来说 ，二者是有联 

系的两 回事 。“城市 化”是指 县 、乡、镇 向城市发展 的 

过程，城镇化是农村村落等向城镇发展的过程。具体 

来说 ，我们 现在所面临的是 ：农村村落摆脱 与小农 经 

济及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原始集聚形态向适应现代 

农业的城镇形态发展问题 ；适合条件的城镇、县城 向 

现代工业城市发展问题；现有工业城市的进一步发 

展 问题 。 

目前我国农村的村落基本仍建立在最初的 自然 

村落状态基础上，适应小农经济和一家一户的生产 

方 式 。不管村 子有 多大 ，在 经济上 主要还 是农业 生 

产 。也不管这个村子有多 少人 出去打工或做生意 ，这 

个村子也仍是农村，其基本生活仍依赖于农业收入。 

外出打工或做 生意 的 目的多 为补充农业生产投入 的 

不足，或贴补家用 。即使个别家庭因外出打工或做小 

生意富 了起来 ，不管他 有多富 ，也丝毫没有提升他 的 

农 业生产力 。调查表 明 ，现在富起来 的农 民 ，很少有 

依靠 自己种地发家 的。一句话 ，农 村生产力 的发展速 

度很低，有的地方现在仍保持着原始的手工操作方 

式 。一些现代化 的大 型农 业机械 ，根本无法在农村展 

开使用 ，现代化 的农业 技术 也很难 在一 家一户 推广 

开来。与此同时存在的是，“一家一户”式小农经济思 

想却根深蒂 固，土地集 中化在农村很难 实现 。再难 ， 

也不能 丢 了 自己的土 地 ，这是 中国历史 几千 年 的积 

淀 ，一时之 间是不 可能改变的 。而外 出打工和做生 意 

却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有条件做到的。最好的办法 

是 ，使他 们 能在 本地 开展第 三 产 业 ，带 动文 化 的发 

展 ，反过 来促进农 业科技 的传播 ，这就是城镇化 。 

城镇 化还有 一个 好处 ，就是 缩小城 市与农 村 的 

经济差距 ，为城市工业发展服 务 ，把城乡之 间联 系起 

来 。近年来 ，农村人 口发展 速度 较快 ，20年前 的一个 

五口之家现在已经分为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三 口或四 

口之家，每分出一个家庭，都要另建家园，大量土地 

被农 家住房所挤 占。20年前二三 十户人 家的村子 ， 

现在已经发展 到八 九十户 ，村落的面积越来越大 ，人 

均土地越来越少 。照这个速度下去 ，要不 了 10年 ，耕 

地面积将不足以养活农村人 口。而城镇化的发展 ，可 

以以现代城市的住宅方式(向高空发展的楼房)代替 

横向发展的农村住宅模式，节约土地。无论如何 ，农 

村 的城镇 化是 西部 经 济发 展 中不可 缺少 的重 要 环 

节 。 

四 

从西部地区结构来看 ，西部地区城市布局应以 

西部区域经济布局为基础。而西部区域经济布局可 

以概括为“二龙 一 网”战略 。 

1．“二 龙一网”的西部 区域 经济布局战 略 

所谓“龙型”走势，即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地理 

位置与交通、通讯条件和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辐射 

功能来看 ，形成 了两条 曲屈 盘旋 的龙 。一条是 西北 

龙 ，它 以西 安为首 ，沿陇海 、兰新这 一 陆桥地 带 向西 

北蜿蜒，其龙腹为西北军事与工业重镇兰州，盘旋的 

龙 身带动两个 民族 文化 中心城 市西 宁 和银JlI，强劲 

的龙尾在 中国的西 大门—— 内陆型国际商 贸城乌鲁 

木齐 ，四条龙肢分别伸向延安、榆林、包头；汉中、安 

康；伊宁、克拉玛依；喀什 、和田。另一条是西南龙，亦 

以西安为龙首 ，从西 安沿宝成 、成渝铁路干线 向西南 

蜿蜒 ，通过腹地成都、重庆 ，带动酒都贵阳、春城昆明 

和雪域明珠拉萨这三点一线式 的龙身的摆动腾飞。 

所谓 “一网”，是 指西部 地 区形成 的三 横两纵 的经济 

网络雏形 。东 西走 向第一横 是 以黄河为纽带 的中上 

游 能源 富集 区，西起 新疆 、青 海 ，中经甘肃 、宁 夏 ，东 

达山西北部 ；第二横是新亚欧大陆桥；第三横是沿长 

江上游形成的水电、能源、钢铁、汽车、加工业等重工 

业基地 。两纵一是北起包 头南至湛 江的包湛线 ，一是 

沿包兰 、宝兰 、宝成 、成 昆线南下 的大干线 。 

2．从“二龙一 网”区域经 济布局看西部城 市发 展 

思 路 

从西北地 区来看 ，西北龙是 能源富集带 ，而且 已 

经形成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三个大城市。西安是 

众 多经济 网络的重 要 交汇点 ，应 尽一 步发挥 城市 功 

能 ，建设成为特大城 市 ，增 强集 聚裂变效应 。兰州 、乌 

鲁木齐作为工业重镇和国际商贸城市 ，亦应发展为 

特 大 城市 ，与西 安遥 相 互应 ，带 动 西北 城 市 群的发 

展。同时，把西宁、银川、包头等作为大城市发展 ，要 

不断增强其功能。此外，呼和浩特、榆林 、延安及安 

康、汉中，宝鸡、咸阳等，作为卫星城应发展为中等或 

大城市。在北疆 ，宜再发展几个中等城市，如伊宁；而 

在广大的南疆地 区，必须有一两个大城市作为支撑 

点 ，建议考 虑喀什 、和 田。 

从陕西情况看 ，中部有特大城市西安 (发展 目 

标)，北有大中型城市延安、榆林，南有大中型城市汉 

中、安康 ，沿陇海线有宝鸡、咸阳，东有渭南，从南到 

北、从东到西的陕西城市网络框架就确立起来。另 

10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外，从战略意义及地理位置考虑，建议将西安、咸阳 

合并为一个城市，作为祖国中部经济、文化、科技 、信 

息中心发挥更大的聚合裂变效应 ，带动整个西北地 

区经济的发展。围绕西安一咸阳，要进一步发展兴 

平、渭南、铜川I、礼泉、周至、户县、华阴等城镇，建设 
一 个大的卫星城镇群。围绕延安一榆林，应将韩城、 

洛川、延长、延川I、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子长等建 

设成为卫星城 ，形成陕北城市群。围绕汉中一安康， 

把略阳、勉县、城固、镇 巴、汉阴、镇安、山阳、商州等 

建设成为卫星城，形成陕南城市群。陕西三大城市群 

南北以神延、西康接通后的包湛南北大干线 串接起 

来，分别形成军事及高科技、能源化工、服装等轻工 

业产业基地 ，带动卫星城及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形 

成陕西城市群。 

从西南地区来看，应尽一步发展成都、重庆 、昆 

明、贵阳、南宁等省会城市，将拉萨建设成为中等城 

市 ．形成西南城市群 。 

西北城市群和西南城市群通过“二龙一网”连为 

一 体 ，形成中国西部城市网，产生以点带面、点面相 

结合的巨大经济功效，从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 

的腾飞 。西部城 市群与 中部城 市群 、东部城市群有机 

结合为一体，经济上互相联系、文化上相互交流，彼 

此推进 、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形成中国城市有机体 ， 

发挥在经济上、文化上、科学技术上、信息资源上巨 

大的集聚裂变效应，从而加快 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带 

动农村 经济 的发展 ，使 中国经 济在 21世纪走 向世界 

的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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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is one of hot issues in recent years，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development．The urbanization of western regions or the townization can onlv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W e should take the road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 The pa- 

per analyses the total train of thought on the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the angles 

of city function and reg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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