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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 , 苏北城市化水平滞后于江苏全省 ,呈现出城市化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城市辐射能力弱等基本
特征。剖析苏北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原因以及发展趋势 , 并从实际情况出发 , 建议选择集中城市化发展模式 , 加快工业化进程 , 积极培育
中小城市 , 择优发展小城镇等措施加快苏北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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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Feature , Trend and Counter measur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Jiangsu
MAO Guang-xiong et al  ( Depart ment of Geography ,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 Huaian, Jiangsu 223300)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 , the urbanization level in northern Jiangsu lags behind in the whole
provi nce , it is conspicuous to demonstrate the low,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the urbanizationlevel , an essential feature such as being weak of radiation
ability i nthe city . Inthis text the reason why its urbanizationlevel lagged behind and development trend were analyzed from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area
of northern Jiangsu . The model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as proposed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industrialized process . The activity of medium- and
small - sized city was adopted and trai 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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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

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城市化水平高低是区域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省的经济发

展较快, 促进了全省城市化的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和

历史原因, 江苏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平

衡, 使得江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 由苏南、

苏中至苏北呈阶梯状递减。

1  苏北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1 .1 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  苏北地区土地面积有

52 310 km2 , 占全省的51 % , 人口为3163 万人, 占全省的43 % ,

但到2002 年末,GDP 却仅占全省的23 % , 与苏南苏中差距显

著( 表1) 。

  表1 2002 年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发展比较

地区
人均GDP

元

城市化水平

%

人均财政

收入∥元

人均可用财政

收入∥元

人均存款

余额∥元

苏南  28 594 57 .8 1 941 763  13 949

苏中 11 232 40 .9 586 289 6 094

苏北 7 463 33 .8 246 150 2 354

 注: 资料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局2002 年统计资料。

  自20 世纪90 年代起, 苏北地区的交通能源建设加大, 基

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得以改善, 促进了经济的扩张, 城市

化的速度有所加快, 但城市化水平还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滞

后于社会经济发展。2002 年, 苏南、苏中、苏北工业增加值分

别为48 .5 % 、42 .6 % 和35 .8 % , 苏北的工业增加值比苏南低

12 .7 % 。但其城市化水平却比苏南低24 % , 比工业化进程的

差距更加明显。而且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速度也不够快, 农

业人口的基数仍然很大( 表2) 。

  表2 反映了苏北城市化水平既明显滞后于自身的社会

经济发展, 更大大落后于苏南, 也低于苏中, 尚处于城市化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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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期的初始阶段。

  表2 2002 年苏北各城市的人口指标 万人 

苏北合计 徐州 淮安 盐城 连云港 宿迁

农业人口 2 300 .12 654 .14 384 .72 558 .51 336 .94 365 .81

非农业人口 894 .64 250 .31 132 .96 237 .10 127 .08 147 .19

 注 : 资料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局2002 年统计资料。

1 .2 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不合理  苏北地区共有5 个地级

市、4 个县级市( 其中只有徐州为特大城市, 其余为中小城市)

和22 个县、464 个 建制 镇。该区 域城 市总 数 占全 省 的

21 .95 % , 分别比苏南、苏中低21 .95 % 、12 .20 % 。以单位人口

数、单位面积城市数、非农业人口比重3 个参数来衡量城市

密度和水平,2002 年苏北每100 万人拥有城市0 .28 个, 分别

比苏南、苏中少0 .55 、0 .52 个 ; 每1 km2 拥有城市1 .7 个 , 分别

比苏南、苏中少4 .71 、5 .14 个 ; 非农业人口份额31 .49 % , 分别

比苏南、苏中低27 .39 % 、3 .83 % 。而且苏北小城镇发育程度

低, 分布较为稀疏零落 , 平均185 km2 才有1 座小城镇, 而苏

南50 km2 就有1 座小城镇 , 因而可以说苏北地区的城镇大多

表现为较为孤立的点 ,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北城市化发

展的水平不高。

1 .3 城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1 .3 .1 结构性矛盾较突出, 未能形成足够的集聚效应。一

是城市产业结构不协调, 第三产业发展迟缓。2003 年苏北地

区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21 .3∶45 .4∶33 .3 , 相应苏南为3 .6∶

58 .2∶38 .3。苏北地区第一产业高于苏南17 .7 % , 而第三产业

比重却低于苏南5 % , 目前苏北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还比

较低,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不强。而且苏北地区工业

发展中原材料生产部门比重大, 加工工业薄弱 , 附加值低, 企

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不合理,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协调。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显然不强[ 1] 。二是城市空间结

构不协调 , 城镇化水平低。由于苏北城市的主导产业创新能

力、组织能力弱 , 难以与周围地区建立广泛集中的经济联系

网络, 使得市区与郊县、郊区经济发展失衡, 梯度差大, 融合

度低, 城乡之间还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苏北地区农村和城

市间要素流通渠道不畅, 缺乏自动调节要素流动的多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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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使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不到优化组合。

苏北地区小城镇发展与城市化要求不相适应, 未形成一个良

好发育的城镇体系。2000 年底 , 苏北5 市的建制镇为464 座 ,

占全部乡镇个数的73 .43 % , 分别比苏南、苏中低21 .85 % 、

3 .54 % 。从建制镇( 不包括县城) 密度看, 苏南每63 km2 就有

1 座建制镇、苏中每72 km2 有1 座建制镇 , 而苏北每113 km2

才有1 座建制镇[ 2] 。三是城市基础设施结构不协调, 限制了

城市功能的发挥。苏北现有城市在建设和管理水平上虽有

了较大提高 , 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也有较大改善, 但由于过

去欠帐太多, 加上资金紧缺, 城镇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与苏

南、苏中差距较大( 表3) 。

  表3 2002 年苏南、苏中、苏北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地区
人均住房面积

m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人均年生活用电量

kW/ h
苏南 19 .6 10 .75 368

苏中 20 .6 11 .20 279

苏北 12 .8 7 .49 187

 注 : 资料来源于江苏省2002 年统计资料。

1 .3 .2 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弱。城市辐射能力的大

小, 不仅和城市规模有关, 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城市经济

功能的强弱。从总体上看, 苏北城市通过产品扩散、技术扩

散等形式对周围地区所起的组织、协调作用较弱。一是城市

规模结构不合理, 至2002 年底, 苏北城市的非农业人口 , 徐州

为250 .31 万人, 淮安为132 .96 万人, 连云港为127 .08 万人 ,

盐城为237 .10 万人, 宿迁为147 .19 万人, 邳州、新沂、东台、大

丰4 个县级市的市区非农业人口均为14 万多人 , 不包括县城

的为数不多的建制镇非农业人口平均只有数千人。这种城

镇规模和结构, 一方面使大部分城市不易获得城市经济应有

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另一方面由于在城市与广大乡村之

间缺乏过渡层, 城市的辐射作用不能够充分发挥。二是苏北

城镇发展现代化程度还比较落后。城市现代化是指随着现

代化生产力的进步 ,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的优化, 城市

生产条件及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改善的过程, 是对城市的综合

评价。如2002 年, 苏北城市每1 万人拥有的汽车数为91 .67

辆, 分别比苏南、苏中少34 .30、33 .25 辆, 苏北城市的市内电

话普及率为23 .04 % , 分别比苏南、苏中低37 .76 % 、7 .18 % 。

2  苏北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分析

2 .1  工业化相对滞后造成的影响 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

相互关系, 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取得了令

人信服的结论。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

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化的动力和经济原因来自工业化, 甚

至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在当前苏北经济社

会发展存在着诸如人均收入低、工农业产品过剩、劳动就业

困难、城市化滞后等一系列矛盾与问题, 主要原因就在于工

业经济滞后、工业化水平低。2003 年, 全省和苏南的人均生

产总值分别已逾2 000、4 000 美元, 步入工业化中级和高级阶

段, 苏北却仅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工业化进程远远滞后。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全省平均和苏南9 .1 % 、12 .8 % , 第

一产业增加值比重远高于全省平均和苏南12 .4 % 、17 .7 % 。

工业结构尚未进入高加工阶段, 附加值较低, 没有形成具备

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链条 , 加大了企业生产配套的成

本。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重为54 .1 % , 低于全省

平均和苏南9 .4 % 、13 .2 % [ 1] 。

2 .2  乡镇企业落后的制约 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发展的推动

力量, 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会壮大原有集镇的规模, 增强其

功能, 而且还会促进集镇经济实力提高 , 并集聚形成新型城

镇。苏南小城镇的蓬勃发展正是得益于苏南乡镇工业的兴

旺发达 , 而苏北乡镇工业的不发达也就使苏北城市化步履艰

难。1994 年苏北乡镇工业产值占苏北全部规模工业总产值

的55 .9 % , 而苏南乡镇工业的比重已达到77 .9 % 。2000 年苏

北规模以上乡镇工业产值占苏北全部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25 .1 % , 而苏南此比重为30 .7 % 。1994 年苏南乡村社会总产

值中, 乡镇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高达85 % , 而苏北仅为46 .9 % ,

比苏南低38 .1 % ;2000 年苏南占比为78 % , 苏北为63 % , 苏北

仍比苏南低11 % [ 2] 。

2 .3 市场发育程度低的消极影响  苏北地区市场规模较

小,2000 年苏北社会消费品总额为623 .06 亿元, 人均1 970

元,低于全省平均44 .6 % ; 机制灵活的工业经济成分少。

2000 年苏北工业总产值中, 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

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产值分别为13 .18 % 、9 .82 % 、6 .70 % 、

4 .98 % , 其中后两项分别比苏南低15 .75 % 、5 .97 % 。另外, 苏

北引进外资户, 对外开放程度也较低, 这反映苏北城乡市场

的渗透力比较弱, 严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开放和转换, 也必

然会造成苏北、苏南城市化的不协调发展[ 2] 。

3  苏北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3 .1  城市化水平可望大幅度提高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发

展, 苏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提高, 连云港

市已经步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期, 淮安、盐城的步伐也不慢。

近年来, 江苏省加大了对苏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使

得苏北地区对外交通条件大为改观。按照全省生产力发展

的长远布局 , 苏北经济发展的重点将集中在沿铁路、沿大运

河的“∏”形发展带上, 主动迎接长三角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

整与升级, 努力在新建的铁路、高速公路沿线逐步形成产业

带和城镇带, 这些都为苏北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提供

了充分的条件。

3 .2  城乡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异化发展趋势 苏北地区由于

城市化水平较低, 区域城镇体系尚不完善, 城市首位度较高 ,

缺乏承上启下的次经济中心城市 , 因此城市化仍然处于典型

的集中型城市化阶段 , 所以苏北地区在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将

放在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上。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要优先发

展徐州这一特大城市 , 促使其真正成为苏北地区的绝对经济

中心城市; 二是加快发展淮安、连云港、盐城、宿迁4 个市域

中心城市; 三是择优发展部分区位优势明显的县级市[ 3] 。

4  苏北地区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择及促进对策

4 .1  苏北应选择集中城市化发展模式 苏南地区发展乡镇

企业和小城镇建设以此带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是有其特殊

历史背景和原因的。它与苏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基

础、国家政策和大中城市的辐射密度相关。苏南地处沿海和

长江两大国家级生产力布局轴线的交汇处, 靠近中国最大的

工商业城市———上海, 区内有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 ,

这些城市可以为苏南地区的发展提供技术、人才、信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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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支持和协作。改革开放政策更使苏南乡镇企业如

虎添翼, 加上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 苏南乡

镇企业突飞猛进, 逐步成为苏南地区经济的主体。由于乡镇

的带动, 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在苏南大地涌现。因此建

立在乡镇企业基础上的小城镇的崛起和发展成为江苏省特

别是苏南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由于苏北不具备发展苏南

模式的诸多有利因素, 而且发展苏南模式的条件也不复存

在, 实践也证明 , 苏北学习苏南模式发展乡镇企业效果不理

想, 所以苏南模式不适合苏北地区, 这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

苏北城市化发展实践进行总结得出的结论。从区域发展阶

段来看, 苏北地区尚处在集中发展阶段, 整个区域缺乏功能

强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城市规模较小, 相互作用较弱 , 在这样

的区域条件下选择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适合区域

发展的阶段 , 以效率优先为主走集中工业化的道路, 采取集

中城市化模式, 即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4] 。

4 .2 苏北地区城市化发展具体促进对策

4 .2 .1 积极培育中心城市,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苏北城市

化发展从培育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入手, 特别是要全面提高其

经济功能 , 促进增长点的发展和城镇就业容量的提高。将徐

州、连云港、淮安、盐城作为区域发展的增长点, 集中人力、财

力、物力促使徐州、淮安、连云港发展成大城市, 尤其是拥有

900 多万人口且交通便利的徐州, 可以发展为特大城市 , 通过

其强有力的扩散和集聚效应, 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和整个苏

北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4 .2 .2  择优发展小城镇, 推进城乡一体化。苏北地区自

1999 年开展行政区划工作以来, 撤并了一批规模小、实力弱

的乡镇。仅徐州市就撤并乡镇69 个 , 乡镇平均人口由4 .2 万

人提高到6 .7 万人 , 乡镇平均区域规模增加, 初步确立县城

- 中心镇- 一般乡镇的小城镇梯度体系。苏北地区有重点

地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 采取切实措施, 积极

引导, 促进生产要素向这些城镇集中, 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

现代经济新的增长点; 同时, 积极改善农民进镇条件, 降低

“门槛”并搞好小城镇规划, 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 增强小

城镇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吸引、集聚功能, 推动乡镇城市

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 5] 。

4 .2 .3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工业化步伐。2000 年以来, 以改

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 苏北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 工

业化速度加快。苏北宜立足资源优势, 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 以吸引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实现人口城镇的非

农转移 , 提高城市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城市化促

进工业化。要依托机械、化工、食品等优势行业, 构筑苏北工

业化的制造业体系, 同时要以商贸流通 , 旅游为龙头 , 以信息

服务、房地产为重心,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4 .2 .4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长江以北地区的城市化近

2 年发展较快, 大规模的城镇建设拉开了帷幕,5 条城市发展

轴有4 条的主体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 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

当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也使苏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区

的区位条件极大改善。但要想进一步改善苏北的区域优势 ,

构筑苏北和苏北与上海、苏南联结的快速交通网至关重要。

国家和省、市地方政府是苏北快速交通网建设和营运的重要

力量, 因此要大力争取国家、省、市对苏北快速交通网投资的

增长。

4 .2 .5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苏南的示范效应, 使苏北地区

更加自觉地针对其城市发展还处于较为单纯的集聚阶段的

特征, 根据地区经济增长潜力聚集在大中城市的中心地带的

特点, 发展中心城市, 增强其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 带动了小

城镇的发展, 进一步加快苏北城市化的进程。同时苏北还可

以以苏南为借鉴, 避免苏南城市化进程中的欠缺和不足。这

就应当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断加快的难得

机遇, 打破常规 , 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 更多地依靠体制创

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 , 致力于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支柱产

业和品牌产品, 加快城市化进程, 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 走出一

条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考虑到苏北地区农村人

口规模过大、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基本区情, 苏北将走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将按照“加快推进城市

化进程, 实现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思

路, 大力推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 积极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择优培育重点中心镇, 全面提高城镇发展质量。

4 .2 .6 高度重视苏北城市化的质量和内涵。人口的转移

和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现形式 , 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城市化

的主要内容。面对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趋势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在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 , 不

仅要注重城市“量”的扩张, 而且要更加强调城市“质”的提

升。迄今为止 , 人们对城市化的认识仍然比较片面和肤浅,

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建设 , 把城市化简单地看作是城镇规

模扩大化。表现为偏重追求数字上的城市化率 ; 强调城市

规模较多 , 对城市重视了“做大”“做美”, 忽视了“做强”“做

优”; 关注农村较少, 对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保障、教育

缺少应有的、足够的人文关怀。在城市化进程中, 要充分体

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内涵精神。除了要考虑城市人口比

重、城市总体数量等因素外 , 还必须关注诸如环境质量、收

入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住房条件、服务设施、工作生活质量、

教育程度、社会安全、福利水平等问题。应建立与人口城市

化目标相对应的, 诸如城市住宅人均面积、自来水和燃气普

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等一系列量化指标和

其他定性定量标准。使城市人口能使用现代化的设施、得

到现代化的服务、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享受到城市化所

应该带来的诸多好处 , 这样的城市化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

目标[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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