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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沿海地区多元且互补性强的城镇化 动 力 使 其 长 期 保 持 较 好 的 发 展 势 头’城 镇 人 口 比 重

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城乡一体化程 度 较 高!城 市 规 模 齐 全!但 相 对 于 区 域 人 口!城 市 数 量

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部分省份城乡 差 距 较 大 不 利 于 城 镇 化 持 续 发 展’未 来 城 镇 化 战 略

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 群 发 展 水 平 和 加 速 城 乡 融 合 等 方 面#中 部 地 区 城 镇

化水平偏低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 的 增 长 速 度 较 快!城 市 空 间 分 布 较 密 但 相 对 于 区 域

人口的城市数量并不算多!人口向最大 城 市 集 中 程 度 较 高!城 乡 居 民 生 活 水 平 差 距 显 著’未

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 本 地 城 市!尤 其 是 中 小 城 市 对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的 吸

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 城 镇 化 水 平 低!城 市 空 间 分 布 稀 疏!但 人 均 拥 有 城 市

数量与其他区域差距并不大!城市规模 偏 小!城 乡 发 展 差 距 大!西 南 地 区 和 西 北 地 区 城 镇 化

发展特征差异明显’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
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 最 高 但 近 年 城 镇 人 口 相 对 于 总 人 口 的 增 长 速 度

最慢!人均拥有城市数量非常高!城乡居 民 生 活 水 平 差 距 较 小’未 来 城 镇 化 战 略 重 点 应 放 在

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关 键 词"区域城镇化#城市规模结构#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战略

文章编号"#$$$9$>%>$!$$%%$#9$$=>9#$

#!引言

!!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一样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进步的程度!且与 +三农,
问题&非农产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城镇建设等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围绕着城镇化问

题展开了广 泛 深 入 的 研 究’主 要 集 中 在 四 个 方 面"一 是 对 城 镇 化 水 平 及 地 区 差 异 的 测

度(#"=)#二是对城镇化发展 动 力 及 影 响 因 素 的 分 析(>"%)#三 是 对 城 镇 化 与 工 业 化& +三

农,&就业&土地利用等关系的探讨(<"#!)#四是对城镇化!特别是具体区域的城镇化路径

与发展战略的研究(#;"#")’上述成果对丰富 城 镇 化 理 论 和 指 导 城 镇 化 实 践 具 有 重 要 贡 献!
其中不少涉及到对我国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描述与分析!或立足于较宏观的层面!通过指标

计算揭示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或具体到较微观的区域!探讨局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问题’

!!本文立足于全国角度!从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增长速度&相对于区域人口和区域面

积的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结构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等多个方面揭示区域层面上城镇化发展态

势!并结合区域特征探讨各地区现有城镇化发展格局下哪些方面需要加速!哪些方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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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以及如何加速与调整等’!#世纪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多角度构画区域

城镇化发展格局!动态分析区域城镇化发展动力!对今后指导各区域选择城镇化 发 展 道

路!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析方法与数据

!!近来!国家实施了 +东部腾飞&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为了反映中

国城市发展的最新区域格局!并更好地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结合起来!本文将从

四大区域&和省际角度去分析与探讨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问题’测度城镇化发展程度的定

量研究已经很多!指标选取与计算方法相对成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并

组合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衡量指标 $表#%’根据指标计算结果!结合区域发展条件与特

征!揭示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并提出对策’
表#!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衡量指标及解释

’()"#!R13-062(136C+.(1(,-/1/8567-/1(.45)(1-D(,-/12-,4(,-/1

指标 指标解释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

城镇化水

平与增长

趋势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 口 增 长

指数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增长

速度比较

+城 镇/+总

$+城镇 为城镇人口!+总 为总人口%
!;+城镇!$$>

+城镇! #<%!$ %Y#
!;+总!$$>

+总! #<%!$ %Y#

!$$>年 人 口 #f 抽 样

调查

+三 普,&!$$> 年 人 口

#f抽样调查

城 市 规 模

结构

城市规模结构

二城市指数

四城市指数

十一城市指数

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结构

反映不同地区城市体系

中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

的集中程度

YY

+#/+!

+#/$+!W+;W+=%

!+#/$+!W+;W-W+##%

+五普,$市人口%

+五普,$市人口%

+五普,$市人口%

+五普,$市人口%

城市分布

密度

千万人 拥 有 城

市数

万平方 公 里 城

市数

相对于区域人口数量的

城市分布密度

相对于区域面积的城市

分布密度

5/+
$5为城市数!+为地区总人口%

5/0
$5为城市数!0为地区国土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乡一体

化进程

城乡居 民 收 入

差异系数#

城乡恩 格 尔 系

数差异程度#

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程度

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差异程度

#Y$0农/0城%

$0农 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城 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Y’城

$’农 为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 为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此两个指标借鉴于"叶裕民_中国城镇化之路222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_北京"商务印书馆!!$$#4

!!现有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城镇人口的界定各不相同’相比较而言!第三次人口普查

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较为接近!!$$>年全国#f人口抽样的统计口径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基本

一致’因此!本文在反映区域城镇人口比重与增长速度时!基期年选用#<%!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数据#最新的采用!$$>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抽样中没有的数据!如每个城市城

&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山 东&江 苏&上 海&浙 江&福 建&广 东 和 海 南#中 部 地 区 包 括 山 西&安 徽&
河南&湖北&湖南和 江 西#西 部 地 区 包 括 内 蒙 古&广 西&陕 西&甘 肃&宁 夏&青 海&新 疆&四 川&重 庆&云 南&贵

州&西藏#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本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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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口规模等!则采用!$$$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周一星等对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城

镇人口统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认为以 +市人口,定义的城镇人口规模接近于城市

实际规模4#%5’因此本文反映城市规模的数据均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 +市人口,统计数

据#其他城市数量&人口&城乡居民收入&恩格尔系数等方面的数据采用!$$:年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

;!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

$"#!区域城镇人口比重与增长趋势

!!!$$>年#f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四大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自东向西呈明显

的阶梯状分布’东北地区最高为>>4!f#沿海地区次之!为>!4%f#中西部地区相差不

大!分别为;:4>f和;=4:f’省际城镇化水平差异也比较显著’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为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城镇人口比重高达">f"<$f!近似于城市地域#其

次是广 东&辽 宁&浙 江&黑 龙 江&吉 林&江 苏&福 建&内 蒙 古&海 南&重 庆&山 东 和 湖

北!城镇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最低的为西部地区的 西 藏&贵 州 和 云

南!低于;$f#其余广大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注"广东&海南&四川&重庆等省市受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没有进行计算’

图#!各地区城镇人口增长指数

T@A4#![FGBJO78R2RB37D@28AJ2MDF@8HGP2SH@SSGJG8DJGA@28E@8.F@87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反映一个地区静态的城镇化水平’为了更充分地揭示区域城镇

化发展的动态变化与速度!本文计算了#<%!"!$$>年各地区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与总人

口年均增长率的比值!沿海地区#4=<!中部地区#4=:!西部地区#4;>!东北地区#4$#’
省域层面上!城镇人口增长指数最高的为湖南&江苏&湖北&安徽&广西&河北和山东!
大于>#最低的为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和新疆!小于! $图#%’计算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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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多数省区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西部地区略慢!东北

地区最慢’城镇人口增长指数大于>的省区!其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均处于各省 区 市 前

列!而总人口年均增长率均处于各省区市后列’值得提出的是!有些省份如湖南&湖北等

近年人口 $特别是农村人口%外迁较多!导致总人口增长量较小#城镇人口增长指数小于

!的省区市!其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处于各省区市后列!而总人口年均增长率均处于各省

区市前列#东北三省城镇人口增长指数较低!则是其城镇人口和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均处

于全国各省区市后列造成的’

图!!中国四大区域城镇规模结构

T@A4!![FGEDJBCDBJG2SBJO78EC73G2SDFGS2BJJGA@28E

$"!!区域城镇规模结构

!!根 据 第 五 次 人 口 普

查中 +市 人 口,统 计 口

径!我国人口数量超>$$
万的 城 市 主 要 分 布 在 沿

海地 区!#$$"!$$万 人

口的 城 市 沿 海 地 区 也 占

了一 半 以 上#!$$">$$
万人口 的 城 市 和 小 于!$
万人 口 的 城 市 在 四 个 区

域 分 布 较 为 均 匀 $图

!7%’在 各 个 区 域 内 部!
小于!$万人口的小城市

均占有 +半壁江山,!西

部 地 区 最 高!占 本 区 城

市 总 量 的>%4%f!沿 海

地 区 最 低 也 为 =:4>f
$图!O%’

!!同 样!五 普 +市 人

口,统 计 显 示!中 西 部

地区 城 市 人 口 在 最 大 城

市 的 集 聚 程 度 较 高!具

体表 现 为 大 多 数 省 份 三

种城市指数都明显偏高#
沿海 地 区 城 市 人 口 在 最

大城 市 的 集 聚 程 度 则 较

低!具 体 表 现 为 多 数 省

份三种城市指数都偏低#东北地区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聚程度比较适中!接近理想状

态’各省区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第一类"三种城市指数都很高的省区!如四川&
湖北&陕西&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和江西#第二类"三种城市指数都很低的省区!如

河北&内蒙古&辽宁&安徽&山东&福建&浙江&广东和广西#第三类"二城市指数较高

但四&十一城市指数较低 的 省 区!如 湖 南&江 苏&河 南’除 此 之 外!吉 林&黑 龙 江&山

西&海南&宁夏比较接近二城市指数为!!四和十一指数为#的理想状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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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参考文献 (#<)修改绘制’

!!!!注"由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青海和西藏等省区市城市数量的特殊性!故没有计算值’

图;!各省区二&四&十一城市指数值

T@A4;![FGC@DK@8HGPGE2SH@SSGJG8DRJ2V@8CGE@8.F@87

$"$!区域城市分布密度

!!图=7显示!我国各地区城市地域分布密度差异非常显著’沿海和中部地区城市分布

密度较高!东北地区略低!西部地区最低’沿海地区内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南的

城市空间分布较密#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城市分布密度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中宁

夏每万平方公里拥有的城市数较多’

注"图中没有计算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数据#图中点仅代表各地区城市数量’

图=!中国各地区城市分布密度示意图

T@A4=![FGH@EDJ@OBD@8AHG8E@DK2SDFGC@D@GE2SH@SSGJG8DJGA@28E@8.F@87

!!相比较而言!各地区每千万人拥有城市数的差异远没有城市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

$图=O%’东北地区每千万人拥有城市数量最多!为%4;"个!沿海地区次之!为>4$#个!
中部和西部地区差不多!分别为=4"%个和=4":个’相对于区域人口总量!城市数量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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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省级地域单元中!只有海南属于沿海地区!其余均为西部和东北省份’而且与城市

空间分布特征不同的是!西部地区中每千万人拥有城市数量西北地区省份显著高于西南

省份’

$"%!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程度是城乡发展差距的最终体现’城镇化过程是城乡经济&人

口&产业&文明不断交融与转化的过程!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仅影响到区域城镇化发展的速

度!而且影响到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目前!我国各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均超

过$4>!整体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城

镇化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最直接的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

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这种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经济不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快速城镇化隐藏着

诸多弊端!并会成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桎梏!这已在全国和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

所显现’

!!相比较而言!沿海和东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差异较小!中部和西

部地区较大’需要指出的是!四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相差

并不大!关键在于沿海和东北地区相应的农村指标偏高!而中西部地区 偏 低’省 域 层 面

上!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高居前#$位的全部为西部省区市!一半以上的西部省区市城

乡恩格尔系数差异高于#$f#最低的为沿海三个直辖市&江苏&浙江等较发达省份和东

北三省#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较大的以中西部省份为主!!/;的西部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

差异系数大于$4"’但广东省此项指标高居全国第:位!而且其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也

较大!位居全国第#!位!城乡发展差距值得重视#安徽省城乡恩格尔差异系数较小却是

由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偏高造成的 $表!%’
表!!中国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程度

’()"!!’:63-2056+(10;/845)(1E545(.562-361,2’-10/<6(13S176.’20/688-0-61,-1!&&G

地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差异系数

城乡恩格尔

系数差异
地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差异系数

城乡恩格尔

系数差异
地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差异系数

城乡恩格尔

系数差异

北京 $4>%= $4% 江西 $4:;" %4; 甘肃 $4">> ##4!

天津 $4>>< #4< 河南 $4::< ##4! 宁夏 $4:<$ <4!

河北 $4:#% :4> 湖北 $4:=" #$4# 青海 $4";; %4<

上海 $4>>% #4$ 湖南 $4:"; #:4! 新疆 $4:%< >4=

江苏 $4>"! :4% 内蒙古 $4:"; ##4" 辽宁 $4><> #4;

浙江 $4><# =4! 广西 $4"; #<4! 吉林 $4:!= %4%

福建 $4:;< >4! 重庆 $4"!: #:4= 黑龙江 $4:## !4%

山东 $4:;= :4# 四川 $4::: #>4= 沿海地区 &"L&$ %"%

广东 $4:%! #!4# 贵州 $4""$ #!4< 中部地区 &"LLG #&"$

海南 $4:;$ #$4# 云南 $4"%$ ##4" 西部地区 &"Q!H ##"G

山西 $4:": ##4% 西藏 $4"%$ !=4; 东北地区 &"L#& %"#

安徽 $4:%% #4% 陕西 $4">! :4%

=!区域城镇化动力及战略选择

!!推动城镇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动力有很多种!既有来自外部的动力!如国家政策&外商

投资&工业布局&人口流动等!也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如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城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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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主导动力具有较大区别!而且对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城镇

化的主导动力也不相同’各区域应根据本地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区域条件&特征!科学制定

并适时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重点 $表;%’

表$!各地区城镇化动力及城镇化战略重点

’()"$!T;1(<-0<60:(1-2<(132,5(,67-06<+:(2-2/845)(1-D(,-/1-13-886561,567-/12/89:-1(

基础动力 新生与潜在动力 城镇化战略重点

沿海地区 地理区位

历史基础

政策倾斜与支持

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

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发展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培育提 升 城 市 群!适 当 增 加 城 市

数量!建 立 现 代 城 市 体 系#缩 小

部分省份城乡发展差距

中部地区 地理区位 $交通枢纽%

国家投资与生产布局

地方工业化

沿海产业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

加快培 育 产 业!提 高 中 小 城 市 对

农村劳 动 力 转 移 的 吸 纳 能 力!发

展农村经济

西部地区 国家投资与生产布局

政策性人口迁移

西部大开发

边境开发与国际经济合作

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增强城乡

发展的经济支撑

东北地区 资源赋存 $资源型城市%

国家投资与生产布局

老工业基地改造&国企改革

资源型城市转型

边境开发与东北亚经济合作

重塑城 镇 化 发 展 动 力#优 化 城 市

网络#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沿海地区城镇化动力及战略选择

!!沿海地区在良好的地理区位&历史基础和政策支持共同作用下!凭借多元且互补性较

强的动力!在城镇化的各个方面均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来源于国际产业分工&民营经济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其中!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不仅

使沿海大城市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层次!而且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与区域

合作的逐步推进!这些地区的中小城市乃至建制镇也进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某些环节’未来

在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为代表的城市群发育壮大中!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仍是

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加速沿海农村城镇化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也是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

改革与转型!民营经济在沿海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贡献会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因其发达的

城市经济与工业经济成为流动人口最主要的选择地’据!$$>年全国人口#f抽样调查数

据!沿海地区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万人’如此大规模外来人口对促进沿海城镇经济

增长和加速城乡一体化有一定贡献’未来沿海地区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数量随着产业结

构的调整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但其作为全国主要流动人口流入地的总体格局短期内不会

改变’

!!沿海地区未来城镇发展战略重点应在于通过继续深入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体

系!培育壮大民营经济!提升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环渤海三大组团式城 市 群 的 发 育 水

平!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资源的功能与利用效率#妥善安置外来人口

的就业&生活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促进城镇化和谐发展#注重解决广东&山东&河北

等部分省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或城镇化水平低等突出矛盾与问题’

%"!!中部地区城镇化动力及战略选择

!!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除湖北外其他>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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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压力非常大’虽然近年人口外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压力并使城镇人口相对于总

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但同时也造成本区创业与就业群体的流失’

!!承接东西&连通南北的地理区位!平坦的地形条件!以及早期国家投资与工业布局为

这一地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后城镇化发展将主要依靠在认清自身资源&区位&市

场等优势的基础上与沿海发达区域接轨!扩大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加速地方工

业化进程’一方面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吸纳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向本地区 城 镇 转

移#另一方面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更好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城乡

融合’中部地区多数省份城市首位度偏高!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中小城市的发展!以改变人

口向最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局面!这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安置’

%"$!西部地区城镇化动力及战略选择

!!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总体较低!但内部差异较大’西南地区起点低!但 发 展 速 度 较

快#西北地区起点较高!但增长速度较慢’另外!西南地区城市空间分布密度明显高于西

北地区!而千万人拥有的城市数量则正好相反!西北地区明显高于西南地区’

!!在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成为该地区城镇化的主导

力量!今后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世纪末期!在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国家

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截至目前为止!从城镇化进程上看!西部#!个省区的城镇化水

平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提高!但是现阶段西部开发过程中在基础设施&工 程 项 目&产 业 结

构&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各方面所做的努力都为未来推动城镇化进程奠定了良 好 的 基

础’近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战略对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起到了越来

越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基础&体制等各方面的制约!西部地区的城

镇化进程与其他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西部地区虽然现有城市数量较少&空间分布较稀疏!但其区域人口的城市发展需求已

基本得到满足!今后不应再注重城市数量的增长!而应重点解决城市规模结构的调整!充

分利用西部大开发营造的良好内外部环境!加快培育中心城市!促进人口向宜居的大城市

集中’通过开发边境经济与贸易!通过与东部地区经济合作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

支持’

%"%!东北地区城镇化动力及战略选择

!!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近年增长较慢!城市整体竞争力不强’
受经济体制&发展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过去促进东北地区城镇化高水平发展的动力!如

资源开发&重工业基地建设&大型国有企业等现在不同程度地遇到困境!甚至成为影响城

镇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今后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也首先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具体

包括老工业基地改造&国企改革和资源型城市转型等’此外!还应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培

育新的城镇化发展动力’东北地区地处我国与东亚&东北亚各国的交界地区!超国家层次

上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边境开发开放等!应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之一’

!!东北地区相对于区域人口的城市数量已经较高!今后应重点培育区域发展核心区!发

挥大城市带动作用!形成若干个城市发展轴带#另外东北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与其

他地区相比较小!不过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相差并不

大!而与沿海地区一样!是由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较低造成

的’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工业发展与农村&农业的联系比较薄弱!今后应充分利用

较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实现非农产业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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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征各异’这种差异是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

体制&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必

然存在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区域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差异程度!而是差异

的具体表现与合理性!并据此制订符合各区域特点&要求和全国统一部署的区域城镇化发

展战略’

!!现阶段!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形势总体上好于中西部地区’具体而言!沿

海地区不仅城镇化水平较高!速度较快!而且城镇体系发育水平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等也都

处于全国前列!今后应将结构优化调整和质量提升等作为重点#东北地区虽然城镇化基础

较好!但近年发展出现一些困境!城市发展滞缓!今后应重塑并积极寻求新的城镇化发展

动力#中部地区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势头较为明显!但农村人口基数大!城乡经济基础较为

薄弱!城镇化压力仍非常大!今后应加强产业培育!提高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能力#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城镇化发展任重道远’但是这一地

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又要求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更不能盲目追赶其他

地区城镇化水平和城市数量!而应结合自然条件 $西北地区主要考虑水源等因素!西南地

区主要考虑地形等因素%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加强城镇化发展的经济支持’四大区域内部

城镇化发展的共性比较明显!但省际差异依然存在!尤其西部地区的西南和西北省区城镇

化发展的许多方面均有显著不同!具体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措施应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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