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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着一系列

发展困境.通过对城镇化发展现状的系统梳理,深入剖析了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最后给

出了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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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六省,国土面积１０２．８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

总面积的１０．７％,２０１５年底人口３．６５亿人,占全国总

人口的２６．５％.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

承东启西,贯南连北,是维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

要的经济带.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中部地区的城

镇化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成效.
中部是我国的传统农区,长期以来城镇化发展相对滞

后,严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截止

到２０１５年底,城镇化率达到５１．２％,仍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近５个百分点.
一、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严峻的国际经济政

治环境下,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被

定位为生产中心,其消费和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失

灵.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国家为缓解重工业发展战略

下城市就业压力以及维持社会稳定,颁布以户籍制度

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规定,使中国经济社会逐步走向

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

动,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和转移.
中部地区地处我国中部,区位优势优越.２０１５

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区域生产总值

１４．７万亿元,近十年 GDP年均增速达到１１．６％,较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２．１个百分点,如图１所示,尤其

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各省除山西省个

别年份以外,其余省份各年份实际 GDP增速显著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长期滞

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来看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各省城

镇化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仅在１９６０年前后出现了整

体的下降趋势,其他年份均为整体平稳上升,但各省

城镇化水平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数据以１９７８年为

基期进行平减.

图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全国及中部六省实际GDP增速趋势图

(一)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从历年的人口城镇化率数据来看,中部地区城镇

化水平稳步提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增长势头明

显加快.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湖北省和山西省整体

水平略高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于

其他五省.１９７８年各省的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山
西省１９．８１％、湖南省１２．２５％、湖北省１６．１４％、河南

省１３．８２％、江西省１７．４％、安徽省１２．９７％.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各省的人口城镇 化 率 分 别 为:山 西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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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９％、湖南省 ４９．２８％、湖北省 ５５．６７％、河南省

４５．２％、江西省５０．２２％、安徽省４９．２％.分别比１９７８
年增长了１７２％、３０２％、２４５％、２２７％、１８９％、２７９％.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

中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现代化基

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２０１５年底中部地区高速铁路

营运里程达到六千余公里,营业铁路、高速铁路、等级

公路和高速公路密度均位居四大板块第２位.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是健全城市功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

重要内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李克强总理曾指出,推动沿海向内地梯度发展,
要依托重要陆路交通干线,培育新的经济支撑带,推
进中西部地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产

业转移创造有利条件①.交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

关键因素,对城市扩张起到积极作用.交通基础设施

有利于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发挥以及城市经

济功能的完善.交通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产

生重要影响[１Ｇ２],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
加强人才、信息交流,从而缩短地区间的空间距离.
伴随着区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区域之间经济活

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作为各种经济要素流通载体的交

通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善地区之间的通达程度,对城

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从理论上看是明显的.当前,中
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但规模相对较小,

未来一段时期中部各地仍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一方

面需要加快内部交通网络建设,尤其是公路交通密

度,扩大区域物流规模[３],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
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构建中部与东西部地区交通链

接,为更好地发挥中部的区位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产业的空间集聚,
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支撑.

(三)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稳步提高

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是城镇化发展

的重要内容.政府公共支出对城镇化发展及区域长

期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公共

服务能力的提高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地区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缓解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住
房难等民生问题.提高社会保障能力能够有效减少

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为
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

实施以来,中央及地方加大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

入力度,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都有一定提高,２０１０年

中部地区教育、文化、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公

共支出为１１２５１．０７亿元,占 GDP总量的１３．０７％.
基本医疗保障实现了全覆盖.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
村安全饮水、无电地区居民用电问题基本完成,所有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达沥青水泥路.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计软件绘制得到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部地区各地级城市人口城镇化率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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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４年年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从图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图可知,中部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以下几个空间分布特征:

１．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多为省会城市,如太

原、南昌、长沙、郑州、武汉、合肥,分别达到８４．２５％、

７０．８６％、７２．３４％、６８．３％、７４．０７％、６９．１％,其中,除合

肥市低于其省内的铜陵市以外,其他五个城市城镇化

水平均为所在省份最高.

２．大多集中在交通条件优越的地区,如长江沿线地区.

３．以区域内核心城市为中心密集分布的趋势明

显,如郑州和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城镇化水平

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二、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偏低,
区域内差异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
其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中部地区城镇化

水平显著提高,但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底子薄、基础差,
农业人口众多,从总体看,城镇化水平仍较低.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为５１．１％,分别低于东

部地区、东北部地区１３．７和１０个百分点,落后全国

平均水平５个百分点.此外,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常

住人口占比作为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其统计学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仅体现城镇化在规模和速度上的内

容,不能真正反映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
从各省整体水平来看,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处于中

部最高,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西省紧随其后,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分别达到５６．６％和５１．６％,中部六省中只

有河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尚低于５０％,其余五省均已

突破５０％的水平.
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六

省之间城镇化差距长期保持稳定,城镇化水平最低的

河南省比最高的湖北省低近１０％,中部六省中湖北

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河南省城镇化水

平则长期处于中部地区落后位置,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对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部地区各地级城市人口城

镇化率空间分布图可知,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

集中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以及安徽北部.２０１４年

地级市城镇化水平相较于２０１０年,除省会城市以外

的大型城市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整体上呈现出均衡

化趋势,但区域内差异仍明显.
(二)城市规模整体偏小,城市体系不完善

国内学者多采用城市人口规模表示城市规模,本
文以城市人口及城市土地规模来描述城市规模.改

革开放以来,中部不同等级的城市都取得了较大发

展,但发展的速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极化”现象,具体

表现为省会城市集聚了相对充足的要素资源,发展最

为迅速,小城市发展则相对缓慢.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除
安徽省巢湖市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并入合肥市,改设为县

级单位,将其剔除.另外,考虑到与后文实证分析的

对应,还将湖北仙桃市、神农架林区、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以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剔除.在８０
个地级市中,市辖区人口在２５０万以上的３个,２００~
２５０万的城市５个,１５０~２００万的城市８个,１００~
１５０万的城市１６个,５０~１００万的城市３６个.而城

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在２５００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共１１
个,５００平方公里以下的城市共１８个.由图３地级城

市建成区面积的核密度图发现,中部地区城市规模目

前尚未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中坚力量”明显不足.
从城市规模分布来看,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大,
而大部分中小型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偏低.

表１　中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土地规模

人口规模(单位:百万)

行政区域

人口总数

城市

个数

市辖区

人口

城市

个数

土地规模(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区域

土地面积

城市

个数

市辖区

面积

城市

个数

市辖区建

成区面积

城市

个数

４００万以上 ４４ ２５０万以上 ３ ２．５万以上 ５ ２５００以上 １１ ４００以上 １

３００~４００万 １２ ２００~２５０万 ５ ２~２．５万 ７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８ ３００~４００ ２

２００~３００万 １１ １５０~２００万 ８ １．５~２万 １５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３００ ３

１００~２００万 １２ １００~１５０万 １６ １~１．５万 １４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３ １００~２００ ６

５０~１００万 １ ５０~１００万 ３５ ０．５~１万 ２３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 ５０~１００ ４８

５０万以下 ０ ５０万以下 １３ ０．５万以下 １６ ５００以下 １８ ５０以下 ２０

　　数据来源:各省２０１５年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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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计

量软件绘制得到.

图３　２０１４年中部地区各地级市建成区面积的核密度图

　　(三)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２０１４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７４９１６万,城镇化率

达到５４．７７％,城镇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２０１３年东

部地区达到６６．８７％,中部地区为５０．８９％,西部地区

仅为４５．４３％,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明显快于西部.
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更不是房地产化,根本在于人

居环境、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内容由乡到

城的转变.长期以来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土地

无序扩张,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过分注重城市建成区规

模的扩张,而忽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导致人口城镇

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如图４).此外,由于户籍制度的

壁垒导致农业转移劳动力,如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发

展的重要力量,其本人、家属及子女却长期被城市排斥

在外,无法获得市民身份,这也是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

滞后的重要原因.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部地区城市建成

区面积从３５８８平方公里扩张到８１６３平方公里,扩张

了２２８％,仅２０１４年就扩张了３１９平方公里,与此同

时,城市人口只增加了１８．７７％,土地城镇化扩张速度

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速度.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部

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超过６％,速度远超过人口

城镇化的增速.过去各个地方政府以盖楼修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为城镇化的主导方向,而对人的城镇化关注

度不够,对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幸福感的关怀更是不足.
如道路面积、公共图书、执业医师人数等公共资源仍较

为短缺,增长幅度较为缓慢.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计软件绘制得到.

图４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速比较

　　(四)城市群发展不足,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不强

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心城市发展

及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是城市群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心城市问题涉及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经济规模、
城市竞争能力、城市开放程度等方面内容.城市体系

结构问题主要指城市群城市数量、结构,城市产业同

构及协作等.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
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中部地区国家级城市

群包括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

城市带,这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

层面,也预示着中部崛起战略开启了“后发优势”时
代.打造中部城市群,有望成为经济新增长极,是国

家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然而,就目前中部

城市群发展的现状来看,需要破解的难题甚多,这其

中有来自东西部夹击的困境,也有来自中部地区内部

各自博弈的壁垒.

２０１０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规划»,提出培育武汉、合肥、南昌、郑州、太原、
长沙为核心的六大城市群增长极.２０１６年末,郑州

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中心城市.从国内外城市群的

发展经验来看,城市群的发展是以其中心城市的发达

为前提条件,区域的振兴发展离不开龙头城市的辐射

带动.目前,中部缺乏如沿海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

等中心城市和经济增长极,中部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

实力整体薄弱.根据２０１５年城市经济排名,中部六

省中有２个省没有一个城市经济实力进入全国前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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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前５位城市没有一个位于中部.中部地区城市群

发展缓慢与其中心城市实力偏弱、功能不强、对周边

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有密切关系.
(五)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支撑力不足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产业的结构决定

着城市的竞争力,实施产业提升战略有利于提高城市

群的综合实力.当前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１２．３:５４．１:３３．６,总体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从国

家发展战略来看,中部地区是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所

在,但目前整体规模有限,水平也不高,制造业内部的

结构优化问题突出.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

相对滞后,产品研发、物流、保险、金融、中介等服务功

能较弱.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整体水平偏低是制约其

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中部地区是全国粮棉油等农

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一直以来形成了以

农业、能源、原材料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产品附加值

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

重.２０１１年,中部万元 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２３％,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差不多高出４０％.如图

５所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大型规模企业、知名

品牌较少.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

计软件绘制得到

图５　中部六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规模以上企业个数趋势图

(六)产业集聚度不高,创新能力较弱

中部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但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与其资源、区
位、基础等优势形成较大反差,面临着所谓的“中部塌

陷”之挑战.本文借鉴徐玮等的研究,采用区位熵、产
业集中度等方法对中部地区农业、工业、建筑业、住宿

餐饮业、批发零售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产业集聚

水平进行测度[４].由表２~３可知,河南、湖北、湖南

三省在中部地区经济中排名较靠前,２０１４年三行业的

总增加值分别增长到２１７９．３６亿元、１０７８２．８２亿元、

３７５５１．７６亿元,占中部地区比重分别为 ６８．５４％、

６８．１３％和６３．３％.
表２　中部地区产业集中度

２００５年排名前三位省份 比重(％) ２０１４年排名前三位省份 比重(％)

农林牧渔业 河南 湖南 湖北 ６７．５６ 河南 湖南 湖北 ６８．１３
工业 河南 湖北 湖南 ６３．８８ 河南 湖北 湖南 ６３．３

建筑业 河南 湖北 湖南 ５５．９３ 河南 湖北 湖南 ５９．７９
批发和零售业 河南 湖南 湖北 ６４．８９ 河南 湖南 湖北 ６４．７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河南 湖南 湖北 ５７．７５ 河南 湖南 湖北 ６４．２３
住宿和餐饮业 河南 湖北 湖南 ６９．１９ 河南 湖北 湖南 ６８．５４

金融业 河南 湖北 湖南 ５８．７ 河南 湖北 湖南 ５８．８１
房地产业 河南 湖南 湖北 ５８．９３ 河南 湖南 湖北 ６２．９５

　　数据来源:引用徐玮等(２０１６).

表３　中部各省产业集聚指数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

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安徽省 ０．９５３ １．５５２３ ０．９４５５ ０．８８６１ ０．８５５８ １．３３３４ １．１６７５ ０．８２４３

河南省 ０．８１４７ １．０８４５ ０．８１７８ ０．８６４９ １．００２９ １．２３５２ １．１７２４ １．１０６８

湖北省 １．１２２２ １．４００６ １．１３０９ ０．８９４１ １．１９１４ １．４７２１ １．３３４９ １．０６６７

湖南省 １．１０７５ １．５０１４ ０．９７６１ ０．８７８ １．２１１６ １．３０３１ ０．９６１ ０．７４７６

江西省 ０．８７５４ １．４６０７ ０．７４３９ ０．８９５５ ０．８６９４ １．７５９１ １．３２６４ ０．７２９４

山西省 １．１７２７ ０．８６８２ ０．８３６７ ０．８５９２ ０．７５８３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６８ １．１７０９

　　数据来源:引用徐玮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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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十的地区

中,中部地区只有安徽省上榜,这也是安徽省连续三

年进入全国创新能力排名前十.历年中部六省各省

以及全国平均年专利授权数,表明除安徽近几年发展

迅猛以外,其他省份历年的专利授权数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如图６所示.技术被视为影响现代经济增长

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当前,我国处于城镇化转型发

展的关键时期,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５].中部地区

创新能力低下,是制约其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

因素.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

计软件绘制得到

图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全国及中部地区六省年专利授权数

　　(七)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中部地区发展

战略环境评价报告»,指出粮食生产安全、流域生态安

全和人居环境安全是中部地区发展的基础保障,对中

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中部地区作为全国粮食的主产区,“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

安全”都涉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的问题,可见,当
前生态环境保护对中部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
中部地区位于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中上

游地区,拥有鄱阳湖、洞庭湖等众多湖泊,是南水北调

重要水源地.加大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逐步

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对于保障流域生态安全、人居环境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依托中部地区优越的区位及便利

的交通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有助于促进地区旅游

业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黄淮海平原、鄱阳湖平

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普遍面临农田面积萎缩、农
田质量降低、农业用水保障难度增大等问题,而水的问

题是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计软件绘制得到

图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各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三、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空间特征的综合反映,涉及人

口、产业、土地、资本等诸多因素的演化和发展,推动

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需要全面做好人口、产业、生
态、公共服务和城乡发展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

用,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城市和乡村活力.
传统城镇化发展是政府主导的被动的城镇化发展模

式,其弊端已经显现,当前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社会

向纵深发展的迫切要求,不断完善政府的公共管理和

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推进产业升级,破解资源环境压力.产业的发展

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中部地区的产业支撑相对不

足,现代物流、保险金融、信息咨询等服务业发展相对

滞后.中部地区是城镇化转型发展的主战场,扩大内

需潜力巨大,要依托区位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积极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优化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推
进产业分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走节约型城

镇化发展道路.
加快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承载力水

平.过去以物的城镇化发展为目标和特征的城镇化

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城
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加快建立和完善教育、交
通、文化、医疗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为居民提

供优美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才是现代城镇化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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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城市群发展,形成中部经济增长极,增强中

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群的发展有利

于人口、产业等要素的空间集聚,提升地区整体竞争

力,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间产业分工的合理化

发展,优化区域内城市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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