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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含义的深入理解，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对全国的31个省份进行了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

评估，并为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全国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可以被划分

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广东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最为突出，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城市的评价相对

较高，河北、安徽、福建、湖北等城市的评价为中等，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西、广西、贵州等城市

的评价相对较低，而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城市的评价则是最低的。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包

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居民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全

面考虑城乡发展，以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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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new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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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y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cross China’s 31 prov-
inces,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nationwide can be catego-
rized into five distinct levels: Guangdong’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most prominent, with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Zhejiang, and Jiangsu receiving relatively high 
evaluations. Cities such as Hebei, Anhui, Fujian, and Hubei are rated as medium, while Shanxi, In-
ner Mongolia, Liaoning, Jiangxi, Guangxi, and Guizhou have lower evaluations. The lowest evalua-
tions are assigned to regions like Xinjiang,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The main drivers of new 
urbanization includ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process, it is neces-
sary to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promote a harmonious devel-
opment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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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焦点主要是新型城镇化内涵、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工业化的紧密联系以

及它的发展策略方向。在这些方面，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分析。然而，目前关

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估研究还相对较少。  
早期，城镇化发展主要依赖统一的城镇化率指标，即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目前，我国已有多

种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但这些体系多基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城市的案例建立，缺乏对其他城

市情况的考量[1]。城镇化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该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常用的评价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法、主成分分

析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城镇化质量观念的兴起，评价城镇化进程的方法已从单一指标转

变为多指标评价，通过分析各方面因素确定各影响因子的权重，从而准确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具体状况。

部分学者独立地对各种评价指标进行了评估，而其他学者则将多个评价指标整合为一个指数，以进行全

面综合评估。然而，这些方法在实践中存在局限性和问题，无法完整展现城镇化进程，也无法满足现代

城市建设的实际需求[2]。 
近年来，许多学者[3] [4]倾向于采用构建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衡量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情

况。首先，他们根据城镇化的定义，将其细分为几个关键领域，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社会发展、

生活质量和资源环境的改善等。然后，为这些领域分别制定相关的评估指标，并为每个指标分配相应的

权重。最后，进行综合指数的计算。 
本研究基于相关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解释，构建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

以我国 31 个省份为例作实证分析，探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差异的原因，同时为探究我国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本文增加 2017 年熵值法测算全国 31 个省份的数据，探索 2017 年与 2022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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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的新型城镇化[5]，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城镇化；其中工业化起到了核心作用，成为了推

动发展的关键因素；城镇化水平低，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农业的现代化不仅是关键的基石，也是发

展的基石；城市化是核心要素，是发展的方向。信息化带来了后发的优势，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形成了“三化”协同发展的格局，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城镇

化不仅是一个载体，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传播载体。新型城镇化是以人口、经济、资源

和环境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6]。新型城镇化是指大城镇与中、小城镇与小城镇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并以

此为基础，以城镇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中心，以城镇化为中心，形成以农村为中心的城镇体系。新型城

镇化是一种以“市民化”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进程，它是一种融合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城市化进程[7]。 

3.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构建 

运用综合指数法，将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本研究拟以全国 31 个省市为案例，遵循科学性、

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层次性的基本原理，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各省市、自治区、直辖

市的经验，构建适合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出发，对各个层次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并进行了科学的选择。本文的研究

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全面评价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 
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考虑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实际发展情况，对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的

测度界定为 5 个方面：一是人口城镇化，表现为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及

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二是经济城镇化，体现为经济集聚高效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居民生活

质量，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放在首位；四是基

础设施建设，城镇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是新型城镇化的客观

要求；五是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是城镇发展的刚性约束条件，新型城镇化提倡“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以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见表 1。 

4. 全国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22 年全国 31 个市省的 14 个指标数据，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本文数据主要来源

于 2022 年《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4.2. 评价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有多种方式可供选用。按照权重大小，可以将其划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主观赋权过分依靠主观评估，缺少客观的评估依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并引

入了信息熵原则，从而提高了评估目标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熵最初源自物理学中的热力学概念[8]，反映

了系统状态的混乱程度，后来被引入信息论[9]，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工程和其他研究领域。熵权法是

一种客观的加权方法，它消除了主观的人为因素，使数据本身的信息最大化[10]。一般来说，熵权重法的

基本思想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目标权重。也就是说，如果指标的信息熵越小，则表明指标值

的变异性越大，它提供的信息越多，它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就越重要，相应的权重越突出，反之，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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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new urbanization evaluation 
表 1.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层 目标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新型城镇化评价 
指标体系 

人口城镇化 

年末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 正向 

城镇人口/建成区面积 万人/平方公里 正向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 % 正向 

经济城镇化 
人均 GDP 元 正向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亿元 正向 

居民生活质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正向 

基础设施建设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 标台/万人 正向 

医院床位数 万张 正向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万册 正向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万户 正向 

生态环境建设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正向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废水排放总量 万吨 反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越小[11]。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并在模型中增加了时间变量。以下是对熵值法评估模型的改进： 

1) 选取指标：设有 m 个省辖市，n 个指标，则 xij为省份 i 的第 j 个指标值。 
2) 指标标准化处理：进行标准化处理：当评价指标为正向指标时 maxij ijx x x′ = ；当评价指标为负向

指标时： minij ijx x x′ = 。 
3) 确定指标权重： ij ij ij

i
y x x′ ′= ∑ 。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 )lnj ij
e i

e k y= − ∑∑ ，其中 k > 0， ( )lnk n= 。 

5)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 1j je= − 。 

6)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j j j
j

w g g= ∑ 。 

7) 计算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 ( )i j ij
j

H w x′= ∑ 。 

5. 评价结果分析 

评价结果分析见表 2。 

5.1. 全国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特点 

5.1.1.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得分最高的城市为上海(0.0978)，人口城镇化得分最低的城市为西藏(0.0298)，西藏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支撑不足，这使得提供足够的城镇就业机会和吸引人口向城

镇迁移的能力有限。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包括交通、通信、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同时西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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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new urbanization level 
表 2. 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结果 

城市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生活质量 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 综合评分 

北京 0.0866 0.1569 0.1812 0.0990 0.0527 0.5764 

天津 0.0751 0.0770 0.0832 0.0532 0.0376 0.3261 

河北 0.0761 0.0641 0.0553 0.1916 0.0483 0.4354 

山西 0.0695 0.0675 0.0576 0.0982 0.0460 0.3388 

内蒙古 0.0541 0.0740 0.0657 0.0772 0.0575 0.3285 

辽宁 0.0566 0.0552 0.0654 0.1389 0.0438 0.3599 

吉林 0.0423 0.0305 0.0438 0.0796 0.0477 0.2439 

黑龙江 0.0488 0.0326 0.0441 0.1081 0.0454 0.2790 

上海 0.0978 0.1703 0.1861 0.1351 0.0347 0.6240 

江苏 0.0730 0.1669 0.1286 0.2753 0.0458 0.6896 

浙江 0.0804 0.1398 0.1385 0.2428 0.0424 0.6439 

安徽 0.0624 0.0688 0.0852 0.1607 0.0521 0.4292 

福建 0.0763 0.0966 0.1197 0.1333 0.0482 0.4740 

江西 0.0698 0.0608 0.0733 0.1177 0.0518 0.3733 

山东 0.0581 0.1117 0.0872 0.2727 0.0511 0.5808 

河南 0.0619 0.0690 0.0605 0.2300 0.0467 0.4682 

湖北 0.0586 0.0762 0.0858 0.1557 0.0478 0.4241 

湖南 0.0718 0.0638 0.0790 0.1942 0.0428 0.4516 

广东 0.0781 0.1835 0.1023 0.3412 0.0439 0.7490 

广西 0.0558 0.0372 0.0508 0.1201 0.0410 0.3049 

海南 0.0586 0.0367 0.0590 0.0389 0.0438 0.2370 

重庆 0.0663 0.0634 0.0978 0.0929 0.0534 0.3737 

四川 0.0545 0.0787 0.0732 0.2162 0.0438 0.4664 

贵州 0.0582 0.0393 0.0603 0.1060 0.0515 0.3154 

云南 0.0538 0.0453 0.0634 0.1223 0.0453 0.3300 

西藏 0.0298 0.0254 0.0681 0.0110 0.0517 0.1860 

陕西 0.0630 0.0713 0.0684 0.1147 0.0437 0.3611 

甘肃 0.0432 0.0252 0.0461 0.0818 0.0503 0.2465 

青海 0.0606 0.0282 0.0454 0.0403 0.0444 0.2189 

宁夏 0.0528 0.0347 0.0537 0.0399 0.0650 0.2460 

新疆 0.0407 0.0486 0.0425 0.0767 0.0510 0.2595 

 
分布较为分散，许多地区地广人稀，加上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得人口聚集形成城镇的难度较大。图 1 为

人口城镇化得分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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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olumn chart 
图 1. 人口城镇化柱形图 

5.1.2. 经济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广东(0.1835)，经济城镇化得分最低的城市是甘肃(0.0252)，其原因是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多样，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

主，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尽管近年来甘肃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方面都有所发展，但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这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图 2 为经济城镇化得

分柱形图。 
 

 
Figure 2. Economic urbanization column chart 
图 2. 经济城镇化柱形图 

5.1.3.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北京(0.1812)，生活质量得分最低的城市是新疆(0.0425)，其原因是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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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西北部，地理环境复杂，其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分配造成严峻的

挑战，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不同，

影响生活质量。尽管近年来有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政策等战略布局，但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仍面临挑战。图 3 为生活质量得分柱形图。 
 

 
Figure 3. Quality of life column chart 
图 3. 生活质量柱形图 

5.1.4.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广东(0.3412)，基础设施建设得分最低的城市是西藏(0.0110)。西藏

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地理环境恶劣，出现如高寒、缺氧、地质条件复杂等，增加了建设难度和成本。

由于交通不便，西藏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且西藏经济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外地人才引进相对困难，人力资源的缺乏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图 4
为基础设施得分柱形图。 

5.1.5.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宁夏(0.0650)，生态环境得分最低的城市是上海(0.0347)，宁夏位于中国

西北部，黄河上游，拥有较为丰富的水资源，尤其是黄河流经宁夏，为该地区的农业灌溉和生态恢复提

供了重要水源。近年来，宁夏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沙漠化治理、水土保持等，有

效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宁夏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得到了国家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特别支持和投入。

这些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宁夏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图 5 为生态环境得分柱形图。 

5.1.6. 城镇化发展特点 
(1) 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在 2022 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最高，这源于广东省地

处东南沿海地带，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地区，经济水平发展位列前端。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四个城

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较低，原因为这些城市地处我国西北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不利于大规模的

人口聚居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较慢，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难以吸引和承载大规模

的城市人口；且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在政策支持、投资吸引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影响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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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lumn chart 
图 4. 基础设施建设柱形图 

 

 
Figure 5.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umn chart 
图 5. 生态环境柱形图 

 
的推进速度。 

(2) 城市发展内部协调性较差。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分领各异，均衡性明显有所不足。例如上海在经

济城镇化得分较高(0.1703)，在生态环境得分最低(0.0347)。宁夏在基础设施建设得分较低(0.0399)，但是

在生态环境得分最高(0.0650)。由此可见，城市内部发展极不协调。 

5.2. 全国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分类 

通过对全国各地区城镇发展水平的对比，对各级别城市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级别城市的新型城镇化

程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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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广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最高，原因可能为广东省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其具有的优势条件为城镇化提供了强大的经

济基础和动力。同时广东省工业化进程迅速，吸引大量的内地人口流入，形成人口集聚效应，推动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同时，2021 年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该规划旨

在深入推进广东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以人为核心，提升城镇化质量。规划中提出了到 2035 年实现

新型城镇化，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多层次城镇化发展格局的成熟定型、现代化城市体系的

建成、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的实现，明确了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二类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城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得分

较高的城市。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都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经济实力为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这些城市能够更好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且

这些城市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特别是上海等大都市，其经济和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

这种人口流动和集聚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在相应政策支持方面，江苏省和浙江省都制定了详细的“十四

五”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规划包括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些政策支持和规划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三类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中等)：河北、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等城市属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分中

等的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虽然发展，但相较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仍存

在一定差距。经济总量的差异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资，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福建省的

城镇化率在 2020 年达到了 68.75%，较 2015 年提高了 5.53 个百分点，显示出城镇化的积极进展。然而，

这个比例仍低于一些发达地区，表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速度还有提升空间。但是这些城市制定了

详细的新型城镇化方案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例如湖北省制定了详细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 67%。这些规划涵盖了多个方面，如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优化等，旨在推动城镇化的全面发展。 
四类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城市的新型城镇

化水平较低。这些城市的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与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资，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并且人口流动和城

镇化率相对较低。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化率在 2020 年达到 67.48%，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

东部地区相比仍有差距。同时虽然这些地区制定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十四五”新型城

镇化规划，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挑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等方面。比如这

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如交通、水利、信息等方面的不足，限制了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和质量，且

这些城市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存在挑战，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 
五类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最低)：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这些城市多

位于中国西部，地理环境复杂，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如干旱、沙漠等，这些自然条件限制了城镇的扩张

和人口的聚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这直接影响

了城镇化的进程和水平。且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以农牧业为主，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城镇化转型的

人口基础较弱，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公共

服务设施不够完善，而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早，获得了较多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而西部地区可能在

这方面相对较少，制约了城镇化的进程和水平。 

5.3.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原因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将全国各省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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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涵盖江西、河

南、山西、安徽、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则由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组成。研究结果显示，自 2017 年至 2022 年，

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的发展水平仍呈现出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适中、西

部地区相对滞后的空间分布特征。东部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显著优于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则相对

落后。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和

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导致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国土面积上。例如，胡焕庸提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

即胡焕庸线的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在国土面积上的比例为 16:9，而人口数量之比却高达 1:19。二是发展

战略与政策布局的影响。我国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为了集中

资源推动经济发展，我国将发展重心倾向于东部地区，该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及政策导向，建立了坚实

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发展机遇，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向东部流动，从而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其产业主要以农业或单一的重工业为主，缺乏人口吸引力，未能形成

生产要素持续流入和产业集聚的局面。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迅速。然而，

近年来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战略，也在不断促进西部和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

快速提升。例如新疆推行《新疆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2035 年)》，促使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迅

速，在西部地区中城镇化水平表现良好，对西部地区其他省份发展具有示范作用。中部地区推行《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 年)》，把中部地区定位成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促使该地区省份城镇化

水平稳步上升。 

6. 结论 

本研究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本的内涵要求，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全

方位、多指标综合评价了全国 31 个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揭示出各城市在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研究结果如下： 
(1) 综合来看，2022 年全国 31 个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较大，

城市发展内部协调性较差的特征。运用标准差分级法，将 31 个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分为 5 个

级别，即“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发展水平中等”，“城镇化发

展水平较差”，“城镇化发展水平最差”。 
(2) 影响各城市新型城镇化单项水平的因素呈现多元化，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活质量、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5 个方面的驱动因子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演变特点。今后，各城市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应有所侧重，同时突出“以人为本”，兼顾城镇发展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树立城镇与经济、

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理念[12]。 

7. 促进全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7.1. 采取新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下，大量农民工

只能算作城市人口，但是普遍不能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换而言之，他们没有得到与城

市人口平等的权利，并不是真正的市民。农民工的市民身份化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户口制度，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成本。在新型城镇化新模式中，采取从中小城镇开始开放户口制度，逐渐推进大城

市户口开放。在经济成本方面采用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成本分摊制度[13]，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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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制度中中央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扮演着规划和引导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

入、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对特定城镇化项目的补贴等方面。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扮演直

接执行者，负责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企业通过参与城市建设、提供就业机会、推动产业发

展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商业项目的投资、对员工的薪酬福利支出，以及

对环境保护和社区服务的投入等方面。个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成本分摊主要体现在购房、支付公共服

务费用，以及享受城市服务时的个人消费等方面，个人通过购买力和纳税等方式，参与到城镇化的成

本分摊中。 

7.2. 提供非农就业岗位推动“新型城镇化+” 

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和谐发展。在城市大幅增加

非农就业岗位以促进新型城镇化，采取新的就业政策，满足多层次就业的需要，制定更有利的环境和

制度建设政策。就业不仅提供就业机会，还提供相关的稳定性、公平的收入、体面的工作条件、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权利。就业既要包括数量，也要包括质量。换言之，政府可以评估非农就业岗位的

数量、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对城镇化的吸引力，从而合理地确定和控制当地城镇化的速度、规模和

空间分布。此外，加强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和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

支持。 

7.3. 优化城市规模结构促进新型城镇化 

快速城镇化会带来城镇聚集尺度不同或者过度聚集的状况，一方面，许多资源如固定资产投资、建

设用地指数和人口流入更容易进入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过度集聚的状况。另一方面，中小城

镇面临人口外流、资源集聚不足等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镇规模结构优化，加快核心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产业和服务链向腹地延伸，提升城市功能。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加强产业公共服务资源布

局实施，提高小城镇活力，以中小城镇为主体[14]。小城镇可以优先发展，要控量、提质、节约用地，促

进小城镇和附近农村发展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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