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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湖南省城市化发展途径的探索 

曹伟 

（湖南商学院信息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摘 要】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推进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的重大战略。本文在深入分析湖南城市化现状的基础上， 指出影响湖南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主要制约因素，并就如

何加快湖南城市化建设这一战略目标，提出科学、有效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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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兴起的第三产业的载体，是财富增长和积累的发动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推进城市

化能够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更好地协调城市规模结构与城市化发展进度的关系。同时也是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

市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一、湖南城市化发展现状 

湖南地处中部，是一个农业大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落实党十七大精神和省九次党代会要求，湖南提出推进城市化，

加速湖南特色的城市建设，以城市化推动富民强省的战略方针。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南城市化在工业化有力地推动下，步伐

明显加快。自2000 年城市化率达到29.75%后，近几年以年均1.76 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高，超过全国平均增速1.27 个百分点。

2003 年城市化水平为3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 个百分点。2007 年城市化率达40.45%，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到4.49 个百分点，

在中部六省中位居第三。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的“诺瑟姆曲线”，城市化率在30%至70%阶段属于加速发展期。因

此，从近几年湖南城市化水平看，湖南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二、制约湖南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1．城市规模偏小，城镇体系欠完善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较高级形式，居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各项功能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居民服务的。大城市能够培育经济

集聚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迅速提高城市竞争力。湖南是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人口总数列全国第7 位。但在湖南14 个市

州中，目前仅有省会长沙市常住人口超过200 万，达到224.55 万，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第21 位，中部地区排第4 位。城镇平

均人口规模只相当于全国的80%，首位城市人口聚集度仅为2.9%，经济首位度为23.5%，比武汉低了10 个百分点。其余13 个地

级市人口均不足100 万，其中更有6 个人口少于50 万。总体说来，湖南城市规模偏小、集聚度偏低，对周遍地区带动能力较弱，

缺乏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目前，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湖南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不仅庞

大的农村人口无法消化接纳，而且难以形成相应的企业集聚力，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的冲击力， 更不可能实现区域城市化

快速健康发展，更谈不上城市文明和新型城市化了。 

2．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不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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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同时城市化也可以反作用于工业化。湖南城市化虽然在近年来得到加速推进，但总体上仍

然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它制约着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与社会、城镇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反作用力，故难以真正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2007 年湖南城市化率为40.45%， 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90，远远低于1.4～2.5 该比值的合理范围。这说明湖南城

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有3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湖南轻工

业和重工业中的加工工业发展不充分，滞缓了工业结构升级，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湖南工业发展没有相应地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接纳的农村人口能力有限； 三是经济实现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的过程中，没有带动社会结构实现同步转变。这些同时也说明了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缺乏协调性， 以此导致了大量人口集

居在农村，不仅阻碍社会总体需求的扩大，而且还会固化和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从而严重制约湖南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3．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湖南城市环保还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如城市污水、垃圾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建筑

扬尘、机动车尾气、餐饮业油烟、噪声污染比较严重，清洁能源的推广进展缓慢等。湘江流域是湖南省的主要经济带，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略显滞后，以及工业结构偏重与布局不合理，使污染状况不断加剧。各类

水污染物排放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部分江段水环境的质量已达不到区划标准。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排放分别占全省59.6％和

62.5％。各水域污染程度由重到轻排序为：资水支流、湘江支流、洞庭湖、湘江干流、资水干流、长江岳阳段、澧水干流、澧

水支流和沅江干流。目前，由于长株潭三市工业、企业较多，生活用煤也不少，加之位置处于罗霄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的谷地，

来自贵州、江西两地的酸性物质也大都在该地区沉降，使得当前三市酸雨率与酸雨浓度严重超标，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湘

江流域污染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延缓了湖南城市化发展的步伐。 

三、推进湖南城市化发展的途径 

1．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体系和城市规划 

大城市不会孤立地发展，在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

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国际上许多城市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

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15 万人， 如低于10～15 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偏低。50 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比2～5 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因此，湖南需着力壮大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一批人口超100 万的特大城市

和超50 万的大城市，培育区域发展龙头。形成以长株潭为核心，“3+5”城市群为重点，尽快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大中型

城市。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支撑，县城和小城镇为节点，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互补、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城镇体系。建立

政府引导、城乡统筹、市场主导的机制，坚持可持续集约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

城市化道路。 

城镇体系和城市规划对城市化发展具有引领和调控的作用。合理的城市体系结构与推进城市化进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

的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的开放性系统，不同规模的城市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彼

此促进、协调发展完善的城市体系，实现空间结构的优势整合，这是湖南城市化发展的理想布局，也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战略

选择。要创新规划编制理念，完善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抓紧编制城市群等城镇密集地区空间发展规划，加快编制镇规划、

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特别是加紧完善提升《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建设管制规划》和长株潭城市总体规划

及相关建设规划。要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各级城乡规划委员会的综合指导和协调作用，强化跨区域规划编制和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选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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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联动发展 

城市化提高了社会的综合承载能力，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故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工业化

水平的提升拉动了对劳动力、资金、土地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而带动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相对集聚和滚动扩

张，提高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故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缺少城市化，工业化没

有后续支撑和发展载体；缺少工业化，城市化就没有造血功能和发展动力。因此，二者的良性互动对推动湖南社会发展和经济

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是产业结构转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集中的过程。其联动发展的结果导致了非

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良性循环。目前要实现二者良性

互动，首要是树立“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工业化”的思路，通过发展工业实现产业集聚，有效解决产业基础发

展，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以强化城市的要素集聚和经济带动功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然后，再通过城市化发

展促进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3．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生态环境 

城市化进程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应对和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强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控制环境污染及改善环境质量，是推进湖南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要在现有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优化生态环境为核心，提高资

源利用率和减少废物排放为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积极防范环

境风险，完善环保体制机制，推进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的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强制进行清洁生产审

计。将环境的有效治理与资源的综合利用落实到城市化建设的各个环节。以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为契机，积极改善城市群

的生态环境质量，使湖南成为环境友好的宜居之省。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湖南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以“两型社会”为带动，以工业化为依托，

充分利用集约资源、促进劳动力有序转移、加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良好的医疗、

便捷的交通、发达的信息服务和易居住的生活环境。 

注：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南省城市化进程评估及推进途径研究》08C477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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