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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全州呈现出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结构逐步改善、协调性逐步增强的发展态势。但

由于当前黔东南州的城镇带动能力不是很强，所以黔东南州经济还存在着经济总量不足、资源

利用不充分、主导产业不够突出、主攻方向不够明晰、就业率有待提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

影响着黔东南州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如何增强城镇化动力来实现贵州黔东南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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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理论 

(一)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指人口向城镇聚集，新型城镇化，即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

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

和水平[1]。 

(二)城镇化动力 

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对城镇化起推动与拉动以及引导作用的各种力量。其中工

业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在工业化比例是 20%～52%期间，

两者增长率为 1：1，呈现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其次第三产业是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后续力

量，当工业化率达到 52%时，第三产业将开始代替工业的主动力地位而成为后续动力。政府政

策的引导作用也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引导力量，目前中国的政府将对城镇化进程起着绝对

性的作用，尤其是对基础建设和公共福利方面，还有巨额的投资和全面的拆迁都需要政府来承

担。 

 

二、黔东南州城镇化建设现状 

(一)经济总量现状 

截至 2012 年底，黔东南州全年生产总值(GDP)完成 474.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6.5%

。从 2008—2012 年，黔东南州经济提高加快，人均 GDP 达 13752 元。财政总收入 92 亿元、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66.1 亿元、财政总支出 248 亿元。 

 

(二)产业结构现状 

农业经济总量扩大逐步扩大。实现农业总产值 15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其中：农

业产值 79.2 亿元、林业产值 26.3 亿元、牧业产值 43.2 亿元、渔业产值 6.2 亿元，分别增长

12.0%、16.4%、11.9%、18.8%。 

黔东南州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9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

。工业结构调整优化，通过适度控制高耗能行业发展速度，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基本呈逐月回

落态势，所占全州工业比重从上年的 54.9%下降为 51.9%。同时，低耗能行业增长速度加快。 

2012 年，全州第三产业增加值 228.07 亿元，增长 17.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1.8%

，拉动生产总值增长 8.5 个百分点。 

截至 2012 年底，黔东南州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9.7%、23.2%和 48.1%

，与上年比，第一产业下降 1.4 个百分点，首次低于 20%，第二产业保持不变，第三产业提高

1.4 个百分点。 

(三)城镇化建设现状 

近年来，黔东南州通过扶贫生态移民、撤乡设镇、城市新区建设等方式强力推进城镇化，

全州城镇化率提高到 31%，比 2011 年增加 2.5 个百分点。凯麻同城化写入 2012 国发 2 号文件

，通过凯里市、麻江县委托凯里经济开发区、炉碧经济开发区管理 4 个乡(镇、街道)的方式，

加快凯里麻江同城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 122.7 亿元，新增 434 公里城市道路；建立

17 个无害化垃圾处理场和 15 个县城污水处理设施；城镇供水能力增强自来水普及率达 95.37%

，人均绿化面积增加到 10.8 平方米。 

目前黔东南州城镇化的目标是：加快形成有黔东南特色的城镇体系，推进“十城百镇千村

”工程；启动镇远—岑巩—三穗一体化和黎平—锦屏同城化规划编制；做好黎平、镇远撤县设

市的准备，抓好 50 个乡撤(并)设镇工作。尽快完成凯麻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深入开展凯麻城

市快速交通系统可行性研究，组织实施凯麻同城化重大项目建设。按照建制村通四级以上油路

、中心村通三级以上油路的标准，支持有条件的 1～2 个县率先实施“村村通油路”。建立城

乡统一的规划管理体制；建立推进城镇化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协调调度体系。把农村危房改

造与农村布局调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改变农村面貌。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

民与城市居民待遇等同。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工作。以“六好村寨”为抓手，

启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中村改造、推进城乡棚户区



改造，推动园区、老城区与新区互动发展，扩大城市规模。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确保城镇化率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 

 

三、黔东南州新型城镇化动力障碍分析 

(一)工业对城镇化发展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工业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推动力，只有构造强大的经济动力，才能为农村人口进入

城镇做好经济基础的依托作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不是在城镇盖楼，让农民去住，而是需要

城镇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让农村的多余的劳动力吸引到城镇来。这就需要工业的主导作

用大力拉动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多余的农村劳动力。 

根据当前黔东南州的现状可看出，虽然自十二五以来，经济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

是对城镇化发展依然还存在很明显的障碍，黔东南州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低

，产业的支撑能力弱，尤其是民营经济、县域经济非常薄弱，第三产业虽有大幅发展，但是没

有工业主导作用做支撑，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发达城市而不愿留在本地城镇生活，这在短

时间内不利于黔东南州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二)农业农村内生力量拉动作用 

虽然说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但是它不仅仅包括城镇向农村的拉动力，还有农村向城镇

的推动力，也就是需要依靠提升农业生产力，减少农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要，才能产生出多余

的劳动力进驻城镇生活。 

近年来，经过黔东南州上下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努力，全州农民收入继续保持持续稳定

增长的良好势头，2012 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4679 元，比上年增加 730 元，增长 18.5%。这

其中包含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仍然存在的问题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比较落后，农业抗风险能力弱、产业化水平低，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大。由于这些问题的存

在，使得黔东南州农村向城镇的推动力相对较弱，是城镇化动力的障碍。 

(三)政府政策引导的决定性作用 

城镇化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也要注重政府引导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一般通过制

定城镇化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和改变城镇化制度环境来推动城镇化进程。 

十二五以来，黔东南州坚持“工业强州、城镇带州、旅游活州”三大战略推动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黔东南州在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测评中的预排位从 2011 年第三位上升到 2012

年第二位，呈现速度与效益的双丰收。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目前黔东南州公共服务能力

弱，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社会管理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不强，市场体系不完善

，市场配置资源的水平低，开放程度低，制约改革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都需要政府政策的逐步完善来给城镇化进程扫清障碍。 



 

四、黔东南州增强新型城镇动力途径及政策建议 

(一)结合特色，优化布局，实现产城一体 

黔东南州应该从地区当前实际出发，并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生态、人文、景观等优势，

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实现“产业城镇一体化”。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继续坚定不移地

实施工业强州战略，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围绕贵州省确定黔东南州的“五张名片”，大力发展

酒、民族制药、茶叶、烟、特色食品。推进产业园区产业的要素配套以及延长产业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关键的问题在于要实现产城一体，就需要继续优化产城布局，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能够参与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中去，才会使农民定居城镇。 

(二)城镇化为依托建设新农村 

黔东南州提出以产业化提升农业、工业化致富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推进“三化同步”

。城镇化发展的结果是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人口转移，而留在农村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生

活资料都会相对富足，人口数量会处于一个均衡的水平。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需要以城

镇化为依托，不仅使剩余劳动力能定居城镇，同时要使农村劳动人口生活水平质量提升，达到

小康水平。在黔东南州，要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性，就要落实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等政策，以及加快组建各级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确权

登记，依法推进产权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三)政策完善，提高城镇生活质量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不是在于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了多少，而是在于城镇化使得人

们不仅在空间上的改变，同时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政府政策的引导起

决定性作用。黔东南州目前需要加强的地方有：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居住证配套政策。统筹保

障城乡住房、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校园和周边地区安全管理。加大教育园区建设

力度、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体系改革，启动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加快建设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馆、城市休闲广场和全民健身服务中心。进一步提高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等。 

(四)发展绿色产业，维持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就是绿色的城镇化、生态的城镇化。黔东南州结合地区实际，需要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例如风电、生物质能、页岩气等新能源。推进“两江一河”流域污染防治和农

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加强饮用水源水质保护与监测，对重点河流两岸居住区实施环境综合治

理，减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现象。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工

程和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大公益林管护力度。全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实

施重点节能减排工程，推行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落实节能降耗年度责任目标，加强重点用能单

位管理，开展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行业实施技术改造和清洁

生产。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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