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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镇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仍存在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不均

衡、城镇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产业聚集度低等问题。贵州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走统筹城乡发展、

区域协调和生态文明之路，把打造日益繁荣的城市群作为战略重点，加快发展县域中心城市和

重点中心镇，强化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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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

列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和

产业向城市聚集，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发展，生活方式向多元化、

社会化发展。[1]当前，城镇化战略已经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动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战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在城镇化带动战略和工业强省战略的影响下，贵州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生

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大，为城镇建设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周

边省份相比，贵州城镇化的速度还比较缓慢。要想进一步缩小与周边地区的差距，不断提高城

镇化水平，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并针对贵州省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思考，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1. 贵州城镇化发展现状 

1.1 城镇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贵州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数量增多，建成区面积扩大，城市的等级也进一步提高。 

《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显示：2013 年，在贵州的 6 个地级市中，按城市市辖区年末

总人口分组，200-400 万人口的大城市 1 个，100-20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1 个，50-100 万人口

的中小城市 2 个，20-50 万的小城市 2 个，全省城市人口密度为 3406 人/km2。目前，虽然贵

州的城镇人口还比较少，但从总体上来看，贵州城市数量逐步增多，城市人口规模正在逐步扩

大。这主要是由于贵州正在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城市发展对工人的需求量进一步

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贵阳、遵义、六盘水等大中城市就业，促使贵州城

镇化得到了较快发展。 



1.2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贵州已经步入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化速度稳步提升。2010 年，贵州城镇化率 33.81%

；2011 年，城镇化率 35%；2012 年，城镇化率为 36.4%，2013 年城镇化率为 38.2%，其中有 7

个市（县）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 30%以上。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比重逐年下降。《2014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2014 年全省年末常住总人口 3508.0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 5.82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403.5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 78.68 万人；乡村人口 2104.4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了 72.86

万人。 

1.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加 

目前，贵州省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大量优秀国企及私人企业选择到

贵州发展，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逐渐增加。《2014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4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778.40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3.6%。其中，中央投资

605.60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2.9%；地方投资 8172.80 亿元，增长了 23.6%。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投资 173.85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9.6%；第二产业投资 2321.46 亿元，增长了 18.9%；第

三产业投资 6283.09 亿元，增长了 25.6%。 

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都继续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完成投资 1725.64

亿元、1236.22 亿元和 54.73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33.6%、30.4%和 42.7%。制造业投资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年投资 1516.84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4.5%。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187.67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2.6%。 

 

1.4 城镇居民生活继续改善 

城镇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城镇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2014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548.21 元，比上年增长了 9.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5254.64 元，增长了 10.8%。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移动电话和家用电脑等耐用消费品

的数量较快增长，每百户拥有量的绝对数分别为 19.66 辆、228.15 部和 63.56 台。年末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6.58m2，比上年增长了 3.9%。 

 

1.5 城镇化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城镇

经济对乡村经济贡献度提高，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拉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城镇化支撑体系作用进一步增强，城乡消费市场情况良好。《2014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79.53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2.9%

。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113.15 亿元，增长了 12.8%；乡村消费 466.38 亿元，增长了 13.2%

。餐饮收入 223.91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8.2%；商品零售 2355.62 亿元，增长了 13.3%。除此

之外，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家用电器、日用品、石油及制品、汽车、电子商务交易

比上年分别增长了 7.5%、5.3%、16.4%、8.6%和 332.5%（表 2）。 

 

2.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2.1 城镇化水平居全国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共有

地级区划数 333 个，贵州有地级区划数 9 个，占全国地级区划数的 2.7%；全国地级市有 288

个，贵州地级市为 6 个，占全国地级市的 2.1%；全国有县级区划数 2854 个，贵州县级区划数

为 88 个，占全国县级区划数的 3.1%；全国有乡镇级区划数 40381 个，贵州乡镇级区划数为 1396

个，占全国乡镇级区划的 3.5%。从全国的行政区划数量来看，贵州城镇数量较少，而且有建

制的城市只有 13 个，包括 6 个地级市和 7 个县级市，贵州城镇化发展始终与全国平均水平存



在较大的差距。2013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 53.73%，[2]贵州城镇化率只有 38.2%，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15.53 个百分点。[3] 

 

2.2 城镇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 

贵州城镇规模和人口规模普遍较小，农村绝对人口数量大。从历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

贵州的城镇人口有了较大的提高，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贵州城镇人口只有 109.91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只有 7.31%；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贵州的城镇人口增加到了

1174.78 万人，城镇人口的比重为 33.81%。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贵州城镇人口增加了 1064.78

万人，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了 26.5 个百分点（表 3）。但从分布上看，贵州的 3 个中等城市

分别位于中部、西部和北部，这就意味着整个东部和南部都是人口不足 20 万的小城市，这样

的城镇分布极大地制约了贵州城镇化的发展。[4] 



 

2.3 特殊的山区地理条件对城镇化不利 

贵州不靠海，也不是边疆，而且没有大的平原，这种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对城镇化是极为不

利的。贵州属于云贵高原，平均海拔在 1100m 左右；全省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到处都

是崇山峻岭，极大地增加了贵州的开发难度，使得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要付出比其他省份更高

的成本，也因此制约了贵州的对外开放和发展。虽然近年来贵州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贵广高铁、沪昆高铁贵州东段已经建成通车，贵州与外界的交流日益便利。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才匮乏等许多方面的原因，贵州城市发展水平与国内其他

省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2.4 城市设施水平落后 

贵州城市建设速度慢，城市道路、供电、供水、排水等基础设施落后。《中国统计年鉴

2014》显示：2013 年底，贵州城市用水普及率达 92.86%，列全国第 29 位；燃气普及率达 74.86%

，列全国第 29 位；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9.58m2，列全国第 29 位；城市平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

9.60 标台，列全国第 26 位；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41m2，列全国第 21 位；城市每万人拥

有公共厕所 1461 座，列全国第 25 位。在城市市政设施方面，城市年末实有道路长度 3118km

，列全国第 27 位；城市桥梁共有 537 座，列全国第 26 位；城市排水管道长度 5260km，列全

国第 27 位；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188.5 万 m3，列全国第 24 位；城市道路照明灯 367.7 千盏

，列全国第 23 位（表 4）。城镇基础设施滞后、服务水平低己成为制约贵州城镇化发展的主

要“瓶颈”之一。 



 

2.5 城镇建设缺乏产业支撑 

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有大量的企业参与，而新型城镇化发展更是需要产业的有力支撑。

从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视角考虑，城镇化发展是一、二、三产业发展协同推动的结果。[5]

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4》显示：2013 年，贵州第一产业总产值为 1029.05 亿元，在全国位列

第 21 位；第二产业总产值为 3243.70 亿元，在全国位列第 26 位；第三产业总产值为 3734.04

亿元，在全国位列第 26 位。第三产业既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镇化发展第二次浪

潮的产业基础。 

贵州城镇经济实力薄弱，大多数城镇没有形成支柱产业。2009 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生

产总值为 340902.8 亿元，而贵州国民经济核算生产总值仅有 3912.68 亿元，贵州占全国国民

经济核算生产总值的 1.1%；2013 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生产总值为 568845.2 亿元，贵州国民

经济核算生产总值为 8006.79 亿元，贵州仅占全国国民经济核算生产总值的 1.3%。2009 年到

2013 年，贵州三产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上升，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1.1%上升到 1.4%

，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1.6%上升到 1.8%，上升了 0.2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1.3%上升到 1.4%，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表 5）。虽

然近年来贵州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贵州城镇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缺乏产业支撑。

三大产业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还比较低，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要高。这

就意味着贵州大部分的人口还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工业、服务业发展还比较落后。 



 

 

3. 推进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当前，要进一步促进贵州城镇化和谐有序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3.1 立足实际，走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实践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的人口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会发生变迁，城乡的协调发

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贵州经济社会总体上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城

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此，贵州城镇化建设应坚持统筹城乡

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把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来通盘

考虑，把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放在优先位置，发挥城镇带动作用，使城乡之间

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2 重视规划，重点打造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 

贵州不仅城市数量少，而且城市规模也小，除贵阳、遵义城市规模大一点外，其他均为县

级小城市。现有城市之间产业关联度低，区域合作松散，难以在区域竞争和资源配置中获取优

势。贵州应重视规划，推进形成以贵阳为中心，以遵义、安顺、都匀、凯里等大中城市为支撑

的黔中城市群，带动全省的城镇化发展。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六盘水、兴义、铜仁、毕节等区

域性中心城市加快发展，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建立有利于推进城镇化的体制机制，促进农

村人口城镇化。 

3.3 强化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走生态文明之路 

贵州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科技含量和优化产品质量，鼓励

私营企业和分散农民将土地承包给大型企业规模种植，通过规模生产建立产业集群，从而形成

合理的产业布局；其次要发展高技术、高效益、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



动城镇化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同时要利用自身独有的区位优势，集中重点发展电力、

有色冶金、饮料、烟草和黑色冶金等产业，并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生物工程及医药业、电

子信息产业、新材料、制造及装备制造技术、环境保护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积极与东盟各国

广泛合作，弥补其他省份的不足，走生态文明之路。 

3.4 壮大县域及村镇多极节点，加快发展县域中心城市和重点中心镇 

加快发展县域中心城市和重点中心镇，使之成为聚集产业的“结”、吸引农民的“点”，

县域经济发展的“极”。县域中心城市是城乡统筹的重要载体，贵州要发挥县域中心城市对县

域经济发展的集聚和带头作用，作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政策。推进城镇化必须给予县域中

心城市发展最大可能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向县域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通过扩容提质，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在小城镇建设上，把县域重

点中心镇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予以大力培育，提升重点中心镇的综合实力，使其成为县域

经济强镇或县域经济次中心。 

3.5 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 

贵州历史文化悠久、民族特色鲜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旅游环境资源。在

城镇化进程中，贵州应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融合到城乡规划和建筑设

计中，大力提倡“城市建筑民族化、城市景观个性化”，大力发展独具民族特色的重点工程，

以民族特色文化为导向建设小城镇。同时还要加强民族传统建筑保护，积极研究推广新型乡村

民居建筑，不断突出地域民族特色；城镇周边甚至中心区的山、水、林应尽可能保留部分原始

风貌，让城镇与自然相融相依，提升品位和档次；在城镇建设、民居改造中要融入民族文化元

素，凸显地方少数民族特色，提升城市品位和贵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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