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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联动机制探讨

——以江西沿江区域为例

汤明 曾芳 陶春元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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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中心

【摘 要】：工业化与城镇化互为支撑、互为依托。近些年，由于承接产业转移，江西沿江区域依托资源优势加

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整体的到一定程度提升。但整体上，工业化和城镇化仍是各行其道。通过

对江西沿江区域各县市区 UR/IR 的测算，判断出该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性仍比较差，并对该区域进行工业化与

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分析，并就联动发展机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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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工业化具有高度相关性。城镇化是由传统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演替转化过程；工业化是产业、就业、社

会的结构组成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替升级的动态过程。城市经济学家巴顿认为，城镇化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工业化；同时城镇

化具有聚集经济效益，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生产要素的转移过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城镇

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
[1]
。研究认为，城镇化前期，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到了城镇化的高级阶段，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城

镇化的主要发展动力；初级阶段的工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而到了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则会形成城镇化率高于工业化率的格局
[2-3]

。

长期以来，江西沿江区域一直注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研究表明，以江西沿江区域整体为研究视角，该区域已经进入

工业化中期的前期，但从沿江各板块发展的局部来看，沿江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够，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也不协调，

这也加剧了江西沿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软肋”
[4]
。如何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已经成为破解江西沿江区域发展瓶颈的突破口。

一、江西沿江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现状

江西沿江区域主要包括 7个县市区，即为瑞昌市、九江县、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浔阳区、庐山区、湖口县、彭泽县，且

均处于九江市境内；其总面积 5136km
2
，沿江岸线长为 152km，其中一二级岸线有 92.52km。近几年来，由于承接产业转移，江

西沿江地区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整体的到一定程度提升，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协调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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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测算，2012 年沿江区域平均工业化率为 52.73%，平均城镇化率为 58.47%，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比为 1.11，其中瑞昌市、

九江县、九江开发区、浔阳区、庐山区、湖口县、彭泽县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比(UR/IR)分别为 0.64、0.73、1.1、3.41、1.93、

0.57、0.9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江西沿江区域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但从图 1 可以看出，沿江各县市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协

调性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整体上与国际公认的 1.4～2.5 这一合理区间仍相差较多，可以看出在除庐山区处于这一范围和浔阳

区本属于九江市中心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均不在此合理范围内。

(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仍处于低位

虽然从 UR/IR 值来看，江西沿江区域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但要认识江西沿江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不应

仅仅停留在“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表象上，实际上，江西沿江各县市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都比较落后，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从江西沿江各县市区工业化程度来看，一是工业化结构层次仍处于低位，承接企业多数属于产业价值链低端；二是产业集群程

度仍处于低位，承接转移企业相互关联度不高；三是产品开发和生产工艺仍处于低位，多数企业为发达地区落后工艺和产品类

型。从江西沿江各县市区的城镇化方面来看，一是沿江区域城镇数量虽多，但对于经济集聚能力和辐射功能偏弱；二是城镇布

局和功能划分不明确，多数是原有乡村自然发展而成，缺乏对工业化的有效支撑；三是沿江各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和吸引力

均较弱；四是城镇化建设资金投入较小，配套基础设施不齐全。

(三)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呈现不平衡

沿江各县市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因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见表 1和图 1)。

浔阳区、庐山区和开发区作为九江市中心城区具有较高的城市化率，瑞昌市、开发区、庐山区、开发区等近年来工业化率增长

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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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沿江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

(一)制约因素

1.体制机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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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制结构方面，受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体制影响，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通仍然带有浓厚的城乡二元制

结构思维惯性
[1]
。社会保障支持系统方面，主要体现在投融资制度、财政和税收制度、土地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在服务工业

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中难以形成合力。

2.产业结构因素

一是沿江区域产业结构协调性不合理。2012 年九江三次产业比例为 8.3∶57.0∶34.7。沿江的彭泽县三次产业比例为 26.1∶

54∶19.9，湖口县三次产业比例为 10.4∶75.6∶14.0；浔阳区三次产业比例为 0.17∶39.85∶59.98(2011)，庐山区三次产业比

例为 2.11∶52.59∶45.30；九江县三次产业比例为 15.5∶63.8∶20.7，瑞昌市三次产业比例为 11.7∶71.0∶17.3。而 2012 年

全国三次产业比例为 10.1∶45.3∶44.6，发达省份(以浙江省为代表)2012 年三次产业比例为 4.8∶50.0∶45.2(对比关系如图

2)。可以看出彭泽县、九江县、瑞昌市、湖口县等县区农业的比重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相差更远；同

时第三产业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是九江沿江区域工业化发展中产业结构方面的突出矛盾。二是产业组织状况不合理。九

江沿江区域产业集聚度比较低，产业配套程度滞后，导致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小。三是第三产业发展的不足，从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引力。

3.资源要素制约

江西沿江发展的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指标短缺是重要的瓶颈。由于国家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对于正处

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建设阶段的九江沿江区域来说，用地指标问题十分突出。同时，江西沿江经济基础薄弱，目前用于发展

基础建设资金短缺。尤其是县区经济基础更加薄弱，且投融资体制保守，资本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些对于要完成工业化和

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建设部分的地方财政压力非常大。

4.环境保护因素

随着 2010 年我国实施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制度，同时九江沿江区域所承接产业转移的多数属于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胁

迫的产业，使得九江沿江区域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压力进一步凸显，形势将更加严峻。

5.惯性思维因素

由于九江沿江区域一直处于欠发达地区，各类体制改革比较落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影响，导致市场机制不够完善，

这也是制约九江沿江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之一。

(二)有利条件



5

1.发展阶段好

2008 年以来，江西沿江区域全面实施“两区互动”(即城镇建设区和工业园区)战略，大力加强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区域经

济社会逐渐迈上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进一步强化。根据工业化发展的曲线规律(如图 3)和用人均 GDP、非农产

业产值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 4 项指标来衡量工业化的水平的方法
[5]
。从 2005 开始，沿江区域 GDP 由 428.9

亿元增加到 1420.10 亿元，增加了 3.31 倍。2007 年，人均 GDP 达 12590 元(以 2007 年汇率计算折合 1724 美元)，一、二、三产

业结构比重为 13.7%、53.2%、33.1%。由此可以判断，江西沿江区域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M 型曲线的上升通道，并处在加速发

展阶段，其特点为二产增速仍将加快，二、三产比重差额还将上升，工业化还将是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动力。

2.区位优势

江西沿江区域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江西沿江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年客运及货运量分居长江各港

口第二位和第四位。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也是东部沿海开发向中西部推进的过渡地带，是京九、长江两大经济开发带的交

叉点，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江西沿江区域是长江和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从长江流域的格局看，江西沿江区域是长江段赣、鄂、

湘、皖四省结合部；从京九沿线看，江西沿江区域是唯一的水陆交通枢纽。同时，该区域也是唯一通江达海的外贸港口。

3.资源优势

江西沿江区域的长江过境水年流量 8900 亿 m
3
，直入长江的河流流域面积 3904km

2
，千亩以上湖泊 31 个，全省最大水库柘林

水库库容达 79.2 亿 m
3
。鄱阳湖有 53%的水域在该区域境内，面积近 300 万亩。

4.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近年来，九江沿江区域产业体系不断优化，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九江三次产业比例由 2005 年

的 16.8∶50.1∶33.1 提高到 2012 年的 8.3∶57.0∶34.7。

5.政策叠加因素

“十二五”期间及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长江中游的江西沿江区域诸多政策的叠加效应将会更加集中。目前产生叠

加效应的主要政策有：国家实施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江西省沿江开放开发战

略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三角)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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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认识

与江西沿江工业化进程相匹配的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
[6]
。其

内涵主要包括：①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②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发展的路径；③城镇地域景观的转变过程；④文化的扩

散过程。其核心是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景观结构的转变过程。

与江西沿江城镇化进程相协调的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其内涵主要

包括：①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农业比重不断下降；②制造工业的迅速发展将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成

功转换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③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变革

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6-7]

。

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①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保障，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②城镇化是规模经济和集

聚经济，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和各类要素的重新配置；③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加速器，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基

本土壤；城镇化反过来作用于工业化
[1，6]

。

四、江西沿江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江西沿江岸线资源是难以重复利用的宝贵资源。要从岸线资源高效且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规划“圈层”式土地利用结构，

增强土地投资强度，提高单位土地的投资容积率。同时强化生态建设力度，重视生态环境功能的恢复和自然修复，不断增强区

域环境容量，以提升区域经济承载力。

(一)以沿江工业产业演替推进区域产业空间重构

产业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

业结构演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优化产业结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找

出并大力发展主导产。主导产业的选择是否恰当、主导产业的发展是否良好、主导产业的潜能有否发挥是关系到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成败的关键因素
[1]
。要加速城镇化进程，就要产业结构高度化，调整工业化战略，加快工业发展，同时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由

第一产业占优势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演进
[8-9]

。要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加快工业结构调整。①以江西沿江的

瑞昌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区、湖口县和彭泽县城镇为聚集点，充分发展区位优势，以区域产业竞合视角，促进产业

集群生态链形成，重点打造冶金、化工、光伏、能源四大产业集群，有序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建材及新材料、化纤纺织、

环保纸业四大产业集群，促进形成一批有特定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临江适宜布局大运输量、大吞吐量、大进大出

产业的资源优势。同时引入“增链补环”的主导优势产业的配套企业，逐步在区域内部形成有梯次、有层级、有接替的接续产

业集群。②依据江西沿江区域企业生产工艺和管理方式落后的特点，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引导传统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

如钢铁生产、铜冶炼及精细化工生产工艺等，使传统产业的产品性能、生产工艺、生产管理、盈利模式和资源消耗等都更加符

合可持续发展标准。③以江西沿江区域的浔阳区及九江港为中心，发挥中心城区优势，重点承接或是自身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服

务业集团企业，促进服务业的集团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提升服务业规模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使业态呈现服务的专

业化和经营的规模化，以现代服务业支撑大工业和城镇化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包括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

个方面。首先是要加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尤其注重引进或培育大型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源流向服务业，拓展服

务领域和业态。其次要注重运用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经营，运用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和改造传统服务业运行模式，推行连锁经营、

电子商务、多式联运、物流配送、特许经营等。最后是要立足江西沿江区域产业基础和行业特色，以及农产品基地和劳动力输

出基地优势。

(二)以沿江区域产业集群培育构建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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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互为支撑，只有将城镇规划与产业规划、园区规划统筹考虑，才能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9]
。在

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背景下，江西沿江区域的产业发展理应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进行产业集群

发展，形成产业生态链。利用九江石化产业园、金属冶炼及深加工、有机硅产业园为种企业，以产业共生理念，在江西沿江区

域及沿江与腹地之间构建区域产业集群网。既是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需要，也是节约企业发展成本，增加区域发展集聚力、

吸引力、承载力的需要。一是引导和扶持江西沿江区域板块化产业集群。在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要素条件背景下，以产业发展

能否发挥沿江区域资源和要素优势、产业能否很好地利用现有基础、产业能否与江西沿江上下游区域经济(如南京、芜湖、安庆、

武汉等)形成良性竞合关系及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情况、就业带动情况、产业集聚效应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等位考量指

标，优选江西沿江区域优势产业。以区域产业共生理念为基础，在江西沿江岸线区域的产业内和产业间逐步形成循环型产业体

系，重点在瑞昌码头工业园(以船舶制造、水泥建材、环保造纸等产业为主)、湖口金砂湾工业园(以钢铁冶金、医药化工、造船

建材等产业为主)和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为主)及石化产业园(以九江石化为核心)等

工业园区层面，做好园区产业选择和上下游产业链设计，并辐射上下游其他地区和沿江区域腹地。首先要引导企业落户，形成

板块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优势龙头骨干企业的自身裂变孵化、产业衍生和配套引商等方式延伸产业链的作用。其次要确立、引

进、培育大项目，积极发展配套产业，形成产业共生网络。二是要形成有利产业集群的要素“高地”。通过完善政策、市场、

技术、资源、金融及其他非生产性因素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对策，创造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投资环境，培育和聚焦“板块经济”
[10]
。

三是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投资商和本地企业进园区创业，优化财税扶持政策，为更好地应对现行招商体系，实施招商主体

和落户地双重管理，在浔阳区和湖北小池镇之间及沿江不同产业规划主体之间发展“飞地经济”，并在政绩分类考核和利益分

配及企业后续管理等问题上制定科学政策。

(三)以沿江区域城镇布局推进工业化的社会支撑系统

第一，优化沿江区域城镇规模结构和布局，更好地发挥城镇对工业的社会支持。首先，把壮大九江市中心城区作为沿江城

市连片开发的中心城市和各县市区县城及沿江小城镇的支撑功能和集聚能力。在进一步做强浔阳区、庐山区和开发区的承载力、

集聚力的基础上，提高瑞昌市、九江县、湖口县、彭泽县等县城的聚集经济效应和对外辐射功能。同时着力发展区域性的中心

镇、重点镇(如马当镇、定山镇、芙蓉镇、流四镇、城子镇、码头镇等)。第二，做好沿江县区城镇功能规划。通过环境承载力、

产业发展条件等科学判断江西沿江城镇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合理规划农业、工业、居住等各类功能区，防止一涌而上等不

科学发展现象出现。通过发展形成中心城镇的工业特色鲜明、产业优势互补。同时引导中心城镇与腹地其他城镇互动，合理布

局腹地重点城镇和产业辐射带
[9]
。

(四)以市场机制推进沿江区域要素合理流动

要素保障是江西沿江发展的前提和原动力。只有建立江西沿江开发有利要素的合理汇聚，才能在沿江区域形成“要素”高

地
[6]
。一是培育市场。江西沿江区域市场完善程度直接决定各类要素的汇聚程度。建立沿江全区域整体开放，且有序竞争的市场

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二是打破障碍。首先要打破二元户籍管理结构，逐步在江西沿江区域建立起以居住地

划分的户籍登记制度。其次是要针对江西沿江区域产业集聚的类型，在化工、纺织、冶炼及机械等主导产业涉及的专业领域建

立统一规范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根据返乡农民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的不同特点，建立多层次、

多形式的就业培训制度，提高劳动力资源整体素质。再次是要加强维权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各类劳动力群体的合法权益。最后

是要加快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相关制度的整个沿江区域内无缝对接，适应人力资源在江西沿江

各区域自由流动。三是搭建平台。推进江西沿江区域土地占补异地平衡交易，更大程度发挥资源主体优势；促进区域污染物排

放权交易，以市场机制带动环境保护内生动力。

(五)江西省级层面推动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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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是江西沿江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①激发财政撬动作用，增加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扩大产业引

导基金支持领域，利用财政贴息、减税让利等方法，在沿江区域的主导产业集群(化工、建材、纺织等领域)、龙头企业产业链

配套(石油化工、环保造纸、金属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发挥财政资金在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②创新金融服务。整合乡

县市省等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同时发展多元化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包括租赁业务和典当融资业务)，创新金融产品。③支持资本

市场融资。设立引导扶持资金，鼓励有较强实力的企业进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企业在主板、创业板等上市、申请发行企

业债券等扩大融资；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处于初创期、种子期的中小企业和科技企业发展；在九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可优先推行中小企业联合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直接融资等形式。④挖掘利用社会资本。运用 BT、BOT、TOT、ABS、特许经营权

转让等新型投融资模式，进入沿江区域的污废水处理、环卫管理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六)以科技创新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技术支撑

建立江西沿江科技创新引导基金，同时综合运用税收、信贷、利率、贴息等手段，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相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9]
。①由江西省政府组织，集中力量解决对沿江区域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和区域产业

共性技术。通过逐级遴选，在江西沿江区域选择石油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对影响产业链裂变的关键

技术可以面向全国招标或与省内外高校合作，解决影响产业链的主要问题，抢占科技先机，填补国内空白。②重点支持大型企

业联合高校申报建立国家级或省级技术开发中心，力争在江西沿江区域的新材料产业、信息产业以及化工、金属冶炼等主要产

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在精细化工等领域搞好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进行主导产业下游新产品、新

技术的合作开发，形成区域产业生态多样性和产业链稳定性。③建立江西沿江区域一体化的技术要素交易、技术服务中介、科

技资源共建共享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新型化和服务业现代化。通过在政府、企业、社会之间发展电子商务，

降低企业管理、企业营销、产品运输和社会服务等过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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