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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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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城镇化改变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城镇发展为产业繁荣提供空间,加快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安徽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省之一,新型城镇化成为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的主要能动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质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7.005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

2015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6.1%,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等以上水平｡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经济的

稳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住房条件也显著改善；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也伴随着城镇人口猛增､资源大量消耗､城

镇环境不断恶化等显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建立产城互动机制,对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顶层设计,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的基础进一步拓展的｡城镇化是农村不断向城镇转化的过程,随着城镇社会形态发展和经济的进

步,逐渐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市民结构的社会演化过程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结构之显著特征的有机统一过程(胡际

权,2005)｡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有着显著不同,为顺应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提出的新型发展模式,其重点关注城镇化

质量的提升(蓝庆新,2013)｡事实上,不同行业领域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新型城镇化到目前还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定义｡单卓然,

黄亚平(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重点在于改善民生､提高城镇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平等城镇化､幸福城镇化､转型城镇

化､绿色城镇化､健康城镇化和集约城镇化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王新越(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通过

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拉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城镇功能,实现经济形态､社会功能､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未

来城镇化的建设,并不是毫无方向毫无节制地扩大城区,寻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应重点建设高质高量,以人为核心

的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姚士谋,2014)｡

2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对产业发展及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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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上,“新型城镇化”伴随着“新型工业化”战略被提出,其重点是通过产业发展和城镇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工业化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走向高级的过程,是农业产业向非农业产业不断转移的过程,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产业不断转移的过程,也是单个企业向企业群､产业群不断集聚发展的过程｡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依存,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城镇

化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那么?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Michael 通过实证研究得

到,城市化的进程能够不断推动产业重组与产业分工,促进产业进一步集聚,从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得以实现产

业结构升级｡吴福象､刘志彪(2013)通过研究长三角城市的城镇化发现,各种优质要素在城镇化过程不断集聚,实现了要素空间上

的高效流动,释放集聚的外部经济性,也提高了企业科研创新效率,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蓝庆新､陈超凡(2013)通过构建新型城

镇化综合指标体系,使用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发现二者明显相关,且新型城镇化

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明显的正面空间冲击效应｡综上,认为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产页结构升级｡城镇的发展能够带来就业的增加,

使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促进了商品消费(工业)及社会服务(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同时也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繁荣,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繁荣与市场扩大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基础设施资金有了保障,这也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

发展,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又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到此布局,形成良好产城融合｡

2014 年 12月,国家发改委等 11 个部委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安徽省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省之一｡新型城镇化成为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研究新型城镇化在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和

指导意义｡

3 实证分析

为更好的衡量新型城镇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开放程度､环境发展､创新发展､生活质量六方面出

发,设计出衡量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分别计算六大方面的得分,最终计算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指

标体系及所占权重如下:

经济发展(23.22%):GDP(17.51%)､GDP 增长率(12.87%)､地方财政收入(17.93%)､地方财政支出(14.9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7.57%)､第三产业比重(19.20%)；

环境发展(19.17%):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7.29%)､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32.71%)､建成区绿化率(13.20%)､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15.34%)､年空气污染指数达优良的百分比(11.47%)；

人口发展(13.7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2.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4.01%)､人均 GDP(21.78%)､城市人口密度(29.17%)､非

农就业人口比重(12.99%)；

创新发展(14.22%):高新技术增加值(36.06%)､普通高等学校数(18.53%)､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45.40%)；

生活质量(14.67%):人均社会消费品总额(17.74%)､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16.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08%)､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25%)；

开放程度(15.0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09%)､进出口总额(46.91%)｡

按照熵值法计算出 2006-2015 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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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2006-2015 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总体呈上升趋势｡由 2006 年的 0.0050 上升到 2015 年的 0.2214,增长幅度较大｡

从六大方面的得分情况看,人口发展得分从 2006 年的 0.0634 增长到 2015 年的 0.1679,增速为 164.82%；经济发展得分从 2006

年的 0.0849 增长到 2015 年的 0.1500,增速为 76.68%；创新发展得分从 2006 年的 0.0001 增长到 2015 年的 0.2117,科技迅猛发

展,创新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徽省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得到了很大发展；随着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生活质量得分从 2006 年的 0.0001 上升到 0.1653；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6年环境发展得分为0.3271,而到2015年,下降到0.0870,可见,环境问题成为阻碍安徽省新型

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图 1 可见,2009 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转折点,不断影响着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发展｡2006-2015 年,安徽省一产占比不断下

降,非农产业占比不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劳动力从农业产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二产占比看,呈现出倒 U 形变化,从三

产占比看,呈现 U形趋势｡起初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产业发展带来空间载体,同时为工业发展集聚要素,使得工业不断壮

大,但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第三产业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得优势显现出来,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始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可见,在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动下,安徽省产业结构不断向着“三二一”趋势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 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改变传统城镇的发展模式,更注重环境效益,城镇品质,但环境问题仍然成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大

制约因素,同时也阻碍了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优化｡因此,只有在发展新型城镇化时,注重环境保护,提升城镇品质,城镇化才能得

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才能不断地升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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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城互动发展

产业发展需要城镇提供载体,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城镇发展需要产业支

撑,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要促进产城相互融合互动,产业带动城镇发展,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协调机制｡

4.3 依托城镇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

安徽省各城镇资源禀赋不同,要依托各城镇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优势,引导城镇发展特色产业,避免出现重复建

设,走差异化道路,打造特色小镇｡在大力发展城镇特色产业的同时,要树立品牌形象,创造品牌文化,进一步提升城镇产业创新能

力,提高城镇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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