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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乡村城镇化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基于孝感市的调查
*1

张学新 裴坤坤 熊媛 柯尧嘉 杨丽娟 王力

（湖北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摘 要】:基于对武汉城市圈成员孝感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小城市乡村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不同年龄

段、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对待城镇化的态度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调查表明，推进“十三五”新型城镇化的

主要制约因素是现行户籍制度，关键是能否因地制宜形成产业支撑，核心理念是“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需要制

度改革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要发展城市群，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提高城市

建设规划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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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是把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包括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2016 年 2 月，习近平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国家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 年）。我国城镇化主要由政府主导，“推进模式”有：建立开发区、建

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等。新型城镇化，如何走出中国特色道路、

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国外许多文献进行了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如下类型。

全局性小城镇发展研究。舒尔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运用城镇发展新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对美国小城镇发展的成功经验进

行了深刻总结，提出了不断发展的公司应该考虑把小城镇作为它们下一步扩张的目标等一系列观点。朱建达通过分析小城镇空

间形态发展的背景， 揭示了不同发展阶段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空间形态发展的模式与特征；研究了其形态的形成、

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态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交通等方面多方位审视其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研究总结了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深入探究其与小城镇发展的密切关系。

局部性小城镇发展研究。例如“苏南模式”。陈小卉，徐逸伦等、夏永祥以江苏省南部城市乡镇为例，提出快速城市化地

区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一元模式。“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揭示了我国城乡关系的整合一种规律：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

必须分阶段进行。并指出现阶段还是制度引领的城镇化阶段，出现“囚徒困境”现象。苏南城镇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

城市化相关政策和制度等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苏南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构筑完善的相互协作的制度体系；在规划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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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塑城乡规划的核心地位，建立和谐为主体的规划，形成城镇体系规划、镇域规划、镇区总体规划、控制单元规划的由宏观

到微观的编制体系，必须充分重视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唐伟戍等认为适度保护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内生资本积累方式，从区

域长远发展角度开启“去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产业升级道路，应当成为苏南地区转型的重要选择。胡亮，王兴平、范凌云认为

高水平的就业城镇化和低水平的居住城镇化是苏南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外来人口在乡村的集聚是制约居住城镇化发展的原

因之一。新苏南模式时期城镇化是外向型、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区域城镇化、 去乡村化；渐进市民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

产城融合型。邰沛沛对都市周边典型乡村做农业产业的调查，认为当前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仍存在，农业投入不足，发展无

序诸多问题，建议改变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及生产方式。刘瑾，等、孔翔，杨帆以济南高新区东区、昆山市开发区为例，解析

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高新区的政策机制、法律机制等动力机制。指出主要以刺激普通劳动力聚集的开发区建设难以促进城市功

能和社会网络的优化，必须通过产业区与城区的协调发展，协调推进产业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演变、构建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网

络、改善区域人口结构和社会资本状况，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罗震东，何鹤鸣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演化的理

论逻辑，认为长江三角洲当前小城镇的发展加速呈现为三种类型：都市一体化型、区域增长极型、公共服务中心型。田翠杰，

等在对 7 省（市）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等实证研究产城融合城镇化发展现状，认为我国产业发展与城镇化

融合度较低，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前，而土地与环境发展明显滞后。建议要突出人口与就业的核心地位，使得社会发展与

经济发展同步，同时不要超过土地与环境的承载力。姜珊借鉴运用地理学的相关分析方法，从人口、产业、空间以及政策四方

面分析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发展路径。

农村居民城镇化的意愿分析。罗震东等基于常州市区的调查，发现各类镇区已经成为乡村居民最愿意和最容易接受的就业、

居住与日常生活的城镇化目的地，村民的意愿中镇区所占的比重均远远超过城区。陈蕾等重点考察了皖南部分农村居民城镇化

意愿低的原因。研究发现，部分农村居民不愿意进城定居与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低、就业能力不足、难以接受城市过高的生活成

本、乡土观念浓厚及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有关。

武汉是中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而孝感位于武汉“1+8 城市圈”，即以武汉为中心，100km 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孝感距离

武汉市中心仅 60km。为了了解大都市城市圈里中小城市的乡村城镇化发展现状、问题，本文基于孝感市的调查，拟探讨未来城

镇化的发展路径及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的对策。

2 问卷设计内容

本项目主要完成以下任务：一是调查孝感市属各县市区的城市格局；孝感作为中小城市，其小城镇与现有城市群布局是否

科学，城市化率达到多少；与大武汉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是否紧密衔接；是否与孝感本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二是

摸清孝感各市县为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采取的城中村改造、迁村并居、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产业集聚区建设情况。三是

抽样调查各县市区的乡镇经济实力与产业集聚度。四是典型调查部分县市小城镇管理现状，测度小城镇管理水平与适应现代商

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差距。

依据调查任务，问卷设计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信息，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第二部分，对城镇化建设的理解，

包括参与城镇化意愿及看法、对住房被拆迁的态度、是否了解本地的拆迁补偿制度及相关安排、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

问题、户籍的改革能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村地区城镇化后能否拉动第二、第三产业。第三部分，对城镇化建

设现状的调查，涵盖是否现过强拆现象、被拆迁的房屋类型、期望补偿与实际补偿的差距、对被占的房子或者土地补偿形式、

是否遭遇户籍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公平的待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最需要做什么、城镇建设是否突出本地的特色、

城镇化过程中是否重视文化建设、希望以什么形式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政府改善城镇生态环境方面最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对目

前城镇住房最不满的是什么、对目前居住城镇管理瓶颈问题、城镇化建设最需要改进哪些方面等。

最后按照等比例、等概率的抽样方法对孝感市三县三市两区的城镇化进行调查，获得有效样本 108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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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城市乡村城镇化发展现状、问题

3.1 问卷调查结果的概述

调查得知，孝感市 2015 年城镇化率 53.60%。相比全省城镇化率 53.5%，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湖北省居中，低于 2015 年世界

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约 54.9%）。

孝感是武汉城市圈成员，境内有京广、汉渝、长荆三条铁路，107、316 国道和京珠、孝襄高速公路贯穿全市，省道、市县

区域干线纵横其间，公路密度居全省之冠。城镇主要分布在城市周围及交通干线上。

孝感拥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刁莲、焦湖藕、太子米、银杏、板栗和乌柏等名特优农副产品，建成 11 个国家级商品粮、优质

棉、“两高一优”示范区和名特水产品、畜禽、林果生产基地，培植孝感麻糖米酒、安陆银杏、汉川水产、南大市场等十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团。 全市汽车机电、盐磷化工、轻工纺织、食品医药、金属制品等五大支柱产业年工业增加值过百亿元，

初步形成汉川市金属制品产业集群、汉川市纺织产业集群、应城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安陆市粮机产业集群、孝感市开发区纺

织产业集群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孝感城中村改造时，按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城中村划分为一类区和二类区。一类区包括滚子河以西、京广铁路线以南范围

内孝南区 4 个街道办事处与市开发区所辖行政区域。二类区包括城市规划重点控制区内除一类区以外的用地范围。

建设现代农业试点镇。选择了汉川西江乡、孝南西河镇、云梦隔蒲潭镇、安陆烟店镇等 4 个乡镇作为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转方式调结构，形成特色优势。

优化行政管理模式。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成立马口市和东马坊市，以县级市的模式进行管理，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创

新城镇化建设融资模式。创新 PPP 融资模式，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公共设施建设领域，推进孝感市文化中心、临空区综合管廊等

一批试点项目建设。

经济引领集聚区技术改造，助推集聚区经济转型升级。推行“政银企集合贷”和“助保贷”等新型融资服务模式，积极创

办国家级及省市级孵化器。推进集聚区 80% 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实施集聚区企业并购重组。

近年来，集聚区企业通过股权改造、招商引资、引进战略投资人等多种形式加快并购重组工作。鼓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强

强联合，共建新项目。支持有产业关联的民营企业之间收购重组。

统计表明，孝感市 2015 年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企业当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在产业集聚区的支撑

作用，全市工业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

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村民中 70.63% 的被访问者愿意过城镇生活，其中占比最多是 34 岁以下人群 50%。愿意留守乡村的，

多是那些受教育较少、年龄较长的。发现年龄、文化程度 2 个因素对村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34.73% 的被访

问者认为“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要前提，应该大力发展”，14.44% 的认为“农村应该有农村发展的道路，一味的城镇化

只会适得其反”，50.83% 的认为“不大好说，一切都得看具体措施，真实效果而定”。对拆迁的态度，11.39% 表示“拆迁有

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十分支持”，40.72% 的表示“拆迁可以得到适当的补偿，在对自己没什么损失的情况下支持”，44.41%

的表示“如果补偿不满意，坚决不拆迁”，3.48% 的表示“不想拆，但是如果大多数人拆了，也就不坚持了”。对“是否了解

本地的拆迁补偿制度及相关安排”，仅 12.54% 的回答“非常了解”。90.21%的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对生活有影响。54.05% 的

认为户籍改革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67.93% 的受访者认为农村地区城镇化后能拉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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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50.49% 的表示居住地出现过强拆现象。被拆迁的房子 84.82% 是上辈留下或自己建的私屋。86.53% 的拆迁

居民认为实际补偿比期望低。62.87% 的认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原因是“政府从中作梗”。在问及村民“城镇化的过程中，被

占的房子或者土地以什么样的方式补偿”，“ 货币补偿”，33.74%、“ 产权交换式补偿”，26.49%、“以地换地”，13.68%、

“住房补偿”，19.32%、“其它”，6.77%。失地村民通常会被重新安置并拿到补偿款，但他们常常难以找到工作和适应城市生

活。调查显示大约 80% 的承包地被征的农民获得了补偿款，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金额。总体而言对政府的拆迁工作感到一般或满

意的有 89.46%。

调查数据表明，61.33% 的表示因户籍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上遇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其中 85.63% 的表示此种情况只能“无

奈接受”。在问及“政府目前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从高到低依次是“加大垃圾清扫设施和人力投入”，22.42%、

“改善医疗条件”，22.08%、“完善社会福利和救助体系”，21.89%、“提高饮水质量，加大污水处理力度”，21.08%、“其

它”，12.53%。36.27% 的被访问者认为所在的城镇建设突出了本地的特色。27.44% 认为“镇区城镇化过程中，重视文化建设”，

35.74% 的认为“一般”，36.82% 认为被忽视。数据显示，70.61% 的希望以创业、创意园区形式实现产业集聚发展，10.16% 的

希望是商务楼宇，8.81% 的希望是特色街区；10.42% 的希望是其他形式。在问及“政府改善城镇生态环境方面最需要采取什么

措施”，比重最多的前三位是改善水质，24.78%、改良土壤，21.21%、改善空气质量，19.94%。在对目前城镇住房最不满的选

择中列前三位的依次是周边环境差，25.27%、配套设施不齐全，22.61%、政府发放补贴太少，16.42%。在回答“居住地城镇管

理瓶颈问题是什么”，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环境污染”，45.74%、“看病难、上学难”，32.37%、“治安环境差”，15.41%、

“其它”，6.48%。在征求“所在地的城镇化最需要改进方面”，位列前三位的依次是“饮水水质”，14.25%、“住房条件”，

11.39%、“街道的整洁程度”，10.73%，位列后三位的依次是“城镇噪音”，2.57%、“绿化和公园”，4.41%、“社区文化”，

4.53%。

调查数据表明，失地村民城镇化后谋生方式，56.47% 的是“进工厂或是去建筑工地”、12.38% 的是“打与农业相关的生

产的零工”、10.26% 的是“创业”，20.89% 的是“其它”。可见，城市化进程中失地村民除少数农民能利用城镇发展带来的

商机经商办企业外，大多数农民由于知识文化水平低、技术水平不高，在寻找工作岗位时处于劣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又

因缺乏资金和投资理财的能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影响，尽管政府出台很多扶持农民创业的政策，大多数农民仍很难

自主创业。

调查发现，孝感市城镇具有其他地区类似特点：农村城镇的主体是农村居民，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空置的村庄渐多，

乡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并渐渐变得贫瘠。农村城镇的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农村城镇的人口密度较低，聚居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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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产业类型单一。

孝感市少数城镇建设中土地利用粗放。城镇建设之初选址是农村经济效益好的村庄，四周基本上是经长期耕种、产量高的

耕地。小城镇建设与发展造成耕地总体质量下降。

孝感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出现一、二类区内单位集资建房、单位存量土地上自建房、个人新征地建房和房地产零星开发等

乱象。

孝感小城镇管理体制没有很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城管执法手段单一，违章者层次参差不齐。部分执法者工作意识淡薄，

素质不够高、执法手段简单粗暴。

对城镇化认识不够准确。少数地方政府的理解是建城、再建城。存在着“把耕地围起来、楼房建起来、农民进城来就是城

市化”的片面认识，没有按照构建“三位一体”（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改造、自然村庄合并）的农村城镇发展新格局的要求，

忽视了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目前孝感市产业集聚区集聚度依然不够，集聚区纵向延展性差，很多优秀的上下游企业没有落户集聚区。另外企业横向关

联度低，企业之间没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多数企业之间存在同业恶性竞争现象，未能形成一种竞合发展态势。城镇经济聚集

效益发挥不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产业发展不协调，忽略了与第二、第三产业的配置，造成乡镇企业难以向小城镇集中。城镇

规模不大，居住分散而不稳定，第三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就业机会相对较少，限制了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吸纳。

忽视环境保护和建设。许多小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地、水和空气，严重影响了农地的质量和人畜用水卫

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有的破坏植被、土地，造成水土流失或带来潜在的危机；有的破坏绿地、公园或不注意环境

的建设。

3.2 城镇居住意愿差异的 Kruskal-Wallis 检验

Kruskal-Wallis 检验原理。多个独立样本的 Kruskal-Wallis 检验是统计学中多样本比较的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总体

的正态性概率分布不作要求，它综合了两个独立样本的曼- 惠特尼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思想，通过对各样本在混合样本中

的秩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首先提出零假设 H0 ：多个独立样本的总体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检验统计量 ，然

后把多个样本混合起来排序，求秩，再按样本组求秩和。设 表示第 i 组的第 j 个观测值，它在混合排序中的秩为 ，其

中 是总观测值数目。计算检验统计量 H 的观测值，对给定显著性水平α ，查表或计算

，当 时，拒绝原假设，否则接受原假设。

取显著性水平α =0.01，“您是否愿意过城镇生活”按年龄段分类的 Kruskal-Wallis 检验、按文化程度分类的

Kruskal-Wallis 检验的渐进显著性（p- 值）分别是 0.0015、0.0007，均小于 0.01，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城镇化的意愿显著

性不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城镇化的意愿显著性不同。可见，对城镇化建设，人群参与的积极性与年龄成反向变化，与学历

高低正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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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

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有新的发展模式，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灭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半城镇化”现状。要放宽条

件，鼓励未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企业所在地登记落户。引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在城镇落户。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落实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对政府批准设立社区居委会的城中村、城郊村等地村

民，开展“村改居”户口登记工作，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取消引进人才、就业、购房、创业等落户的限制条件，探索建

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行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并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先导，继而推进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土地

和综合配套“五项改革”，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调控手段来实现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使不同城镇

间居民收入和福利差距的缩小。

其次要因地制宜形成产业支撑，加快产城融合。扶持产业集群升级纳入省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出台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意

见，把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纳入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工业投资项目向产业聚集区集中连片发展。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

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镇格局，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集聚力和承载能力。

第三是更为“绿色环保”的城镇化，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政府要树立“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念。突出城镇规划优先和生

态环保优先的建设原则。城镇化过程中要注重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展现特色文化城镇化。

第四是更为“智慧”的城镇化。要采取创建宽带示范、深入推进光纤到户、大力发展 TD-LTE、提高城镇宽带普及水平、提

升网络质量能力、改善用户上网体验、加快 IPv6 商用进程、鼓励宽带应用创新等措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总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以人口的城镇化为核心，发展城市群，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同时要有制

度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四化同步、生态环保、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等一些原则必须遵守。新型城镇化的原则应该是市场为主

导、政府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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