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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及问题研究
1

胡 睿，胡紫薇，王亚华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通过分析泰兴市的总人口与城镇人口变化、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情况以及其城镇化发展进程，揭示其

存在的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问题，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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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稀缺性战略资源，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人地矛盾显得尤为尖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

盾日益突出，而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城镇过程的两个重要标志。泰兴市作为人口净流出型小城镇，其土地和人口城市化

水平如何？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深研细究，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与论述。

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状况

1.1 人口城镇化进程

2005 年，泰兴市户籍人口共 128.13 万人，常住人口共 119.96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 68.96 万人，占总人□的比重为 57.49%。

城镇人口为 51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42.5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2.51%。

2015 年，泰兴市户籍人口共 119.53 万人，常住人口共 107.72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 68.96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47.49%。

城镇人口为 61.63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7.2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5.88%。

从 2005 年至 2015 年，泰兴市常住人口虽然减少 12.24 万人，但是，城镇人口不减反增，增长 10.63 万人，城镇化率提高

近 15 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发展较快。与周边地区相比，泰兴市城镇化率低于锦江、高港，高于姜堰和兴化。同时低于泰州平

均水平 4.3 个百分点，说明泰兴市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近些年随着泰兴市对外交通条件改善、工业化进程加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泰兴市城镇化发展策略将进一步强化，城镇

化发展将逐步提高。

1.2 土地城镇化进程

因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年度主要为 1996 年以来，泰兴市 2008 年以前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搜集有困难；且 2009 年起启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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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前后数据有一定程度的突变，因此采用泰兴市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三轮城市总体规划数据，重点

分析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情况。

近年来，泰兴市规划局共组织编制过三次城市总体规划。三次规划的基期年分别为 1993 年、2008 年、2013 年，如图 1 所

示，将三个时间节点的泰兴城市用地数据进行属性合并、空间叠加，形成各阶段泰兴市城市用地扩张矢量图。泰兴市的城镇范

围多集中于中心城区，因此通过比较泰兴市中心城区内城市土地的面积变化情况反映近年来泰兴市扩张过程。

图 1 泰兴市中心城区城市土地扩张图

在中心城区内，1993 年、2007 年、2013 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983.41hm
2
、3162.76hm

2
、4353.70hm

2
。20 年来，泰

兴市中心城区城市土地共增长 3370.29hm
2
，面积增长 4.4 倍。具体通过计算扩张速度和扩张强度，分析泰兴城市用地扩张情况。

扩张速度指数指在某一阶段内某一区域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该区域初期土地总面积的比值，它衡量的是城市建设用地在

该阶段内变化的速度和趋势，其计算公式如下：

扩张强度指数是指在某阶段内某一区域的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面积与该区域初期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的比值，它衡量的是

城市建设用地在该阶段内变化的强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I分别为扩张速度及强度指数，Aa为期初$市土地面积，Ab 为期末城市土地面积，T为时间间隔，S为研究区总面

积。

根据公式 1 和公式 2 计算各阶段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及强度指数，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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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时段泰兴市中心城区城市用地扩张速度、强度

时段
1993～2008

年

2008～2013

年

扩张面积（hm
2
） 2179.35 1190.94

扩张速度（hm
2
/a） 145.29 238.19

扩张强度（％） 0.67% 1.10%

分析不同阶段泰兴市中心城区城市用地规模和扩展速度，发现中心城区城市用地规模总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根据表 1

中的扩张速度及扩张强度，将 1993～2013 年的泰兴城市土地扩张划分为低速扩张、快速扩张两个阶段。其中，1993～2008 年为

低速扩张，2008～2013 年为快速扩张。

1993 年，泰兴市社会经济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用地主要分布在济川街道（原名泰兴镇）的中心区，从 1993～2008 年城

市土地增长了 2179.34hm
2
，年均扩张速度为 145.29hm

2
，扩张强度为 0.67%，为低速扩张阶段。这一阶段，泰兴市以老城区外围

的圈层扩张为主，同时开辟了沿江城镇发展轴，新建了位于滨江镇的工业园区。2008 年后，泰兴市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

扩张迅速，从 2008～2013 年，城市土地增长了 1190.94hm
2
，年均扩张速度为 238.19hm

2
，扩张强度为 1.10%，为快速扩张阶段。

这一阶段，泰兴市以如泰运河为中轴线，向沿河两岸扩张，并扩大滨江产业园区。与此同时，周边乡镇的中心街道不断新增建

设用地，以黄桥镇和虹桥镇为主的两个城市迅速順起。

2、存在的问题

2.1 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维度和衡量指标。泰兴市 2005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2.51%，而到 2015 年增长到 55.88%，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13.37%。众所周知，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而常住人口中又包含农业转移人口，大量的农业

转移人口是构成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是按照户籍人口口径计算的户籍城镇化率从 2005 年的 39.62%增加到 2016 年的 50.9%，十年间仅提高了 11.28%。这一差

距显示出城镇化过程的分裂性，也显示出人口城镇化表象下人的城镇化的不足。泰兴市人口城镇化比重提高，但是“人口城镇

化”并没有实现“人”的城镇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涌人城市，虽然他们已经在城镇中生活和就业，但他们享受不到与原著民

类似的待遇和福利，甚至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度排斥和歧视。比如在泰兴市城区中有城镇户口 19.3 万人，但是实际生活人口超

过 22.4 万人（其中，本市外乡镇的暂住人口 23000 多人，外来务工人员 8000 多人，合计约 31000 多人）。他们中的农业转移

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技能的落后，大多数返回农村或者家乡所在乡镇，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因此，虽然泰兴市的人口城镇化

水平在 2015 年达到 53.88%，但是按照户籍人口口径计算的户籍城镇化率在 40%左右，这个差距显示出城镇化过程的分裂性，也

显示出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

随着泰兴市的工业发展，城镇化水平面临持续提高。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陆续将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泰

兴市面临着大量的进城落户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这也将成为反映城市综合水平的一项

指标。如若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激化城市内部的矛盾，并且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分裂。

2.2 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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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和城镇化进程演进机制，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动其实是一个联动的过程。一方面，随

着农业转移人口涌人城市，城镇规模相应也会扩张，城镇建设用地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理论上村庄

的数量、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也应该逐渐减少，其城镇用地扩张与农村居民点应该表现为相反方向的变化趋势。然而在现实中，

虽然城镇化不断发展，农村人口虽然总体上逐渐减少，但城镇用地和村庄用地却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由此可见理论与实际

存在巨大偏差。根据泰兴市 2009～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2009～2015 年，泰兴市城镇用地面积 680.89hm
2
，年增

长率为 2.65%，其中城市用地和建制镇分别增长了 233.83hm
2
和 447.06hm

2
，年增长率分别为 2.02%和 3.15%。同时村庄用地面积

增长了 327.95hm
2
，年均增长率达 0.30%。

结合泰兴市实际情况，分析得出两方面原因。首先，近几年滨江镇的工业发展以及黄桥镇发展特色小镇的过程中，乡镇企

业崛地而起，其厂房、工厂使用的报批地类却是 203 村庄，因此导致了村庄面积增长。其次，随着城镇化发展，农业转移人口

进入城镇，但是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仍有晚年回归故里的传统观念。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存在缺失，

农村宅基地管理不完善。因此有的废弃宅基地限制或者一户两宅情况仍旧存在。因此，农村城乡出现“农村人口减少、建设用

地反增”的不良发展局面，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对坚守耕地“红线”构成了巨大压力。

3、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对比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对于两者协调研究具有前瞻性作用，本文通过 2005～2015 年泰兴市人口与城市建设用地

变化分析出两者的差距，主要结论有：

（1）近年来，泰兴市总人口减少，但是城镇人口不减反增。

（2）城镇人口虽然增长，但是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未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

（3）土地城镇化下的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是土地资源的浪费，应采取相应措施。

3.2 研究展望

本文运用 ArcGIS 空间分析法对泰兴市城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对比人口城镇化进程，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城市化是一

个国家地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表现趋势。但是泰兴市现阶段的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还需要在土地

管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优化和改革，促使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协调发展，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人城市。

因此，未来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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