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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性研究
1

田振花

（长江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湖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同发展，选取 1980～2015年间湖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的

数据分析了两化的协调程度，结果显示：当前湖北省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

推动湖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湖北省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重视加快湖北省工业的发展，为

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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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实现湖北省经

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湖北省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当前，湖北城镇化面临的工作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有效转移，

实现户籍、生活、就业上的多重转移，这依赖于工业发展能否提供有力的支撑。在中国“调结构”、“重优化”的背景下，如

何评价湖北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其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程度，是湖北城镇建设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做好城镇发展“加

减法”的前提条件。

1、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联

从各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自然过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推动工业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密切关联。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乡村集聚，对专业化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导致农村人

口经过相应的培训进人到产业生产中，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入；与此同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更多的资本向城镇集聚，扩大再

生产。产业、人口、资本的运动，使得工业化与城镇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的催化剂。一方面，城镇化是市场需求扩张的重要力量，城镇人口增加以及城镇居民收入的提

高会带来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增长，对相应公共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通过需求扩张拉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另一方面，城乡居

民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存在的差异，使得城镇化带动的新增市场呈现出不断升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

相应的市场基础。

2、湖北省的工业化发展水平

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常用的指标有两种，一是以产值为计，准，以工业增加值除以生产总值，二是以从业人员作为计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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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第二产业从业人员除以总就业人数。在此以工业产值为基准以反映湖北省工业化的变化和发展。

图 1湖北省、全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比图（1980～2015）

由图 1可见，与全国工业化水平相比，1980～1984年间，湖北省的工业化水平低于全国；1985～1992年间，与全国平均水

平基本持平；从 1993年开始，湖北省工业化的发展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运行，且这种趋,一直延续到 2008年；2008年湖北省工

业化发展水平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以产值计算，1980～2015年期间，湖北省工业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曲折上升的趋势。1980年湖北省工业产值 75.63亿元，2015

年增加到 11532.37 亿元，其间工业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年份为 2012 年，达到了 43.75%。湖北省工业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 1980～1998年，工业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1980年工业化水平 37.93%，到 1998年下降至 33.43%；第二阶段为

1999～2015年，工业化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从 1999年的 35.28%缓慢增加到 2015年 39.03%。

3、湖北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衡量城镇化水平髙低常采用的指标之一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实践中，可选择以常住人口为基准，以城镇常住人口

除以总人口数衡量城镇化水平；也可以以户籍人口为基准，以城镇户籍人口总数除以总人口数衡量城镇化水平。在此，选用第

一种方法来衡量湖北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图 2湖北省、全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比图（1980～2015）

1980年以来，湖北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图 2）。湖北省城镇化水平自 1980年以来不

断提髙，1980～1994年间，城镇化率基本保持在低于 30%的水平发展（1993年除外）。1995年突破 30%后持续增长，在 2000年

突破 40%，达到 40.47%，2011 年突破 50%，到 2015 年湖北省城镇化率已达到 56.85%。1980～2000 年期间，湖北省城镇化率呈

波动增长，自 2001年以来，城镇化水平增长趋于平缓和稳定，逐年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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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分析

4.1指标选取

IU 和 NU 两个指标常被用来分析研究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IU 等于劳动力工业化率比上城镇化率，小于 1，

表明一地区劳动力工业化率低于城镇化率，城镇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农业劳动人口；等于 1，表明一地区的工业化率等于城镇化率；

大于 1，表明农村中存在一定数量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员。NU等于劳动力非农化率比上城镇化率，小于 1，劳动力非农化率低于城

镇化率，表明城镇里部分人员从事农业生产，大于 1，劳动力非农化率大于城镇化率，表明农村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口从事非农

产业生产。

城镇化、工业化、非农化发展比较协调时，IU 值接近 0.5，NU 值接近 1.2。IU 明显小于 0.5，NU 明显小于 1.2 时，说明城

镇化明显超前于工业化、非农化的发展，可能导致过度城镇化，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地区，却无法找到非农就业岗位。IU 明

显大于 0.5，NU 明显大于 1.2 时，说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的发展，存在大量滞留于农村地区的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

生产的人口。

年份 I N U IU值 NU值 IU标准 NU标准 U-IU标准 U-NU标准

1980 14.41 26.84 16.79 0.86 1.60 28.82 22.37 -12.03 -5.58 

1985 21.69 38.20 29.41 0.74 1.30 43.38 31.83 -13.97 -2.42 

1990 20.67 38.83 28.52 0.72 1.36 41.34 32.36 -12.82 -3.83 

1991 20.21 38.45 26.00 0.78 1.48 40.42 32.04 -14.42 -6.04 

1992 20.87 40.07 29.35 0.71 1.37 41.74 33.39 -12.39 -4.04 

1993 21.68 42.40 30.63 0.71 1.38 43.36 35.33 -12.73 -4.70 

1994 22.43 44.93 28.05 0.80 1.60 44.86 37.44 -16.81 -9.39 

1995 23.00 47.50 31.20 0.74 1.52 46.00 39.58 -14.80 -8.38 

1996 22.80 48.80 33.74 0.68 1.45 45.60 40.67 -11.86 -6.93 

1997 22.71 49.77 31.24 0.73 1.59 45.42 41.48 -14.18 -10.24 

1998 21.20 51.55 31.90 0.66 1.62 42.40 42.96 -10.50 -11.06 

1999 20.78 51.98 33.52 0.62 1.55 41.56 43.32 -8.04 -9.80 

2000 20.75 51.99 40.47 0.51 1.28 41.50 43.32 -1.03 -2.85 

2001 20.70 52.00 40.80 0.51 1.27 41.40 43.33 -0.60 -2.53 

2002 20.45 52.00 41.40 0.49 1.26 40.90 43.33 0.50 -1.93 

2003 20.50 52.20 42.00 0.49 1.24 41.00 43.50 1.00 -1.50 

2004 20.54 52.30 42.60 0.48 1.23 41.08 43.58 1.52 -0.98 

2005 20.50 52.30 43.20 0.47 1.21 41.00 43.58 2.20 -0.38 

2006 20.55 52.45 43.80 0.47 1.20 41.10 43.71 2.70 0.09 

2007 20.65 52.65 44.30 0.47 1.19 41.30 43.88 3.00 0.43 

2008 20.25 52.65 45.20 0.45 1.16 40.50 43.88 4.70 1.33 

2009 20.34 53.00 46.00 0.44 1.15 40.67 44.17 5.33 1.83 

2010 20.71 53.60 49.70 0.42 1.08 41.41 44.67 8.29 5.03 

2011 21.00 54.30 51.83 0.41 1.05 42.00 45.25 9.83 6.58 

2012 21.20 55.55 53.50 0.40 1.04 42.40 46.29 11.10 7.21 

2013 21.50 57.15 54.51 0.39 1.05 43.00 47.63 11.51 6.88 

2014 22.63 59.67 55.67 0.41 1.07 45.25 49.73 10.42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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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2.80 61.62 56.85 0.40 1.08 45.60 51.35 11.25 5.50 

4.2数据来源

表 1中 I是劳动力工业化率，以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计算；N是非农化率，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

和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计算；U是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人口的比重计算，I、N,U据 1980～2015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的

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数、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计算整理而来。计算公式如下：

I=L1/L*100%,N=LN/L*100%，U=Pu/P*100%，IU=I/U，NU=N/U，

IU标准值=2I，NU标准值=N/1.2，U-IU标准值=U-2I=2U（0.5-I/U），

U-NU标准值=U-N/1.2=U（l-N/1.2U）

其中，L1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LN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和，L是总就业人数，Pu是城镇人口，P是人口总数。

4.3结果与分析

4-3.1 依据 IU 值、NU 值分析湖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表 3 显示，1980～2015 年间湖北省的 IU 值整体呈下降趋势，

同期的 NU值也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湖北省的城镇化经历了滞后于工业化，再到与工业化发展相协调，进而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

过程。湖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0～1999 年，IU>0.5，NU>1.2，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二者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第二阶段为 2000～2007年，IU趋于 0.5，NU趋于 1.2，城镇化与工业化趋于协调发展；第三阶段为

2008～2015年间，IU<0.5，NU<1.2，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且城镇化发展超前的趋势日益明显。

4-3.2 依据 U-IU 标准分析。根据 IU 等于 0.5 的国际标准值法，依据 U-IU 标准值的变化趋势，可将湖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

关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0～2001 年，湖北省 U 值上升，IU 值下降，U-IU 标准值小于零且趋于减小，说明湖北

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且滞后性逐步减小；第二个阶段为 2002～2015年，U值持续上升，IU值缓慢增加，U-IU标准值

大于零且趋于逐渐增加，说明湖北城镇化由上一阶段的滞后转变为超前于工业化发展，且超前性呈增大趋势。

4.3.3依据 U-NU标准分析湖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根据 NU值为 1.2的国际标准值法，可将湖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可分

为三个阶段。1980～1998年为第一阶段，U值和 NU值同时上升，但 NU值增加的幅度相对更大，U-NU标准值趋于下降且小于零，

表明湖北省这段时间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且滞后程度逐渐增大。1999～2005年为第二阶段，湖北省的 U值上升，NU值

下降，U-NU标准值尽管仍小于零但趋于变大，表明湖北省的城镇化发展尽管仍滞后于工业化，但滞后程度逐渐缩小。2006～2015

年为第三阶段，U值不断上升，MU值趋于下降，U-NU标准值转变为大于零，且 U-NU标准值吴逐渐增大趋势，表明湖北省城镇化

发展转变超前于工业化，且这种超前趋势逐渐增大。

5、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知，当前湖北省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的发展超前于工业化，这意味着在湖北有一部分人口进入城镇，

却无法在城镇正常就业，这主要源于城镇化过程中产业没有同步跟进。非意愿失业的存在和增加，不仅影响这部分人口自身的

生活，而且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可能出现城市贫民窟等问题。因此，湖北省要进一步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优化城

市产业布局和结构，根据湖北省各城市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培育和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推动特色产业集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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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互动，共同发展。依据湖北省工业发展格局，继续壮大湖北省先进制造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推

动新材料、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发展壮大十堰、襄

樊、武汉为基地的汽车工业，推进以武汉、宜昌、荆州、黄石等基地的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发展，以武汉为龙头大力发展生物医

药产业……通过产业发展，为湖北省城镇化提供强力支撑，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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