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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奚萍子
1
 

(马鞍山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摘 要】：本文结合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介绍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新形势下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维度包括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城镇化五个方面,构建

了 23个基础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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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缩影,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变革至关重要。中国的人口庞大,国情

也较复杂,各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地方经济,就会造成地区的非均衡性发展。“两会”期间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要改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然要求区域间经济发展相对平衡,而最好的实现方式是推进新

型城镇化水平,使得各区域内城乡的协调发展。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走以人为本、四化

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解决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2019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突破了 60%,高城镇化率为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的

同时,也带了诸如用地紧张、人口大规模迁徙、生态资源破坏和发展失衡等相关挑战。安徽省在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

重要枢纽的安徽省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安徽省政府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提出到 2025年安徽省实现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 62%和 45%,城乡居民差距进一步缩小的目标。因此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高

质量的推荐新型城镇化进程对于安徽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新型城镇化内涵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

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在建设过程中要以实际出发,尊重科学及客观事实,重视区域间的差异,再细分到市城区,

将各种资源优化合理到最大程度,从而去提高资源效率。同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去重视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如水电气

资源、医疗卫生资源和文化教育资源上,另外社会和科技能力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化都是不容忽视的。 

2 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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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许多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分别从国家、省市县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安徽省实际出发,依据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遵循科学、系统、全面以及可操作

性的原则,在新形势下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角度下考虑从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城镇化五个方面,构建了 23个

基础评价指标体系。 

2.1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提升安徽省城镇化质量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带上新型产业的发展以及地方产

业结构调整,因此在时主要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投资水平、财政水平等一些传统的经济评价指标来评价经济城镇化进程,同

时也加入了诸如专利申请授权量去反映安徽省地方发展中科技水平和软实力,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及加速器,另外通

过单位 GDP能耗去反映地区的能源消耗情况,也更能符合当今提倡的绿色高校环保的发展理念。 

表 1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措施层 指标选取 单位 指向性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万元 正向 

产业发展 第二、三产业所占 GDP的比重 % 正向 

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占 GDP比重 % 正向 

财政水平 人均财政预算支出 万元 正向 

科技创新 专利申请授权量 件 正向 

集约高效 万元 GDP能耗 标煤/万元 逆向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正向 

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率 % 正向 

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正向 

消费水平 恩格尔系数 % 逆向 

就业水平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正向 

社会城镇化 

教育投入 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比重 % 正向 

通讯水平 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个 正向 

医疗水平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正向 

交通水平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辆 正向 

信息化水平 互联网上网使用人数比例 % 正向 

文化设施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本 正向 

生态环境城镇化 绿地面积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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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 万吨 逆向 

水源质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逆向 

废弃物治理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城乡协调城镇化 

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元 逆向 

消费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 元 逆向 

 

2.2人口城镇化 

人口是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核心。人口的城镇化表现为人口的向城镇的转移,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数量较

多,伴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安徽省城镇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但也带来了失业人口增加、土地闲置、消费结构调整和二、三

产业从业人员的转移等问题。因此通过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比重进行测量人口城镇化的质量。 

2.3社会城镇化 

社会服务是提升新型城镇化整体质量的重要保障,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类型、规模以及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安徽省

市县区各层面的公共服务城镇化水平,成熟完善质量较高的社会服务水平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质量和精神文明生活水平提高的

源泉。因此评价社会城镇化水平从教育投入、通讯水平、医疗水平、交通水平、信息化水平和文化设施等六个方面来测度。 

2.4生态环境城镇化 

生态环境是在新时期下提升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载体,安徽省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去产能、降消耗的关键时期,废

气、废渣和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对抑制了生态环境改善,因此生态环境城镇化主要从生态基础情况和对环境的保护进行评价,主

要选取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四个指标来测度。 

2.5城乡统筹城镇化 

城乡统筹是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目标,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较高,城乡的差距大小,直接影响城乡

发展和社会和谐程度,以及影响百姓的幸福生活,因此考虑城乡统筹对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现实意义。从而从城乡居民

的收入和消费差距来反应城乡协调的发展情况,从而避免掉入盲目追求城市的快速发展的陷阱。 

3 结论 

自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来,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及全国的差距在不断的缩下,但是新型城

镇化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各方面的复杂的综合体,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也面临城镇化率水平不高、生态环

境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通过构建以上五个层面 23个评价指标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希望安徽省在今

后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能注重多领域的均衡发展,循序渐进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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