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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人口城镇化路径与策略研究1 

李佑静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400020 ） 

【摘 要】 渝东北区域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期，主要城镇化模式为以县城为依托的中小城市发展模式，构建相应

模型预测渝东北城镇化率 2020年将达 55%左右，需要采取积极的城镇化与人口转移策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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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城镇化路径选择与战略研究是城镇化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课题。1980 年以来，以小城镇发展论为主导，主要的

代表人物是费孝通先生。政界和新闻界也有不少人主张小城镇发展论。1990 年以来，乡镇企业过分分散及小城镇无序发展的问

题逐渐暴露，主张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学者越来越多。 

代表作有叶维钧等著《中国城市化道路初探》，枇受枯、丁一主编《中国城市化道路一思考与选择》、杨立勋著《城市化与

城市发展战略》。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模式不必局限大小之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方

向。 

整体上看，国内学界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集中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上进行研究，而从城市社会学角度，

尤其是针对不同区域特点、不同资源条件和人口社会结构条件下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区域城镇化的战略研究方面明显不足。渝东

北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和路径研究对各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实现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 1渝东北地区城镇化率      单位：万人，％ 

  全市   渝东北. 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增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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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 

增量 

城镇人口 

增量 

城镇 

化率 

城镇 

化率量 

  

总量差 

2003 1174.55 41.90  214.90  25.06  (16.84)  

2004 1215.42 43.50 1.60 225.15 1025 26.50 1.44 (17.00) (0.16) 

2005 1265.95 45.20 1.70 239.15 14.00 28.06 156 (17.14) （0.14） 

2006 1311.29 46.70 1.50 251.02 11.86 29.50 1.44 (17.20) (0.06) 

2007 1361.35 48.30 1.60 262.80 11.78 31.00 150 (17.30) （0.10） 

2008 1419.09 50.00 1.70 277.30 14.50 32.69 1.69 (17.31) (0.01) 

2009 1474.92 51.60 1.60 292.35 15.05 34.34 1.65 (17.26) 0.05 

2010 1529.55 53.00 1.40 309.03 16.68 36.90 256 (16.10) 1.16 

2011 1605.96 55.00 2.00 321.59 12.56 38.63 1.73 (16.37) （027） 

,2012 1678.11 57.00 2.00 334.61 13.02 40.44 1.81 (16.56) （0.19） 

2013 1732.76 58.34 1.34 343.27 8.66 41.80 1.36 (16.54) 0.02 

2014 1783.01 59.60 1.26 353.01 9.74 43.23 1.43 (16.37) 0.17 

2003~2014年增 55.31 1.61  12.56  1.65    

2003~2008年增 48.91 1.62  12.48  153    

2009~2010年增 55.23 150  15.87  2.11    

2011~2014年增 63.37 1.65  11.00  1.58    

年增速 3.87 3.26  4.62  5.08    

数据来源：历年重庆市统计年鉴，2014年重庆市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 渝东北人口城镇化现状 

2.1渝东北人口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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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区域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期，但近年增速有所放缓。总量上，渝东北城镇人口和城镇化率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2003~2014年，渝东北城镇人口增加了 138.11万人，年均增加 12.56万人,年增速 4.62%。区域城镇化率提高了 18.17个百分点，

年 均 提 高 1.65 个 百 分 点 （ 见 图 1 ） , 城 镇 人 口 快 速 增 长 , 城 镇 化 率 大 幅 提 升 。

 

爆发式增长特征明显。城镇人口数量在 2008~2010 年其间持续大量增加,城镇化率在 2010 年更是呈现明显的异常增长（见

图 2）。 

 

渝东北城镇化推进速度总体上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扣除爆发式增长，城镇化率提升速度长期低于全市平均永平，近年来差

距有所缩小。11年来，渝东北城镇化率年均增长量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0.04 个百分点。但 11 年中，只有 4 年渝东北的城镇化率

增量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见图 3）,2007年以前，渝东北的城镇化率与全市的差距逐年加大，2008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善，

虽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差距在缩小，2011年以来一直保持了这一趋势（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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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镇化率上升受乡村人口向区（县）域外转移影响较大，合理引导人口回流及其分布是未来区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

要战略举措。2003〜2008年，渝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年均增加 12.48万人，比 2011〜2014年还多 1.48万人/年，而 2003~2008年

城镇化率提升速度并不比 2011~2014年高，相对还要低 0.03个百分点。突出表现在 2010年，其城镇人口只比 2009年多新增 1.63

万人，城镇化率却多提升了将近一个百分点，表现为城镇化率的爆发式增长。乡村人口持续向区县外转移，导致乡村常住人口

持续减少，助推了城镇化水平提升。但这种助推力受经济发展影响大,.这在 2009年时已有所表现，渝东北 2009年比 2008年新

增城镇人口多 0.45 万人，但城镇化率提升量却低了 0.04 个百分点（见表 1）。因此积极引导回流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未来推进区

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战略举措。 

2.2渝东北人口城镇化特征 

2.2.1渝东北地区城镇化较为滞后，城镇"平参差不齐。城镇化最高的万州区 2014年底已达 61%,最低的城口县只有 30%。但

近几年渝东北地区城镇化增速较高,各县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期，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化水平将继续呈现加速提高的态势。 

2.2.2统计的城镇化率偏低。目前渝东北地区除万州城镇化率超过 50%,大多数县的城镇化率都低于 40%。但真正常住农村的

人口很少，也就只有农村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地方更少,常住农村的人数肯定没有达到农村户籍人口的 50%。统计公

布的城镇化率偏低，原因之一是一些在县城和镇街打工的农民工,农忙时会回农村种地种地，并未算为城镇常住人口，虽然他们

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居住生活在城镇。原因之二是部分在城镇上学，户口在乡村的中小学生虽然长期居住生活在城镇，但未统

计为城镇常住人口。 

2.2.3、城镇化质量不高。目前渝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不高，一 

是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少，异地转移的多，城镇化率提升很大一方面依靠的是劳动力异地打工。二是各区县近年来增加

的城镇常住人口主要是抚养人口，大多是因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到城镇上学的农村适龄儿童和照顾他们的老人。他们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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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生活的经济开支主要依靠的是家中外出打工者赚来的劳务收入，如果只依靠本地二、三产业的发展无法支撑目前的城镇化水

平。三是乡镇迁移人口大多数没有转户，他们是城镇有房，农村有地；虽然常住城镇，但仍然保留农业人口户籍、农村的住房

和责任田。 

3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影响因素 

3.1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区域人口集聚能力弱。渝东北地区大部分县县域经济欠发达，缺乏产业支撑和就业空间，人口综合承载能力不强。区

域内净流出人口逐年增加，吸纳人口的能力弱。除万州外，大部分县城吸纳县外人口的能力较弱，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县

内乡村人口。 

3.1.2 人户分离加剧，城镇化中半城镇化问题突出。渝东北地区户籍人口非农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大幅落差表明，

农村劳动力转移转人不转户（户籍），农村人口迁移进城迁人不迁户（户籍）的情况比较普遍。人户分离现象加剧。近年来快速

增加的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大部分人虽然居住生活在城镇，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在农村有房子和责任田，

没有享受城镇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大量在异地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虽然目前在其它城市工作生活，但户口仍在农村，他

们的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1.3区域内人力资源水平越来越低。农村劳动力中年富力强的外出打工，考上大学的学生 90%以上不会回来工作，教师、

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精英骨干也向重庆主城区转移，年复一年在人口迁移中层层淘汰，区域内人力资源水平堪忧。 

3.1.4 县城扩城意愿强烈，缺乏产业支撑。区域内各县都有做大县城的冲动，都想迅速扩大中心城区面积。但大多数县城的

地形地质条件都不好，向外扩张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目前普遍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渝东北地区工业基础差、交通成本过高、

产业发展前景不乐观，县城做大缺乏产业支撑。目前渝东北地区的县城普遍缺乏特色，无论是城市布局还是建筑风貌，都显得

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且房屋密集，难以体现小城市的优势。与千方百计做大县城规模相比，地方政府就如何将县城建设成有

独特优势和自身特色的小城市思考较少。 

3.1.5 城镇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发展缓慢。在等级化的县域城镇管理体制下，各种资源集中向县城或中心城区配置,县城一

城独大,聚集了县域一半以上的城镇人口，镇街资源匮乏，城镇功能不全、配套服务设施不足，二、三产业发展受限，吸引聚集

人口能力差，发展缓慢，难以作为城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有效载体。 

3.2影响因素分析 

3.2.1区域功能的定位。渝东北地区被定位为生态保护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确保三峡库区水资源的安全和生态环境涵养成为

渝东北首要功能,这使得该区域农村人口本地城镇化受到双重约束。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分和定位推进城镇化，必须实行“点上开

发、面上保护”，处于生态保护区的渝东北各区县就要严格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这必然导致作为农村

人口本地城镇化支撑和基础的产业发展受到环境保护的限制和约束，作为农村人口本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的城镇扩张受到限制

和约束。 

3.2.2较低工业化水平的制约。渝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态势及常住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当地经济欠发达，缺乏产业支

撑和就业空间，人口综合承载能力不强。人们常说：人跟钱走，钱跟人走。.产业的聚集带来人口的集聚，人口城镇化离不开产

业的支撑。渝东北地区产业发展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受限的双重困境。作为城镇化支撑的工业基础薄弱，先天不足；因三峡工

程搬迁所导致的产业空心化，本身区位、交通、用地等条件较差，生态保护区的定位，又使得工业发展受到环境保护的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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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受限,使得该区域工业发展条件差。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渝东北地区相对较低的工业化水平难以对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形成支撑。 

3.2.3 异地打工收入增加。理论和实践证明，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和城市人口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收入

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渝东地区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收入的增加对渝东北当地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起到直接促进作用。近几

年渝东北地区各县城的快速扩张，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常年在外的几十万打工大军的支持。正是依靠他们用辛勤劳动

换来的劳务收入，在县城购房，在场镇购房，才让各区县的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价格不断飕升。让他们的子女、老人能搬到

县城或场镇居住。 

3.2.4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也导致农村人口向县城和场镇集中。目前村里的小学大部分被撤消，合并

到场镇上的中心学校,少数偏远村子虽然保留了小学,但大多只收 1~3 年级的学生，学生少，老师少，师资弱，教学质量差。读

初中必须到镇上，高中则只有县城和原区公所所在的场镇才有。因此农村孩子上学就得去场镇，孩子太小家里的成年人就得去

陪读。 

优质教育资源主城最多，其次是县城，最后是重点镇。无论城乡，家长大多有望子成龙之心，于是农村和乡镇有条件的家

庭，就会想办法将子女送到县城上学；县里条件好的家庭，会设法将子女送到重庆主城上学。这些学生和陪读家长就成了他们

上学所在地的常住人口。 

3.2.5交通改善与重大项目布局的影响。一个地区把交通状况的改善和是否有重大项目的布局，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进而影响当地的人口聚集规模。高速公路和铁路的修建极大地促进了渝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没有交通的改

善，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更慢，人口外流更多，城镇化水平更低，也无法吸引周边四川、陕西、湖北等省的人来当地工作居住。 

3.2.6政策与制度变革的影响。政策的修改和制度的变革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尤其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的改革.从人口历史数据上可以看到，渝东北地区所有区县，农转非人数和城镇迁入人口数在 2010~2012年都有一个大幅度的增

长，2012年后急剧回落，一下回到 2008〜2009年的水平。进入常态化的户籍变动，从这个特殊时期可以看到政策与制度变革的

巨大作用。 

目前，各县每年户籍农转非主要是征地产生的。少量是购房入户的，目前农民如果不是因子女到县城上学（除了孩子的户

口迁入外还必须有一个监护人的户口迁入）或要买城镇养老保险等因素，一般是不愿意将户口农转非的。 

3.2.7就业形势的变化。当前就业形势的变化使农村外出人口持续增长，农村常住人口不断下降。渝东北地区大量的外出人

口直接影响当地常住人口的变动。目前从全国范围看，农民工就业市场宽松，从过去的就业难到如今的“招工难”“民工荒”，

年轻的农民工选择工作的机会增多，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也能在城市找到工作。过去农村 50岁以上的人只能留在农村务农，现在

不少 50岁以上甚至 60岁左右的农村人进城打工，他们有的从事家政工作，有的在餐馆洗碗择菜，有的从事园林绿化工作。 

近几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待遇条件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子女接到城里共同生活，不少人还

将老人接来照顾小孩。渝东北地区大量外出的农民工从独自进城务工经商到全家进城生活，直接导致当地常住人口不断下降。 

3.2.8婚姻观念和居住方式的改变。乡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婚后居住意愿的变化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在实地访谈时，不少当

地基层干部反映，目前农村青年要结婚，女方一般都会要求男方在场镇上买房，条件好的则要求在县城买房，否则婚事就成不

了，即使男方在村里有 2层楼 3层楼的新房也不行。这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这也逼得有儿子的父母要在县城或场镇买房。 

4 区域城镇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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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情景一：按历史趋势发展 

渝东北城镇人口保持目前发展趋势，在 2020年大约为 430万，对应的城镇化率为 55%（见图 5）。 

 

4.2情景二：全市城镇人口快速增长，渝东北相对发展趋势不变 

构建渝东北城镇人口占全市城镇人口比重与其非农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关系模型，渝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以

趋势外推法测算（见图 6、图 7）全市城镇人口依据重庆市总规深化报告中测算的 2020 年目标值为 2300~2400 万。由此测算渝

东北 2020年城镇人口为 426〜445万，对应的城镇化率为 53%。 

 

4.3情景三：全市城镇人口快速增长，渝东北实现“点上开发、面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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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实现“点上开发、面上保护”，需要进一步缩减面上人口，也就是还需要大力缩减农村地区人口，区域的城镇化率

提升速度未来会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与全市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将由目前的 16 个百分点缩小为 15〜14 个百分点。2020 年全

市平均城镇化率约 70%左右，渝东北的城镇化率在 2020年可能在 57%~60%,城镇人口可能为 400~410万。 

5 人口与城镇化策略 

5.1坚持中小城市发展模式，构建合理的主体框架 

渝东北地区高山深谷的地形地貌限制了城镇的扩张，脆弱的地质条件也不适合人口大规模集聚，二、三产业薄弱更让城镇

化缺乏有力的支撑。渝东北地区应坚持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依托县城，构建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主体框架。

因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求，万州成为该地区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开县、梁平、垫江有条件逐步发展成为 30〜40万人的

中等城市；奉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盆周山区区域中的物质集散中心和商品交易中心，可逐步发展为 20〜30万人的中等

城市。但奉节县城的地形地质条件较差，目前的人口密度较大，未来城市规模不宜过大。渝东北地区其余县城的地理地质条件

都不适宜发展，城市规模不宜过量扩张，应定位为小城市。  

5.2重点打造若干小城镇，使其逐步发展成小城市 

渝东北地区大多数县城用地条件较差，县城扩张受到极大限制。在今后的城镇化进程中，重点打造若干条件较好的小城镇，

使其逐步发展成 5、6万人左右的小城市，成为农村人口本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应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小

城镇建设。如像奉节县兴隆镇依托本身所处的特殊位置和周边的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建设旅游新城，农民到镇街居

住、开店经商，镇街规模迅速扩大。可以将一些优质中小学布局到小城镇，同时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小城镇

生活环境，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 

5.3 结合优势资源建设农村居民特色聚居区 

渝东北各区县都有特色农业和旅游休闲业发展定位，基于土地适宜性评价、农业和旅游业资源禀赋，兼顾农业生产作业半

径和旅游业服务半径，合理布局农村居民聚居区，统筹生态扶贫、农村危旧房改造、退耕还林、三峡后扶等项目资源，提升农

村居民聚居区的设计水平和建设质量，实现农村居民就地城镇化。. 

5.4 控制区域经济规模、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区域经济人口承载力 

“人口跟着产业走”，要达到渝东北理想人口目标，需要在产业发展上下大功夫，通过控制规模、调整结构，降低区域经

济人口承载力。 

首先是市级各项规划要增强衔接，从资源配置角度控制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市级层面对区县发展限制性较强的主要有国土

规划、建设规划、园区发展规划，不同的规划展示给各区县的是不同的发展预期。 

其次是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目前规划的特色农产品、旅游业等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对经

济规模不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渝东北的产业定位需要进一步优化设计，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降低区域经济人口承载力。. 

5.5调整人口分布，引导人口向适宜发展的地区流动 

通过产业布局调整人口分布。一个地区产业的分布必然影响人口的分布，工业园区最终都会发展成一座新城。下一步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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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在产业布局时要向部分适宜发展的区县倾斜，通过产业布局调整人口分布。渝东北地快有条件聚集人口的区县有万州、

开县、梁平、垫江，在今后规划工业园区用地方面，在招商引资推介方面，应重点向这些地区倾斜，以此引导区域内人口向这

些地方聚集。 

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引导人口流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日俱

增，希望子女上好学校，希望看病进好医院。可以将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机构布局在适宜聚集人口的城镇，引导区域内

人口合理流动。 

通过规划布局，引导人口向区域内适宜发展的地区聚集。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工业用地规划；制约地区城镇发展规模。根据

渝东北地区各区县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和产业用地规划，引导人口流动，合理布局区域

内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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