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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阻碍因素。近年来尽管城乡

一体化一直备受重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继续推进我国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工农互促、城乡互

促以及乡村发展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湖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新时代湖北省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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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好。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当前中国仍然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结

构，农村不管是在经济发展、产业分配、公共服务，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发展均滞后于城市。2018

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仍分别高于农村居民的 2.68 倍和 2.15 倍。2020 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言无疑又是一大挑战。 

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也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教育、医疗服务卫生、社会保障等改革仍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

中之重。要加快补齐农村居住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短板，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更要响应国家号召，继续推进

湖北省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1 湖北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1.1城乡人口数量以及收入水平差异分析 

1.1.1城乡人口数量。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纷纷涌入城市，导致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农村人口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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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17年湖北省城乡人口数量变化（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2-2018年） 

由图 1 可看出，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口数量呈不断增加、农村人口数量呈不断减少的趋势。在这 7 年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

增加 73.65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年减少 53.08万人。由此可得出，湖北省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愈加明显。 

1.1.2城乡收入水平差异。 

近年来尽管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

遏制。 

 

图 2 2014-2017年湖北省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5-2018年） 

由图 2可以看出，湖北省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2014到 2017年这 4年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分别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 2.29、2.28、2.30、2.31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的局面仍无明显改观。 

1.2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湖北省城乡差距逐渐减小，但湖北省城乡在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差距

仍然较大。 

1.2.1城乡产业结构。 

湖北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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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7年，第一产业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减少，然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这对于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所以要在农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小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1.2.2城乡公共服务。 

城乡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目前城乡教育、医疗水平差异较明显。 

城市中学占地面积相比于农村较多，约是农村的 6 倍，而小学的占地面积城乡差距较小，由此可见，大量的中学都聚集在

城市，乡村所占比例较小，并且城乡师资力量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虽然乡村的医疗点以及乡村医生的数量并不少，但是一甲、

二甲、三甲类等大型医院大都聚集在城市，城乡医疗水平差异显著。 

1.2.3城乡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优抚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近年来湖北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使得

城乡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但是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2017年湖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1018.9万人，大约是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的两倍，由此可见

湖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普及率较大。湖北省失业保险、工商保险以及生育保险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增长幅度并不大。 

湖北省现今正一步步迈向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按照《湖北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的要求，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16%。湖北省失业保险费率执行 1%的期限继续延长至 2020年 4月 30日。

自 2017年起，湖北省城乡居民基本都参保了养老保险，但是农村参与的保险种类并不健全，比如说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由

此可见，湖北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2 湖北城乡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城乡产业结构发展仍然不均衡 

随着湖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差距逐渐变小，但是城乡产业结构发展仍然差距较大，农村的主导产业仍然

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小，大多数工业以及服务业仍然聚集在城市。由 2018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可知，2017年湖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 1278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为 839万人，由此可见，湖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所占比重仍然较大。2017年湖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6129.72亿元，工业总产值为 45642.59亿元，可见湖北省产业重心正在

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另外，湖北省农村现代化程度不高，2017 年湖北省农业机耕面积为 5929.27 千 hm2，相比于 2000 年

虽有所提高，但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仍然不高。由此可见，应该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强对农民的知识技能培训，培养一

支懂农业，爱农村的知识人才队伍。 

2.2城乡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2017 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要继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如今湖北省农村

公共服务质量存在显著差异。由 2018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可知，2017年湖北省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为 230.6万人，其中初中

城镇人数为 130万人，乡村人数为 18.5 万人；高中城镇人数为 79.6万人，乡村人数为 2.3 万人。普通中学在校职工数为 24.5

万人，其中城镇人数为 21.8万人，乡村人数为 2.7万人。可见，城乡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应大力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2016年湖北省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为 4.04万人，2017年为 3.96万人，人数有所下降。另外乡村医疗设施相比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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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薄弱，所以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现代化，提高农村医疗服务质量，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2.3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明显 

目前，湖北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明显，城镇人口保险种类主要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由 2018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可知，2017年湖北省城乡居民有 2260.1万人参保了基本养老保险，2019年

城乡居民基本普及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农村参保保险种类仍然较少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观，所

以还应该继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不断普及农村保险种类数量，逐渐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 

3 新时代湖北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3.1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涵与战略意义 

3.1.1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有效的促使城乡人口、技术、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逐步使得城

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政策上协调发展的过程。目前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逐步由

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是指在已有的发展基础上，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更好的流动，使得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

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差距进一步缩小，从而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弊端，

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城乡相互融合的新格局。 

3.1.2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2017 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要继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加强环境治理。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也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教育、医疗服务卫生、社会保障等改革仍是

推进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城

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是进

一步缩小城乡差距的有力举措。 

3.2新时代湖北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3.2.1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人类在尊重自然爱护自

然的同时也是在爱护自己。与此同时更要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因此我们必

须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从而更加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 

3.2.2注重土地集约利用率的提高。 

首先，“离土不离乡”是当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形式，其产生的主要问题就是村庄空心化，导致农村建设用地呈

现不集约利用状态。随着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加，所以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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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农村土地的优势，追求土地利用的边际效应和综合效益最大化，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

耕地面积逐渐减少，且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因此要注重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从而使湖北省城乡一体化效益最大化，实现城镇

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 

3.2.3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制度。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承载能力进行综合考量，分别制定不同的落户标准。要

“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2016年，《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

“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稳定就业、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申领

居住证”。另外一些大型城市实行积分制落户，湖北省武汉市自 2017 年 10 月份开始试行积分入户政策，这为长期在武汉就业

和居住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了入户渠道，因此实现湖北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要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制度。 

4 推进湖北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 

4.1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要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进农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切实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加快乡

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力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从而推动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充分发掘乡村的潜在功能及价值，统筹推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以及生态的协同关联性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利用城乡资源优势，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

而更好地推进湖北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4.2积极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积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切实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化发展，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

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大力推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加大对环境

的保护力度，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的环境保护理念，切实保护好环境。 

5 推进湖北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5.1继续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5.1.1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 

发展现代化农业离不开农业信息化，现在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农业生产环节上，可

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对农产品进行灌溉，比如说新型滴灌技术。它可以通过网络控制灌溉时间、水量以及灌溉面积，从而有

效的节约水资源，同时通过信息收集、筛选，进而指导下一步的工作。在农机具采购以及农副产品销售方面，可以通过电子商

务，进行线上交易，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5.1.2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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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现代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要培养一

批优秀的农村新型技术人才，不断研发新型农产品生产技术、灌溉技术，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大力

支持农业科技投入，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5.2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5.2.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现代化。 

要合理统筹农村的教育资源，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当前农村地区小学数量较多，中学所占比重较小，因此要完

善农村教学类型。另外农村教师师资力量较薄弱，要加大对农村教师的补贴力度，当地政府应积极出台一些政策从而吸引更多

的优秀教师投身于农村教育。要优化教师流动机制，要对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同等对待，在同工同酬的基础上，对农村教师增加

额外补助，从经济和精神方面满足教师的需求，从而引导教师流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5.2.2提高农村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质量关系着农民的健康水平，因此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不容忽视。首先应加大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

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其次应加强对乡村医生的技能培训，严把医生门槛，另外，乡村医生要具备充足的医学知识以及良好的医

术道德，要做到真心为人民服务。最后建立医生流动体制，加大补贴力度，让更多优秀的医生投身于农村，从而提高农村医疗

服务质量。 

5.3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 

5.3.1不断增加农村保险种类。 

目前，农村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已逐渐普及，像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尚未普及，所以接下来要不断

增加农村保险种类，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老有所依，病有所养，生活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5.3.2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要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建设进程，切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给予更多支持，逐渐提高社会

保障覆盖率。另外，当前农村保险种类仍不健全，因此要完善农村保险类别，逐步建立城市与乡村一致、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

障体系，为市场经济的顺利推进提供有效保障。要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实行企业中所有员工的保险类别同等化。要把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从城市向农村延伸；还要建立农村大病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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