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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规模预测的乡镇布局策略研究 

——以临沧市为例 

马翔 朱姝 雷永琴 马潇源
1
 

（宁夏大学农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摘 要】：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挑战，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建设和促进乡镇产业发展，

以临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增长率法和时间序列法，深入分析人口时空变化并进行人口预测。通过分析预测，

2035 年临沧市城镇人口可达 182.43 万人，城镇化率可达 62.34%，城镇可以划分为四级：发展中心镇、各次级镇、

各重点镇及一般乡镇，应基于划分等级采用不同的乡镇布局策略。 

【关键词】：人口规模 城镇化率 乡镇布局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城镇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

是财富之母”。虽然中国土地幅员辽阔，但人均占有率较低，同时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使土地资源愈加匮乏，依据人口增长率合理

规划乡镇土地利用显得愈发重要。 

现阶段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农业农村方面，例如程志刚和王爱媛以吉林省农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当地发展的基本情

况对城镇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刑美玲、梁彦庆等学者以河北平原地区为研究区域，运用 ArcGis软件对农村居

民点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布局优化方案。较少文献研究人口时空变化对乡镇布局的影响，因此，以临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

近年来的人口增长状况，采用综合增长率法和时间序列法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提出乡镇布局优化建议，以期为推进中国

乡镇城镇化提供新的视角与建议。 

1 研究区域概况 

临沧市地处云南省西南部，面积为 2.4万 km2，边境线长 291km，距离省会昆明 598km。东部、北部、西部分别与普洱市、大

理白族自治州与保山市相连，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临沧是南方交通的重要通道，素有“西南丝茶古道”“黄金口岸”等美誉。正是基于此，当前临沧市不仅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中的重点发展城市，还是搭建起进入东南亚、东亚、南亚三大市场的桥梁，为我国开展边境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1自然特征 

在地势方面，临沧市山脉分支较多，有横断山、云岭山、老别山等，市境区地势呈现出中部高四周低；境内河流主要有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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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捧河、南汀河等，水流流向与地势方向相一致。 

在气候方面，临沧市属于亚热带气候区，光照充足，降雨量充沛，全年无霜期天数少；年平均温度波动范围为 16.29℃～

23.59℃；年日照时数为 1800～2250h，年降雨量为 1500～1750mm。 

在水源方面，临沧市境内水资源丰富，主要河流一共有 5条，分别为：南捧河、罗闸河、小黑江、南汀河、镇康河。 

1.2经济概况 

1.2.1临沧市人均 GDP由 2010年的 8988元/人增加到 2020年的 30794元/人，增长了 3.42倍。 

1.2.2从产业结构来看，三大产业比重由 2010年的 32.07:31.79:36.14调整为 2020年的 27.32:32.60:40.08。第一产业比

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三个产业结构倾向于优化。 

1.2.3三大产业增长层面，最为明显的是第三产业。2010-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10年的 78.56亿元增长到 2018年

的 252.52亿元，增长了 3.21倍。 

1.2.4临沧市主导产业主要是以资源开发型为主，对糖、电产业的依赖较大，由于产业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发展，这些资源型

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2 发展现状分析 

2.1人口发展现状 

截至 2020 年，临沧市共有 2257991 人，其中 23 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97.67 万。在 11 个少数民族中彝族 390251 人、拉祜

族 95803人、傣族 124046 人、布朗族 4444 人、白族 32197人、佤族 242735人、傈僳族 10721 人、苗族 9732 人、德昂族 4850

人、回族 1013人、景颇族 1186人。与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民族结构数据比较，各区县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有增长，至 2018

年临翔区由 6.61%增加到 22.70%，永德县由 11.66%增加到 22.40%，云县由 43.43%增加到 52.30%，凤庆县由 24.82%增加到 33.10%，

耿马县由 43.69%增加到 55.40%，镇康县由 17.26%增加到 32.00%，沧源县由 86.62%增加到 93.90%。 

2.2城镇化发展现状 

临沧市人口多分布于农村，农业人口多，城市人口较少，城镇化水平较低。 

近年来，临沧市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 2010年的 29.87%增长到 2019年的 41.92%，累计增长 12.05%，年均增长 1.5%。

初步形成了中心镇，各次级镇、重点镇和一般乡镇四级城镇体系。 

从人口密度看，临翔区、凤庆县和云县人口密度较高，其次是永德县、镇康县和沧源县人口密度较低。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二

位于凤庆、永德、临翔、云县四县，占总人口的 65.67%。凤庆县人口密度最高(142人/km2)；镇康县的人口密度最低(73人/km2)。 

从城镇化的地区差异来看，凤庆县、临翔区、耿马县、云县城镇化水平较高，镇康县城镇化水平最低，在 35%左右。 

3 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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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城镇发展不平衡 

区域经济平衡问题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位置的差异可以导致同一城市中两个县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距

较大。举例来说，临翔区生产总值 1154358万元，其中凤庆县全区占比第一，生产总值共 1154756万元，而沧源县的生产总值为

189103万元，仅为临翔区约十分之一。 

3.2发展缺乏产业支撑 

目前临沧市内城镇的发展普遍缺乏支柱产业的支撑，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全市工业增加值为 114.10亿元，城镇化率 41.92%，

工业化率为 60%，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工业集聚度不够，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小。 

同时，城镇间产业发展缺乏联系协作可以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以临沧为例，东部和西部的发展差异巨大，各个地区发展

不均衡，多数地区产业和城镇产业体系缺乏联系，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镇以重工业为主，而相对落后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无法

形成产业链，造成产业结构先进的中心城市与生产方式仍然落后的农村并存的局面。 

4 人口容量评估和预测方法 

4.1人口容量评估 

根据实际情况，重点选取生态绿地、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建设用地面积等基本要素进行分析，依据分析要素对人口限制性的

大小，对当地资源进行赋值最后加权求和，得出临沧市的人口容量。 

通过对临沧市各部门和各镇区调研中，发现对临沧市人口发展限制性最大就是生态绿地和土地资源，而由于目前人均建设

用地量较大，通过提高建设用地可以有效增加人口容量。根据最小原则，确定临沧市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且保持生态良好地

可持续发展的适宜人口容量宜控制在 460万人以内。 

4.1.1综合增长率法。 

根据人口年均增长率预测规划期内不同目标年的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Pt=P0(1+R)n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P0——预测基准年末人口规模 

R——人口年均增长率 6.34‰(根据历年统计数据算出) 

n——预测年限 

临沧市常住人口规模为 2020年 256.82万；2025年 264.96万；2035年 282.02万；2050年 308.84万。推算结果见表 1。 

表 1临沧市常住人口规模预测——综合增长率法(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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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划分 2018 2020 2025 2035 2050 

常住人口(万人) 253.60 256.82 264.96 282.02 308.84 

 

备注：综合增长率一般等于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之和(2010-2018) 

4.1.2时间序列法。 

根据临沧市 2010年至 2018年的人口数据的发展变化进行趋势分析，预测规划期内不同目标年的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Pt=a+bYt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Yt——预测目标年份 

a、b——参数 

根据 2008-2018年人口变化趋势计算所得：y=1.3239x+242.33；R2=0.9859，临沧市常住人口规模为 2020年 256.57万；2025

年 263.19万；2035年 276.43万；2050年 296.29万。推算结果见表 2。 

表 2临沧市常住人口规模预测——时间序列法(单位：万人) 

时段划分 2018 2020 2025 2035 2050 

常住人口(万人) 253.60 256.57 263.19 276.43 296.29 

 

根据分析预测，采取多种方法取平均数的方法确定最终规划方案。临沧市人口容量为 460万人，常住人口规模预测综合数据

为：2020年 255.30万；2035年 271.98万；2050年 302.57万。推算结果见表 3。 

表 3临沧市常住人口规模预测(单位：万人) 

规划期年份 时间序列法 综合增长率法 综合 

2020年 256.57 256.82 255.30 

2035年 276.43 282.02 271.98 

2050年 296.29 308.84 302.57 

 

4.2城镇化水平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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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城镇人口从 2008 年的 67.05 万增加到 2018 年的 106.31 万，年均增长 3.93 万人，城镇化率从 28%上升到 41.92%，

年均增长 1.47%，增长幅度不大，城镇化发展仍处于持续发展阶段。 

2017年临沧市比较劳动生产率为 0.46:2.12:2.47，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且发展潜力较大。规划期内工业化的发展可以有

效促进临沧市城镇化水平的发展。 

目前临沧市城镇人口为 106.31万人，占总人口的 41.92%，城镇人口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增长空间，预计近期城镇人口数量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及区域经济调整有所增加，远期城镇人口增长率随着城镇人口基数的增大会有所减缓。 

取 2016—2020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2021-2035年 3%，2036-2050年 2%，结合国家相关预测，取平均水平。则通

过 2018年城镇人口数据，预测城镇人口，预测临沧市城镇化水平将为：2020年 45.80%；2035年 62.34%；2050年 72.85%。推算

结果见表 4。 

表 4临沧市基于城镇人口预测城镇化率 

年份 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城镇化率(%) 

2018 253.60 106.31 41.92 

2020 255.3 116.94 45.80 

2035 271.98 182.43 62.34 

2050 302.57 237.15 72.85 

 

5 乡镇布局优化策略 

5.1中心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突出贸易聚集作用 

空间范围：云县、凤庆县、临翔区、双江县是临沧市经济发展重要地区。首先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空间整合提升效益，完善

功能，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要优化土地利用效率，促进资源保护和减少污染排放，保证其地区增长

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增长速度，引领临沧其他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继续推动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 

在城镇发展方面，建立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社会公共服务中心为一体的综合区域，对外开放建设集区域性商贸交易

和物流中心以及旅游服务接待中心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可持续发展。 

产业方向上重点发展三次产业的综合性建设，着力发展有资源优势的传统产业，如糖、茶及酒、饮料等特色产业，同时注重

新能源、生物医药，环保、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注意发展科技、通信和服务等第三产业，尤其是临沧中心城市，

可以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优势，建设成为整个临沧市的科教文卫中心，与凤庆和云县以经济社会优势共同构筑“翔

云凤”城镇带，提升整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5.2各次级中心强化特色产业，发展生态工业 

空间范围：耿马县、沧源县、双江县所辖的地区。这类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要坚持优先环境保护、适度合理的发展，适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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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可持续发展工业和环境的可承载的工业类型，以生态旅游和生态畜牧业为基础，加强保护和生态修复，逐步有序地引导人口转

移。 

发展上以生态环境整体保护优先为原则，全面推进镇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推进道路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

集聚能力和人口承载能力，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生态优良、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山水城镇。 

产业导向上一方面发展以多民族旅游资源开发为主，同时发展热带旅游等内容，逐步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餐饮

业、住宿业，持续提升服务档次和水平，把旅游业建成临沧的新兴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民俗工艺品加工业，带动旅游

消费，依托优良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以竹木加工、药材加工为主的生物资源加工业。 

5.3各重点镇强化二、三产业辐射功能，充分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空间范围：孟定城市、南伞镇、芒卡镇、永和口岸所辖区域。这类区域生态环境脆弱，为适度开发和点状发展的重要片区，

是开展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的重要节点空间。 

以完善城市基础建设与交通设施建设为导向，通过开放口岸建设，吸引国际资金和技术进入，形成以出口加工为经济特色的

口岸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 

产业导向上，一方面发展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产业，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与市场以及本地的区位优势，做强出口加工产业规

模，增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家对外口岸的优势，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发展成为跨国际合作的示范区。 

政策导向上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人才与项目的进驻，增强地区的口岸建设，争取设立

出口保税区。 

5.4普通乡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探索发展“生态城镇” 

空间范围：以镇康县、永德县所管辖范围为主。这部分区域产业不够集聚、发展条件不足，要坚持优先发展、适度发展，根

据当地条件承载资源和环境的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引导人口逐步有序转移。 

城镇发展上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为原则，推进城镇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培育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大力发展传统文化和旅游

业来建设特色城镇。同时加强该区域各个片区城镇的经济、人员空间联系，形成协调发展的城镇空间格局。 

产业导向上一方面发展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及生物资源加工业；另一方面，依托临边资源，积极发展对外的

出口加工业。 

政策导向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持力度，引导生态移民，培育当地特色产业，

并有针对性地建设配套服务设施。 

6 总结 

人口与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也与当地经济发展、城镇规模息息相关。 

通过分析云南临沧市人口以及村镇布局现状，以人口和乡镇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析临沧市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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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村镇布局的优化策略： 

临沧市适宜优先发展市域范围内的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至 2035 年形成临翔区、云凤一体化新城、孟定新城三个中心。

在发展中心城市时应注重城镇化的发展质量，走梯度推进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上，初步形成中心镇，各次

级镇，重点镇和一般乡镇四级城镇体系。中心镇：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突出中心金融、贸易等的

集聚作用；各次级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与生态工业，带动第三产业，加强建设基础设施；各重点镇：加强二产、三产的辐射功

能，实现一二三产融合；一般乡镇：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探索发展“生

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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