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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电力数据，从生活水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四个维度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成效指标

体系，进一步对标苏浙，评估安徽城乡协调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安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步提升、产业协调发展

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公共服务差距改善。对比发现，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水平与苏浙相对接近，产业发

展与基础设施与苏浙差距较大但逐步改善。该评估有助于找准城乡协调发展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助力城乡协调发

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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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省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分析 

1.1指标构建与评估方法 

为更深入更全面评估全省城乡协调发展情况，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内容(统筹城乡规划建设、统筹城

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管理制度、统筹城乡收入分配)和《安徽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推

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考虑从生活水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四个维度，采用城乡倍

差(城乡倍差=城区人均用电量/乡村人均用电量)。法深化剖析城乡协调发展情况，评估指标详见表 1。 

表 1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考察指标清单 

序号 考察维度 考察指标 备注 

1 生活水平 人均生活用电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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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发展 人均产业用电 产业用电为三次产业用电合计值 

3  户均配变容量 - 

4 基础设施 人均交通运输业用电 交通运输用电主要包括公共交通运输和电气化铁路用电 

5  人均电信类服务用电 电信类服务用电主要为电信、广播传输服务业用电 

6 公共服务 户均平均停电时间 - 

7  人均公共服务用电 公共服务用电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燃气、水供应服务业用电 

 

1.2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步提升 

乡人均生活用电量均保持中高速增长。2020 年安徽省城乡人均生活用电量分别为 750.5、574.9 千瓦时，较 2018 年分别增

加 47.9、59.2千瓦时。除去 2020年因疫情影响，2018、2019年安徽省城乡人均生活用电量年均增速均达 10%,表明安徽省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改善。 

城乡人均生活用电倍差较小且相对稳定。2020 年安徽省城乡人均生活用电倍差(城乡人均生活用电倍差=城区人均生活用电

量/乡村人均生活用电量，下文“倍差”类同)。为 1.31,较 2018年下降 0.05。近年来，安徽省城乡人均生活用电倍差持续在 1.38

以下，并呈现较为稳定趋势，表明安徽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在同步改善过程中，均衡度亦保持稳定。分地市看，池州、铜陵、阜

阳城乡人均生活用电倍差相对较低，黄山、滁州、蚌埠、合肥、宿州城乡倍差相对较高(图 1中右图坐标轴对应的刻度值为全省

平均水平，位于第 1 象限的地市在现状及协调性改善趋势方面均领先于全省平均水平，位于第 3 象限的地市在现状及协调性趋

势方面均滞后于全省，下同。另外，因疫情对 2020年城、乡居民影响的差异较大，故人均生活用电城乡倍差散点图采用 2021年

1季度值绘制)。 

 

图 1人均生活用电及城乡倍差 

1.3城乡产业协调发展逐步推进 

乡村人均产业用电高速增长，城乡倍差逐年缩小。2020 年安徽省乡村地区人均产业用电增速达 7.4%,高出城区 5.3 个百分

点。近年来，安徽省乡村地区人均产业用电增速持续高于城区，支撑城乡用电倍差由 2018年的 2.2 降至 2020 年的 2.0,表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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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省城乡产业发展协调性逐年改善。分地市看，合肥、淮北、淮南人均产业用电城乡倍差最小，亳州、芜湖次之，与全省平均水

平接近。近年全省 16个地市人均产业用电城乡倍差大面积下降，仅宿州、阜阳、铜陵、池州、滁州 5个地市倍差扩大。 

城乡产业结构同步优化，高质量发展同步迈进。一方面城乡装备制造业用电占比均扩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占比均缩减，产业

结构同向优化。2020年，城乡装备制造业用电占比较 2018年均提升 2个百分点，分别提升至 23%、21%。另一方面城乡产业互补

性明显且稳定，乡村地区采矿、农副轻工业用电占比高(28%),以农林牧渔产品为原材料的制造业优势明显。 

 

图 2人均产业用电及城乡倍差 

 

图 3城乡工业结构 

1.4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其中电信基础设施进度最快。近年来，安徽省乡村地区加快推进电网、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

建设，2018-2020年全省乡村地区户均配网容量、人均公共交通运输业用电、人均电信广播用电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4.6%、6.8%、

18.4%。分地市看，滁州、黄山、宣城、马鞍山、合肥等市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领先，淮北、池州、阜阳等市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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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基础设施人均用电及城乡倍差 

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仍然较大，其中交通运输设施差距最大。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差距总体偏大，其中电网、电信基础设

施方面人均用电倍差分别稳定在 1.4和 2.2以下，而在交通运输方面倍差高达 7倍以上。分地市看，仅铜陵、淮南、芜湖、蚌埠

在城乡协调性及改善趋势方面滞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芜湖、蚌埠、滁州公共交通运输城乡协调性较好；池州、铜陵电网设施城

乡协调性改善最为显著，滁州、安庆户均配网容量城乡倍差稍高。 

1.5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显著改善 

城乡公共服务用电差异显著缩小。安徽省城乡人均公共服务业用电较快增长，2018-2020年城乡公共服务业用电年均增速分

别为 9.9%、11.5%。其中乡村地区用电增速持续快于城区，城乡倍差逐步下降，由 2018年的 2.5下降至 2020年的 2.4。分地市

看，亳州、宣城、宿州和池州 4地市公共服务业用电城乡差异较小，其中，宿州、宣城城乡协调性改善趋势较好，城乡协调性及

改善趋势均优于全省。 

城乡电网服务差异明显改善。受农网改造升级推动，安徽省城乡户均停电时间差距由 2018 年的 11 小时减少至 2020 年的

7.4小时。分地市看，绝大多数地市电网平均停电时间城乡协调性显著改善，仅安庆、黄山、淮南平均停电时间城乡差扩大。 

2 对标苏浙，安徽省城乡协调发展成效与短板并存 

2.1城乡居民生活及公共服务协调性与苏浙标杆地市水平相对接近 

城乡居民生活方面，安徽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倍差与杭州、宁波、苏州基本处于同一水平(1.2 左右),各区域城乡居民生活

协调性较均衡。城乡公共服务方面，安徽省城乡协调性与标杆地市差异相对较小，但仍处于落后位置。安徽省城乡人均公共服务

业用电倍差(2.4)低于南京(2.8),略高于杭州(2.2)、宁波(1.9),与苏州(1.1)差距较大。 

2.2城乡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协调性与苏浙标杆地市差距逐步改善 

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运输领域是安徽省城乡协调发展最为薄弱的一环，但安徽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正不断

推进、产业也在不断发展，人均用电增速远高于标杆地市。产业发展方面，安徽省人均产业用电倍差(2.0)虽与苏州、杭州、宁

波存在差距，但 2020 年安徽省乡村人均产业用电增速为 7.4%,远高于杭州、苏州和宁波。产业结构层面，安徽省与苏浙差异明

显，安徽省城乡制造业用电占比接近，而杭州、宁波、苏州显现出制造业向乡村聚集特点。基础设施方面，安徽省城乡电信广播

传输用电倍差与苏浙标杆地市差距较小，城乡公共交通运输业用电倍差(7.9)虽与南京接近，但显著高于杭州(0.9)、宁波(1.8)、

苏州(1.8)。2020年标杆地市乡村人均公共交通运输业用电均为负增长，而安徽省同比增长 6.2%,表明安徽省乡村公共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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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协调性提升空间较大。 

3 结论与建议 

3.1坚持补短板，靶向缩小安徽省与标杆地市城乡差距 

强化乡村地区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服务保障，在乡村振兴、城乡协调发展工作中发挥交通“先行官”作用；优化并合理配比城

乡产业结构，以产业发展推动城乡协调性改善。与苏浙标杆地市比，安徽省公共交通运输城乡协调性欠佳且城乡产业互补性不

强。交通是经济发展大动脉，完善路网设施建设、强化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服务保障，合理规划部分产业由城向乡转移，以产业发

展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给城区释压，改善城乡协调性。 

3.2坚持抓统筹，同步推进安徽省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 

同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多维度城乡协调工作，长期将城乡协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推动经济发展与城乡协调同步进行。居

民生活水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方面均不乏城乡差距扩大的地市，其中，居民生活水平与公共交通运输领域，有 6

个地市城乡差距仍然扩大。越是处于快速发展期，越是要注重城乡协调性，尤其是直接关乎到乡村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的生活水

平、公共服务领域，须始终将城乡协调性改善放在突出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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