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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区域发展的“双重中心外围”框架，
并在空间一般均衡的视角下探讨不同县城的发展定位，从而明确了城镇化“基于区位的分工”逻

辑。 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根据到沿海大港口和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不同县城将逐渐分化为

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因此，要根据区位条件走向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形成有特色可持续的

发展路径。 面向未来，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建设用地

的空间配置，推动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的跨地区流转。 与此同时，要尊重人口流动的客

观趋势，强化县城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增强民生福祉，不断推动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统一大市场；“双重中心外围”理论；地理区位条件；人口流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又是经济建设的动力

支撑。 但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同等发展阶段相

比，中国的城市化率长期偏低（廖丹清，１９９５；倪鹏

飞等，２０１４），因此，如何进一步推动和落实农村居

民向城镇转移成为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抓手。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城市之尾、乡村之首

的县城，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县城不仅是农民进城的重要目的地，同时也是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

活”方针的主要抓手。 县域城镇化不仅能够满足

农民对于基础设施和公众服务的需求，更在粮食安

全、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当

然，也要看到很多县城受到自然区位等条件的限

制，经济总量有限，人口的承载力明显不足。 对此，
一方面要提升县城的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增进民生

福祉，另一方面也要尊重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客

观趋势，避免盲目建设。 因此，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要看到县城在与大中小城市一体化的发

展中的联系，结合县城条件因地制宜发展。 在此背

景下，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将所有县城分为

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

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五类，并
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意见》不仅是针对县

域城镇化的首个中央层级政策文件，更明确了兼顾

区位条件与特色产业的县城发展路径。
当前，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随着要素

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

长新动能。 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县域城镇化不仅要

—８１—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数据视野下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有效治理”（编号：７２０７３０９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我国小城镇的转型发展与治理研究”（编号：７１８３４００５）。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资助，文责自负。 李鹏飞为本文通讯作者

DOI:10.13246/j.cnki.iae.2023.01.002



立足于县城的发展现实，更要结合经济和人口空间

布局调整的客观趋势和规律。 因此，本文将以区域

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提

出区域发展的“双重中心外围”框架，明确城镇化

“基于区位的分工”的逻辑。 随后，本文将利用建

设用地和人口普查数据，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分析

县域发展的特征事实，进一步讨论未来人口的流动

趋势和县域城镇化道路。 最后，本文将结合不同县

城的区位条件提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差

异化发展政策，为更好地推动县域城镇化、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具体的改革举措。

二、县域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农民进城主要是出

于对工作机会、公共服务等的需求，本质上是其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２０２０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 到 ６３. ８９％， 但 户 籍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仅 为

４５. ４％，可以说，当前中国仍处于 “不完全城镇化”
的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推动县域城镇化进一

步发展，需要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回应，从而凝聚

共识，共同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一）关于城镇化道路的讨论

在中国，关于实现城市化的具体路径一直存在

争议。 有的学者从城市化成本、农民适应程度和城

乡融合发展的角度，认为中国应该走发展小城市和

城镇的城市化道路（杨卫忠，２０１８）。 与此同时，还
有学者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大城市的发展

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的总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廖丹清，１９９５）。 实际上，一系列的研究指出，大
城市和小城市（镇）的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同

规模的城市形成一个城市体系，相互之间有所分

工。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同规模的城市之

间更需要形成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格局（陆铭，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虽然对于未来城镇化道路的学术主张存在差

异，但关于城镇化的目标和原则正逐渐形成共识。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是否进

城以及到哪里居住，都源于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 因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需

要都应该得到满足，将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挂钩不

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更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目

标。 从这个角度出发，大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要首先适应当前的常住人口规

模及未来人口变动趋势，这应该成为城镇化问题讨

论的共识和前提。 而当前社会和学界关于城市化

道路的讨论，仅仅是基于对各地区未来人口预测的

不同判断，以及由此得到的对公共服务未来空间配

置调整的建议。
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和

县城的市民化成本更低、农民无法适应大城市生

活，以及部分城市放开户籍后实际落户人数较少等

问题（焦长权，２０２２），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

能因此得出未来城镇化道路以中小城市和县城为

主。 第一，虽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具有城镇化成本

低的优势，但也应该看到，很多中小城市和县城的

工作机会较少，仍然有大量农民进城后还是要到大

城市及其周围工作生活，这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服务业占比的提高，而且越来

越多的服务业就业岗位集中于大城市（钟粤俊等，
２０２０）。 从满足人民需要的角度，流动人口享受的

公共服务等资源仍应该配置到大城市及其周围地

区。 第二，在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

下，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和县城都应该享受基本公

共服务，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往往具有规模效

应，这有利于降低成本，而在人口不断流出的情况

下，县城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散化则会提高成本。 不

同城市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不能只看人均费

用，也要看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边际成本”和其

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投入—产出比”。 第三，针
对部分城市放开落户限制后外来务工人员落户意

愿不高的问题，应该看到一些城市的工作机会不

足，即使放开了户籍，落户人数也不会明显上升，这
是由当地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在另一些人口流

入城市，对于放开户籍后外来务工人员落户比例不

高的问题，则要分析其背后的因素。 在这些城市

中，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很多城市的公共服务已经覆盖了常住人口，这
也意味着他们是否落户享受的公共服务没有明显

差异。 而由于农村改革的滞后，农民进城之后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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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包权等存在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农民即使

已经在城里安居乐业，也没有激励转移户口（张

翼，２０１１），这是土地制度等改革滞后的表现，而不

意味着进城农民会放弃当前常住地的公共服务。
综合以上因素，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随着制约生产

要素国内循环的传统体制逐步得以改革，大城市及

周围的地区仍然处于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中（陆
铭等，２０１９；Ｌｉ 等，２０２１）。

最后，从城乡融合与“三农”发展的角度，县域

城镇化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同时也要看到，农业

农村现代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农业

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土地流转和集中

经营，这意味着人口仍然将持续流出。 在人口外流

的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高技能人才返回

农村，通过农业规模化增产增效，通过互联网拓宽

销售渠道。 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主产区的县城将吸

纳部分农民进城，但由于其主要围绕农业的上下游

产业进行发展，就业机会同样有限，更多的农民将

到规模更大的城市就业和生活。 因此，农业主产区

的县域城镇化，也同样要融入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

动大趋势。
（二）经济和人口空间布局的“双重中心外围”

理论

为每一位进城的农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配

套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

应有之义，对于县域城镇化道路的讨论，需要放在

中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布局调整的大背景下。 为了

更好地阐明这样一个大背景，本文基于前期的研究

（陆铭等，２０２２），进一步用“双重中心外围”理论来

分析不同县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一个地区到经

济中心的距离与其市场潜力之间，存在“∽”型曲

线关系，即随着到经济中心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

先下降后上升，在距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潜

力随距离增加又开始下降（Ｆｕｊｉｔａ 等，１９９９）。 通过

将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本文提出了“双重

中心外围”理论。 具体而言，由于中国一面临海，
而海运又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因此沿海大

港口成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中心，从沿海大

港口到内陆构成了第一重“中心外围”框架。 与此

同时，又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些中小城市的发展

需要依赖国内市场和本地需求，区域性大城市成为

国内城市体系的经济中心，因此区域性大城市与周

边中小城市构成了第二重“中心外围”框架。 需要

说明的是，虽然传统“中心外围理论”也存在次中

心，但并没有说明经济中心是如何产生的，而“双
重中心外围”分别刻画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

经济中心的形成，更加贴近中国实际，并将中国经

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融入到了“双重中心外

围”理论框架中。
根据“双重中心外围”模型，可以将全国划分

为六类区域，划分的依据为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以

及到中心城市的距离两个维度（见图 １ 的横轴和纵

轴）。 其中，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主要刻画国际市

场可达性，而随着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产业发

展的优势逐步从服务业过渡到制造业，再到农业和

旅游业。 由于靠近大港口和中心城市的地区更加

依赖服务业和制造业，而这些产业的产出由技术和

要素投入所决定，并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而这

些地区的经济规模将随着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不

断提高，人口也将不断流入。 而远离沿海大港口和

中心城市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主要受限于土地面

积、旅游资源承载力、自然资源总量等，产出总量相

对固定，人口流出将会带来人均资源拥有量和人均

收入的提高。 因此，在空间一般均衡框架下，处于

右下角的区域，即靠近沿海大港口和靠近中心城市

的区域为人口流入地，而远离沿海大港口和中心城

市的区域为人口流出地，人口变动的数量从右下角

的净增加逐步过渡到左上角的净减少。 这一“双
重中心外围”框架能够很好地解释近几十年来中

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布局的调整。
此外，随着统一大市场的不断完善，产业、人口

及各类生产要素将进一步流动和高效集聚，在这一

背景下，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将

进一步提高，地区间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差距将进一

步扩大，不同地区将继续分化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

出地（在图 １ 中表现为虚线的变化）。 但与此同

时，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同步集聚，在人均层面的地

区收入差距将明显下降，中国将实现“在集聚中走

向平衡”和“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共同富裕之路

（陆铭等，２０１９）。 当然，由于经济和人口布局的分

化，不同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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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出现差异，这时就需要中央保证不同地区的基

本公共服务。 事实上，《意见》并没有对未来城镇

化的道路做出判断，而是将大量篇幅放在如何满足

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增强县城的人口承载

力上，这是落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

举措。

到中心城市 距离远

中

到中心城市 距离近 区域性中心城市 国家级中心城市 全球城市

到沿海大 港口距离远
城市 群人口规模小

到沿海大 港口距离近
城市 群人口规模大

服务业区域性服务业

A B

C D

全球、全国制造业制造业
本地、运输成本低、战略性

全国
粮食、生态、国防安全 服务本地的农业和旅游

统 一
大 市
场

图 １　 双重中心外围分析框架

（三）“双重中心外围”框架下的县域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县城需要结合区位条

件和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意见》中则将县

城分为五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五类县城的标准

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粮食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由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而定，大城市周边县城则主要

依据区位条件，但专业功能县城尚缺乏明确标准，
而人口流出县城虽然相对客观，也可能受到其他因

素干扰。 如果把“是否人口流出”作为政策制定的

标准，容易与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经济总量的目标

相悖，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实施一些政策来扭曲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流动。 这些政策往往伴随着地

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而人口流动仍要取决于工作机

会，最终很有可能造成财政资源的浪费。
不仅如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粮食主产区县

城和生态保护区县城虽然在当下因为农民进城而

人口增加，但由于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快于城镇，当
城镇化率到了一定阶段，从一般均衡的视角，这时

城镇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将成为常态。 当前一些人

口流入的县城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人口流出的情

况，部分专业功能县城随着产业的升级转型也可能

会人口流出。 这意味着，县城的发展除了要因地制

宜，实现差异化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结合经济发展

的动态变化，遵循人口流动的长期趋势。 在这方

面，“双重中心外围”框架能够成为县域城镇化的

理论基础。
在图 １ 的“双重中心外围”框架中，县城主要

位于 Ａ、Ｂ、Ｃ、Ｄ 四个板块。 其中，板块 Ａ 主要发挥

保障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的角色，例如东北粮仓黑

龙江富锦，以及服务全球和全国的旅游目的地，例
如四川九寨沟；板块 Ｂ 则主要立足于服务本地的农

业（特别是生鲜食品）和旅游，例如浙江嘉善西塘

古镇、浙江淳安千岛湖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旅游的

重要目的地；江苏昆山则是板块 Ｄ 的典型代表，在
全球电子产业链中承担了重要角色；而随着大城市

的产业转移，板块 Ｃ 逐渐成为满足本地需要以及特

定行业的生产基地，例如湖北汉川正在积极承接武

汉的制造业外迁。 以上几个代表性县域经济的差

异化发展，表现在其经济的总量差异和人口吸引力

上。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各地经济统计公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九寨沟县 ＧＤＰ 增加了 １. ５２ 倍，同
时人口减少了 １８. ８％，最终人均 ＧＤＰ 增加了 ２. １
倍；嘉善县 ＧＤＰ 增加了 １. ３８ 倍，同时人口增加了

１２. ８８％，最终人均 ＧＤＰ 增加了 １. １ 倍；昆山市

ＧＤＰ 增加了 １. ０４ 倍，同时人口增加了 ２７％，最终

人均 ＧＤＰ 增加了 ０. ６ 倍；汉川市 ＧＤＰ 增加了 ２. ２３
倍，同时人口下降了 １１％，最终人均 ＧＤＰ 增加了

２. ６ 倍。 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主要由当地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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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特色产业等决定，而人口的自由流动事实上

有利于不同板块的县域经济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

衡发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这四个代表性县市的人

均 ＧＤＰ 差距发生了明显下降，其中人口流动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到县域内的人口流动情况，当前四个板块

县市的城镇人口大多都在增加，而乡村人口普遍都

在减少，差异在于相对规模。 具体而言，板块 Ａ 县

市的乡村人口流出规模普遍高于城镇人口流入，而
板块 Ｄ 则正好相反，板块 Ｂ 和板块 Ｃ 县市的人口

流动需要取决于临近大城市和大港口的发展情况，
这符合“双重中心外围”的基本框架。 从经济发展

的角度来看，对于板块 Ａ 和板块 Ｂ 的县城而言，因
为总产出水平是受制于资源总量的，比如粮食种植

面积、景区接待能力等，实际就业机会增幅有限，这
时要立足于当地的农民进城情况，科学规划，审慎

扩张。 与此同时，要不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

农业规模化生产，通过人口的适度流出和人均资源

拥有量的提高促进人均收入的提高。 对于板块 Ｄ
的县城，则要利用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带动作用以及

自身的区位优势，做好国际产业链的承接和升级工

作，专注高精尖科创等产业，同时要满足流入人口

对于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经济和人口的承载力。
对于板块 Ｃ 的县城，则要立足于本地的比较优势和

工业基础，发展满足本地需要或者战略性的军工产

业，同时要做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当地农

业人口转移的需要。

三、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国家政策与客观规律同

时发挥作用，因此，对于县域城镇化的讨论首先要

放在中国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厘

清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和人口流动情况，并分析其背

后的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趋势。
（一）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演变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
相关政策一直在探索中前行。 １９８０ 年召开的全国

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中国城市发展的总方针是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

小城镇”，户籍制度以及公共服务与户口挂钩的机

制设计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 ２００１
年，“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道路”，城镇化速度明显加

快，但这一时期的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

人口规模的管控。 近些年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动

力，城镇化政策也更加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供给与人口流动方向的匹配。
总的来说，相关政策的探索一方面与发展阶段

有关。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发展对于规模经济的依赖程度不高，甚至乡镇企业

在特定时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也进

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政策。 然而，

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

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大城市的辐射带动

作用被不断强化，这也是近年来城镇化政策转变的

背景。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观念上，社会中

长期存在对于城市病等问题的过度担忧，而忽视了

城市病是可以通过现代手段治理的（李杰伟等，
２０１８；陆铭等，２０１９）；在制度上，因为公共服务主要

由当地财政承担，因此大城市的改革激励不足，而
这些在当下仍然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的障碍。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市

用地 ５２２. １９ 万公顷，建制镇用地 ５１２. ９３ 万公顷，
而村庄用地达到 ２１９３. ５６ 万公顷。 与之对比的是，
２０２１ 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９. １ 亿，其中县城

及县级市城区人口仅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不到

３０％，而乡村人口达到 ４. ９８ 亿。 这一组数据说明

中国当前城乡间以及城市和城镇间的建设用地与

常住人口的空间配置存在一定错位。
通过 ２０２０ 年全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可以

发现，全国范围内的村庄用地大量集中在河北、河
南、山东等地区，而河北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以

及河南远离郑州的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

了人口负增长。 结合村庄用地和普查数据可知，在
冀鲁豫三省，村庄用地多的地区和人口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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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负增长）的地区高度重合。 这就意味着在这

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包
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而且未来随着

人口进一步流动，这一现象仍会进一步加剧。
除了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需要注意，中国

区域间的建设用地增长也呈现出不同趋势。 虽然

政府长期实施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政策，
但从建成区的扩张上看，大城市的发展似乎并不

慢。 由于缺少区县层面的建成区数据，本文通过

《城市统计年鉴》 分别计算了大中小城市①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的建成区扩张情况。 数据显示，在
这一时期，大中小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分别增加了

１. ８６ 倍、１. ６３ 倍和 １. ４５ 倍。 需要注意的是，从数

据上，大城市的规模增长并不慢，但这并不代表过

去的政策没有发挥作用。 虽然大城市的规模与过

去相比明显增加，但相对于国际一般规律下的“理
想规模”，仍有明显的差距（Ｌｉ 等，２０２１）。 更重要

的是，分区域来看，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大城市的建

成区面积分别增加了 ２. ２３ 倍、１. ７６ 倍、２. ３３ 倍和

０. ７９ 倍，小城市则分别增加了 １. ３８ 倍、１. ７９ 倍、
１. ４０ 倍和－０. ０５ 倍，而城镇与小城市的情况应该相

似。 这意味着，西部大城市和中西部小城市的扩张

速度明显超过了东部，而这一时期的人口是大规模

从内陆（中西部和东北）向沿海地区迁徙的，因此

在城镇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用地

配置受到区域政策的影响更大，从而导致存在明显

的地区差异。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平衡建设用地和农业用

地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话题。 从城乡发展的角度，在
城镇化的进程中，未来应该更为积极地将闲置的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这样

不仅有利于耕地保护，更能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小城镇扩

张已经明显超过其人口变化情况，因此，有必要重

新评估不同地区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从而科学精

准配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与此同时，继续推

动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的跨省交易。
（三）县域城镇化与人口空间布局的调整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而且人口的流动相对于建

设用地更能反映客观规律的作用，因而需要将县域

城镇化放在中国人口空间布局大调整的背景下进

行讨论。
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根据

县市的区位条件和人口流动情况进行分类，结果表

明，到沿海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越近，人口流入

的县市数量和人口比例越高，而到沿海大港口和大

城市距离超过 ５００ 公里的县市人口流出比例明显

更高（见表 １）。

表 １　 全国县和县级市人口普查统计情况

县市类别

全部县市 人口流入县市 人口流出县市

数量
２０２０ 年人口
总数（万） 数量

流入人口
数（万）

占 ２０１０ 年当
地总人口
比例（％）

数量
流出人口数

（万）

占 ２０１０ 年当
地总人口
比例（％）

到沿海大港
口距离 （公
里）

＜１００ ２０ １７３９ １７ ２５２ ２０ ３ ３ １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９９ １０４０４ ６７ ４３２ １１ １３２ ５００ ７
３００～５００ ３５５ １７７０９ １２６ ４１７ ６ ２２９ ９９４ ９
＞５００ １２９７ ４５４１３ ４５９ １５７８ １１ ８３８ ４０８６ １２

到大城市距
离（公里）

＜５０ ２８ １７４９ １４ ２００ ２２ １４ ６６ ９
５０～１００ ８８ ５５０６ ３６ ３１８ １３ ５２ ２５３ ８
１００～３００ ６６０ ３０６９９ １７６ ８５０ ９ ４８４ ２２０５ １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２６ ２３１３７ １８５ ５７２ ７ ３４１ １４９５ １０
＞５００ ５６９ １４１７４ ２５８ ７３９ １３ ３１１ １５６３ １７

　 　 注：到大港口距离为到上海、天津、香港的最短距离，到大城市距离为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九个

国家中心城市的最短距离。 下同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公开数据，行政区划调整与数据整理规则请见李杰伟等（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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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分别是 ２０００ 年的市区非农业人口为 ５０ 万以上，２０ 万 ～
５０ 万，２０ 万以下，其中行政区划统一到 ２０００ 年标准



　 　 人口的流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表 ２ 则将

“双重中心外围”框架引入人口空间布局的分析

中。 结果表明，人口流动与到大港口距离间存在明

显的三项关系，这符合传统中心外围理论，而到大

城市距离则呈现二次型关系，由（１）列、（２）列两个

方程的拟合度对比可以表明，第一重中心外围结构

的重要性远超过第二重中心外围结构。 当到大港

口距离和大城市距离同时被控制时，到大城市距离

的一、二次项均为负，表明到大城市的距离作用是

递增的。 总的来看，到大港口距离和到大城市距离

符合“双重中心外围”模型的内容，两项的解释力

度达到 ０. １８７，而如果将到省会的距离和到地级市

中心的距离加上，则发现 Ｒ 方只增加 ０. ００３。 这意

味着，在中国，县市层面的人口流动趋势符合“双
重中心外围”模型的框架。

表 ２　 双重中心外围模型与县市人口流动

变量
人口流入比例

（１） （２） （３） （４）

到大港口距离 －０. ３５０∗∗∗ －０. ３４９∗∗∗ －０. ３５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６）

到大港口距离２ ０. ２３７∗∗∗ ０. ２４６∗∗∗ ０. ２５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８）

到大港口距离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到大城市距离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到大城市距离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到省会距离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６）

到省会距离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５）

到地级市距离 －０. ２４４∗∗

（０. ０９８）

到地级市距离２ ０. ２５３

（０. ２１０）

截距项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观测值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１ １８５０

Ｒ２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２　 ０. １８７　 ０. １９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人口流入比例＝（２０２０ 年人口数－２０１０ 年人口数） ／ ２０１０ 年人口数

数据来源：李杰伟（２０２１），部分省直管县级单位没有到地级市距离

　 　 此外，人口流动的趋势也与经济发展阶段有

关。 基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数

据，本文比较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

人口流动情况相关性。 结果发现，在到大港口距离

５００ 公里以内的县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人口流动趋势存在相关性，而这种现象在到大

港口距离 ５００ 公里以外的县市不明显（见图 ２）。

本文认为，这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经济特征相

一致，在这一阶段，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还不明显，一
些特定产业发展较好的县市仍能吸引大量人口流

入，比如福建晋江市。 而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距离大

城市的距离成为重要因素，在距离大港口超过 ５００
公里的地区，南昌县、新郑市、长沙县、闽侯县等区

域性大城市的周边县市的人口流入规模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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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张图的对比也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阶

段的变化，中国的人口向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集聚

的态势正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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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市

应城市

府谷县
康乐县

康县康定市
康平县
康马县

延吉市

延寿县
延川县延津县延长县建始县 建宁县建水县建瓯市

开原市

开江县 开远市开阳县

开鲁县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弥勒市
弥渡县当阳市

当雄县彝良县彬州市
彭州市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彭阳县彰武县

得荣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微山县

德令哈市
德保县

德化县
德安县

德惠市

德昌县德格县德江县
德钦县徽县
志丹县

忠县 忻城县
思南县

恩施市

息县

息烽县

惠安县
惠水县

慈利县
成县成武县房县

扎兰屯市
扎囊县

扎赉特旗
扎鲁特旗托克托县

托克逊县托里县

扶余市

扶沟县

扶绥县

扶风县
抚松县

抚远市抚顺县
拉孜县

拜城县

拜泉县

措勤县措美县

攸县

改则县

敦化市

敦煌市文县

文山市

文水县

新乡县

新化县

新县新和县

新宁县

新安县
新宾满族自治县

新密市
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

新干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

新民市

新津县新源县

新绛县
新蔡县

新邵县

新郑市

新野县新龙县
方城县方山县方正县施甸县施秉县日土县

旬邑县旬阳县旺苍县

昂仁县
昌吉市

昌图县

昌宁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明水县

明溪县易门县
昭苏县昭觉县

晋江市

普兰县普安县普定县
普格县

景东彝族自治县
景泰县

景洪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晴隆县曲松县曲水县
曲沃县

曲麻莱县曹县朗县

望奎县

望谟县

木兰县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木里藏族自治县

本溪满族自治县

札达县杂多县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杞县

来凤县

杭锦后旗
杭锦旗松桃苗族自治县

松滋市

松潘县

林口县

林周县
林甸县枝江市

枣阳市

柘城县
柞水县

柯坪县
柳城县柳林县

柳河县
根河市

格尔木市
栾川县

桃江县
桃源县

桐柏县
桐梓县桑日县桑植县

桓仁满族自治县

桦南县

桦川县桦甸市

梁河县

梅河口市

梓潼县

梨树县

楚雄市榆中县

榆树市

榕江县

樟树市

横县
正宁县正安县

正阳县

武冈市武功县

武宁县武定县
武山县

武川县
武穴市

武胜县 武陟县
比如县民丰县

民乐县
民勤县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民权县 水城县
水富市

永丰县
永仁县

永修县永吉县
永和县

永善县

永城市

永宁县

永安市
永寿县永平县

永德县
永新县

永昌县永春县

永泰县

永济市

永登县

永福县
永胜县

永靖县永顺县

汉寿县汉川市

汉源县
汉阴县

汝南县

汝州市汝阳县江口县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孜县江安县

江油市
江达县

江陵县

汤原县

汤旺县
汨罗市

汪清县

汶川县
汾西县

汾阳市
沁县沁水县沁源县沁阳市

沅江市
沅陵县

沈丘县沐川县
沙县

沙洋县

沙湾县

沙雅县

沛县

沧源佤族自治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河曲县河津市治多县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泌阳县

法库县

波密县
泰和县

泰宁县
泰来县

泸县

泸定县泸水市
泸溪县
泸西县

泽州县

泽库县泽普县

泾川县
泾源县泾阳县洋县

洛南县
洛宁县洛川县洛扎县

洛浦县
洛隆县

洞口县

津市市
洪江市洪洞县

洪湖市

洪雅县

洮南市

洱源县

济源市

浏阳市

浠水县

浪卡子县
浮山县

海伦市

海原县

海晏县

海林市
涟源市

涡阳县

淅川县

淇县淮滨县
淳化县清原满族自治县

清水县清流县清涧县

清镇市

渑池县

渠县

温县

温宿县
温泉县

渭源县
湄潭县

湖口县湘乡市

湘潭县
湘阴县

湟源县
溆浦县

满洲里市

漠河市漳县漾濞彝族自治县
潜江市

潢川县
潼关县
澄城县

澄江市
澄迈县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澧县

濉溪县

灯塔市

灵台县
灵宝市

灵山县灵川县
灵武市
灵石县炉霍县

焉耆回族自治县

牙克石市
牟定县

特克斯县
犍为县独山县

玉屏侗族自治县玉树市
玉门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玛多县玛曲县玛沁县
玛纳斯县

环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珙县

班戈县班玛县珲春市理县理塘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海市

琼结县

瑞丽市

瑞昌市瓜州县
瓮安县

甘南县

甘孜县甘德县甘泉县甘洛县

甘谷县
田东县田林县申扎县

界首市

留坝县
略阳县

疏勒县疏附县登封市

白朗县

白水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河县白玉县

皋兰县皮山县

盈江县
盐亭县

盐池县

盐津县
盐源县盐边县监利县

盘州市

眉县
睢县

石屏县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棉县石楼县

石河子市

石泉县
石渠县

石狮市

石门县
石阡县

石首市

砀山县
砚山县确山县碌曲县

磐石市

磴口县礼县
礼泉县社旗县

祁东县

祁连县祁阳县 神农架林区

神木市

祥云县禄丰县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福泉市福海县

福清市

福贡县
禹州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科尔沁右翼中旗

科尔沁右翼前旗

科尔沁左翼中旗

科尔沁左翼后旗
秦安县

秭归县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称多县
稷山县

稻城县

穆棱市
突泉县竹山县
竹溪县

策勒县
筠连县

简阳市
米易县米林县米脂县
类乌齐县精河县索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紫阳县
红原县

红安县

红河县

纳雍县织金县

绛县绥宁县绥德县

绥棱县

绥江县绥滨县绥芬河市绥阳县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绵竹市

绿春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罗山县 罗平县

罗源县

罗田县

罗甸县美姑县

翼城县老河口市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聂拉木县聂荣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肇东市

肇州县
肇源县

腾冲市

舒兰市

舞钢市

舞阳县

舟曲县色达县
芒市

芒康县芦山县芦溪县
芮城县花垣县芷江侗族自治县苍溪县

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若尔盖县若羌县
英吉沙县

英山县
茂县

茶陵县

荔波县
荔浦市

荣县

荣成市荥经县

荥阳市 莎车县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莲花县获嘉县萝北县

营山县
萧县

萨嘎县萨迦县
蒙城县

蒙自市

蒲县

蒲城县

蒲江县
蓝田县

蓬安县蓬溪县

蕲春县

虎林市

虞城县

蛟河市
融安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

衡东县

衡南县

衡山县

衡阳县

裕民县襄城县襄汾县
西丰县

西乌珠穆沁旗
西乡县

西充县西华县

西吉县西和县
西峡县

西平县

西昌市

西林县

西畴县
西盟佤族自治县

讷河市

调兵山市
谢通门县

谷城县
贞丰县贡嘎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觉县贵南县

贵定县贵德县贵溪市

贺兰县

资中县

资源县资溪县赤壁市赤水市赫章县
越西县轮台县

辉南县

辉县市

辰溪县
边坝县

辽阳县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达拉特旗达日县

进贤县

远安县

连江县

迭部县逊克县
通化县

通城县通山县

通榆县

通江县

通河县通海县通渭县 通许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遂平县
道孚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邓州市

邛崃市
那坡县

邵东市

邵武市

邵阳县

邻水县

郏县郧西县

郸城县

都兰县

都匀市

都安瑶族自治县

都昌县

都江堰市

鄂伦春自治旗

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鄢陵县
鄯善县

鄱阳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醴陵市

金堂县

金塔县金寨县金川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沙县
金溪县

金阳县

钟祥市

铁力市

铁岭县铜鼓县错那县

锡林浩特市

锦屏县
镇原县

镇坪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镇安县镇巴县镇平县
镇康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镇赉县

镇远县
镇雄县

长垣市

长子县

长宁县

长岭县

长武县

长沙县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长葛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长顺县门源回族自治县
闻喜县

闽侯县

闽清县

阆中市

阜南县
阜康市

阳城县

阳新县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阿克苏市
阿克陶县阿勒泰市阿合奇县
阿图什市

阿坝县
阿尔山市

阿巴嘎旗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左旗

阿拉尔市

阿瓦提县

阿荣旗阿鲁科尔沁旗陆良县陇县
陇川县

陇西县陈巴尔虎旗陵川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隆回县

隆子县
隆安县

隆德县隆昌市

隆林各族自治县

随县

隰县雅江县

集安市集贤县

雷山县雷波县
霍城县

霍州市
霍林郭勒市

霍邱县

青冈县

青川县

青河县青神县青铜峡市靖宇县靖安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靖西市
靖边县

靖远县
静宁县

革吉县韩城市
韶山市

项城市顺昌县颍上县 额尔古纳市额敏县额济纳旗
饶河县

香格里拉市

马关县
马尔康市马山县马边彝族自治县

高县高台县
高安市

高平市
鲁山县鲁甸县

鸡东县
鹤峰县鹤庆县鹿寨县

鹿邑县

麟游县
麦盖提县麻城市

麻栗坡县麻江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黄平县
黄梅县

黄陵县黄龙县黎川县
黎平县

黑水县
黔西县

龙井市
龙山县

龙州县

龙江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里县

龙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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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０ 为 ２０１０ 年县市人口总数与 ２０００ 年的差，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２０ 为 ２０２０ 年县市人口总数与 ２０１０ 年的差，单位为万人；左图为到大

港口距离小于 ５００ 公里的县市，右图为到大港口距离大于 ５００ 公里的县市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人口流动情况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相关性

四、面向未来的县域城镇化

　 　 面向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将继续，县域

城镇化将在吸纳农民进城、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 但与此同时，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也将

在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中走向差异化。 根

据《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仅为 ７. ７％，同时，乡村缺乏发展工业和

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但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６３. ８９％，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必然明显

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化的动力仍然存在。 但另一方

面，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大规模、无差别的

城镇化也将告一段落，大部分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

用地扩张速度将逐渐趋缓，因此，笼统地讨论城镇

化如何推进已经意义不大。 在经济和人口不断向

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及周边集聚的趋势下，
未来的县域城镇化必然将根据其特定的区位条件

和特色产业进入“基于区位的分工”的城镇化新阶

段。 在差异化发展的政策方向上，《意见》迈出了

划时代的一步。
在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进程中，要坚决落

实县城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常住人口规模挂钩，
不断推进和完善城乡间、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统筹协

调功能，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不断增强地方政

府的公共服务激励，切实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在此

过程中，对于农村地区，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

服务供给来说，村居合并在未来必然会不断推进，
在政策和舆论方面要正确应对。 在未来，有效的财

政转移支付应更多着眼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
能脱离本地创造就业的潜力，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

鼓励就地城镇化。 在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要逐步

推动乡镇（甚至县）的合并，精减机构，这有利于降

低行政管理成本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 Ｊｉａ 等，
２０２２）。 此外，在政策方面，针对人口持续流出地

区，有必要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最优提供地理范围等

问题的研究。
根据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实行差异化的

县域城镇化道路，其底层逻辑是统一大市场下的资

源配置优化。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
对于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区分不能机械化，
否则，可能诱使地方政府不顾地方创造就业的潜力

来吸引人口。 在经济和人口空间布局大调整的背

景下，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的根

本动力，因此，在“双重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明
晰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定位是理解县域城镇化

趋势的重要前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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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方向与地区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因
此，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要在一般均衡视角和

中国特定的“双重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来理解人

口流动的客观趋势。 总的来说，人口的流动方向与

区位条件、特色产业是直接相关的，距离沿海大港

口和大城市越近，并且能够融入城市群和都市圈发

展的县城，其人口是不断流入的。 对于一些具有特

色产业的县城，它们的人口是否能够增长取决于当

地产业发展创造就业的能力。 与之相对应的是农

业主产区、生态保护区以及远离沿海大港口和中心

城市的县城，他们的人口增长幅度有限甚至负增

长。 鉴于此，本文提出，在具体政策中，可以基于县

域人口流动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构建相应政策体

系，从而有效应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不同挑

战，最终走上特色发展的道路。
对于人口流入的县城，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改善本地的居住环境，增强本地的人口承载力。
在人口政策上，全面放开户籍制度限制，提高公共

服务提供水平，促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在基础设

施方面，要融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增加

与中心城市的交通可达性，推动突破传统的按行政

边界设置开发强度的模式，使土地开发（特别是轨

道和公路沿线开发）适应常住人口增长趋势。 在

土地制度方面，允许在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落户的

外来农村户籍人口自愿且有偿地放弃家乡农地和

宅基地，并相应增加人口流入地的建设用地指标。
在政府考核方面，对于人口流入地区，要更加强化

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目标和单位土地产出绩效目标

的考核。
在人口流出的县城，则要正视人口流动的客观

规律，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切实提高人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 首先，在观念上要认识到，在农业用

地面积、自然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流出

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要避免采用财政补

贴的方式盲目发展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客观上增

加人口流动的机会成本。 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在
基础设施方面，要转变发展模式，对于人口大量流

出的地区要减量规划。 对于公共服务，要在保障基

本公共服务的同时促进适度向中心城区集中供给，
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在土地制度方面，人口流入

地相应调减的基本农田，可以在人口流出地相应地

进行有偿调增，加快推动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生

产，提高生产效率。 更重要的是，当在人口流入地

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时，可以将自愿有偿放弃家乡地

权作为迁移人口在流入地落户的优先条件，但不应

成为落户的必要条件。 在政府考核方面，对人口流

出地要更加强调人均产出和综合生活质量目标的

考核。
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为了不断满足民众的生

活和发展需要，需要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

系、央地关系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改革，而中央政府

在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是推动其他领域改革

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未来不仅要加强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同时要增强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

跨地区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扩大跨省调剂交易范围

（陆铭等，２０２１）。 一方面，中央政府要转变指标分

配者角色，减少对土地指标流转价格和数量的过度

干预。 在政府制定价格范围和数量范围之后，由交

易双方自主商议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自行完成节

余指标跨省交易，增强交易积极性和配置效率。 另

一方面，政府要充当“监管者”的角色，在指标分

配、流转、审批过程中做到监管到位，做好建新和复

垦工作的跟踪监管。 与此同时，扩大跨省土地流转

的交易范围，逐步从“三州三区”和深度贫困县向

其他地市推行跨省交易，乃至统筹做好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流转

工作。 在土地制度改革的有效推动下，农民进城的

积极性将不断增加，土地的空间配置效率也将大大

提高。 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要更多地与人

口流动方向一致，对于欠发达地区享受的财政转移

支付，应设计机制让一部分资源随流动人口携带到

人口流入地。 上述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可以有效推

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

素将进一步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最终实现“在集

聚中走向平衡”和“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共同富

裕之路。

五、结语

　 　 只要中国经济不停止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那么就将继续朝着双重中心外围的格局演化，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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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人口继续朝着沿海的城市群和围绕中心城市

的都市圈集中。 因此，县域城镇化必然是一条差异

化的道路，而差异化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在双重

中心外围格局下，一个县城到沿海大港口和中心城

市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比较优势。
在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上，大城市周围的县城将

融入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其中的矛盾焦

点在于如何打破省一级或市一级的行政边界，促进

都市圈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和相对外围的县城一体

化发展。 在这些县城，人口仍然将持续导入，为此

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断提高人

口承载力，促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同时也要看到，只要有的地方是人口增长的就

一定有另外一些地方人口是收缩的。 事实上，在中

国的每一个城市群内部，即使是最发达的长三角城

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也出

现了人口的负增长。 在人口负增长的地区，也有不

少中心城区的人口仍然能够维持增长，而人口负增

长的主要是边远的县市，尤其是农村地区。 在人口

收缩地区，需要加强研究如何顺应“集中式收缩”
的趋势。 在这些地区，矛盾焦点在于人口负增长的

趋势下地区如何在空间上优化公共服务的配置，在
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
同时，人口负增长过程中将出现大量的闲置建设用

地，需要深入的研究闲置建设用地如何处置的问

题。 尤其是在人口负增长地区和人口正增长地区

之间需要加强联动，在人口正增长地区增加建设用

地供应的同时，在人口负增长地区减少建设用地使

用，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 随着人口逐渐向县城集

中居住，并且在县城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县城周

边的农村地区宅基地已经出现而且将继续出现大

量闲置。 为此，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将闲置宅基

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化，并且可以随着人口迁移

而在人口流入地进行使用，富余的指标可以跨地区

交易。
总之，讨论县城的发展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格局，县城是在中国经济和人口出现空间大变局的

背景之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当前，急需把握

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破除不适应中国现代

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体制和观念，在不断推动县域城

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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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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