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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发展和城镇化如影随形、相伴

而生。每一次城镇化发展热潮都离不开经济体制的改革或完善。
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的限制和约束，也即脱离经济发展推进的城镇化是不存在的。城
镇化发展水平能够体现出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
整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城镇化还能够充分发挥聚
集效应、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城镇化的核心城市为中心不断
向周边扩展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因此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本身
就存在内在密切的逻辑关联。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文简称
GDP）截至2021年其相应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在全球排第二，
中国从1978 年（改革开放）到2021 年，从3645.2 亿元增长
到114.37 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4.16%。我国在快速推动经
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据相关数据统
计，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21年，短短的14年间，中国的城镇
人口以每年4.03%的增长速度不断增强，1978年城镇人口仅为1.72
亿人，到了2021年已经达到了9.14亿人，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
17.92%增长至如今的64.7%，我国城镇化开始步入中期发展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城镇化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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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国家在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中多次明确要全面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吉林省地处我国东北，是传统的老工业省份，其经济水平还相对滞后，城镇化建设也正值较低发展阶段。在研究中发现，东北地区

在当前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走的是传统城镇化道路，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城乡差距大，二是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不相协

调。本文以吉林省城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相关的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明确了两

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即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能进一步带动城市的消费和提升城市的投资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有助

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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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repeatedly made it clear in the outline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ning that China shall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be committed to an urba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lin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is a traditional old industrial province. Its economic level is still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nd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at a low development stage. In thi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i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road i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re are mainly the following acute problems: firstly, the lar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ly,
the incongruity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level. This paper takes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Jili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briefly sorts out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nd clarifi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at i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level can further motivate urban consumption and enhance urban
investment level, which provides the internal pow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s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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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也重点关注该省的城镇化建设水平，在国家的指导下
开展了一系列的城镇化建设创新活动。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报告中
指出，吉林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城镇化率从1990
年的39.01%增长到2022年的63.36%；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吉林省的经济也有了快速的发展。其GDP由1990年的不足400亿
元，增长至2022年的1.32万亿元。通过该数据可以看出，城镇
化发展始终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为
此，本文以吉林省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在相关理论的指
导下，结合具体的实践数据，对该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
展水平之间的关联展开深入研究，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帮助吉
林省推进现代化社会的建设。

2   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以吉林省为例
2.1 吉林省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
自国家推行城镇化政策后，吉林省开始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

建设，一直维持在较高的建设速度，推动了吉林省的城镇人口按
照较快的速度不断持续增长。经过研究后发现，吉林省城镇化率
的增长速度一直较快，从1990年正式推行到发展至今，其增长
水平一直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就意味着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
而言，吉林省在城镇化建设推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和更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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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在1990年到2022年，城镇化率从39.02%转变为63.36%。
2.2 吉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情况
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发展，有助于为当地创

造就业机会，满足城乡就业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村人口
实现向城镇的充分流动，显著的推进了城镇化建设。与之类似
的是，城镇化在处于良好有序的建设状态时，形成了众多中小
城镇，成为容纳工业发展的重要空间。众所周知，吉林省是
中国老工业基地也是中国的科研生产基地，对于中国国民经济
的发展就十分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吉林省而言，在推进城镇化
建设时还要实现与工业化建设的有效衔接，谋求更加科学合理
的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不断推动工业化积极稳健向前推进。
对比1996年 ~2021年吉林省工业化率可以看出，吉林省的整体
工业化推进还相对滞后，工业化率并未出现与城镇率的同步增
长。相比于1996年，2015年吉林省的工业化率反倒更低。2021
年工业化率虽然相对前几年小幅度增长，但是仍未达到往年峰
值，而通过调查发现，城镇化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由此可
以看出工业化建设与城镇化建设出现的相互矛盾的发展情形，
两者发展趋势出现了明显的背离。

表 1  吉林省 1996 年 ~2021 年工业化率

2.3 吉林省人均GDP增长
今年省的人均GDP的变化发展情况，同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

当，均呈现出缓慢增长的发展趋势（由于数据限制，暂且提供
2000～2021年数据）。从2005年开始，两者的差距开始持续拉大，
到了2007年，这一差距水平达到了1.4966万元（峰值水平），随
后全国人均GDP不断增加开始追赶吉林省，到了2010年，全国人
均GDP首次超过吉林省人均GDP。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
同全国人均GDP均保持相对稳定的缓慢平稳增长趋势。

3   吉林省城镇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城镇规模分布不均匀
城镇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城镇的空间布局要合理，但

是根据人口普查相关数据显示，吉林省的主要人口分布在两个
特大城市—吉林市和长春市。据统计，在两个特大城市居住的
人口占据整个吉林省的43.41%，其余6个中等城市人口占据总
人口的23.33%，剩余37% 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因此，通
过分析可知，吉林省存在大城市单一且较少、中型城市发展较
弱、后劲不足等现象，城市布局明显不合理。

3.2 城镇化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合理
新型城镇化的一些政策和优惠措施使得很多农村户籍人口涌

入城镇，但是城镇所提供的人口饱和度和劳动力饱和度明显不
足以接纳这么多人带来的压力，造成了城镇产业发展和人口供
需不协调的现象，进而影响生产总值。

3.3 生态环境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巨大的人

口流动给城镇带来巨额劳动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城市运行的负担，
尤其是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如果不及时解决出现的环境问题，这会给城市建设带来巨大的
损失，只有逐步接收，使人口和城市消化能力相协调，才能
稳步走好城镇化建设道路。

3.4 城镇基础设施有待完备
随着城镇化道路逐步推进，吉林省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伴随发展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
显，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随着经济发
展，城市运输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日常需要，高峰使其交通拥堵相
当严重；再者，城市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已经难以满足人们日常需
要。这都是因为城镇化政策实施以来，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城镇化道路。

4   吉林省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分析
4.1 重新规划城镇格局
城镇化建设当中城镇布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城镇化布局

合理在后续城镇发展当中才会可持续。因此，在城镇化的开始阶
段，必须做好城镇化的布局规划，按照城乡布局统筹有序开展城
镇化的工作，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由大到小，做到布局合理。

4.2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东北三省产业结构都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吉林

省也不例外。产业结构合理会带动就业人口增加，带动经济发
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轻工业和
农业占比，提高工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有效
解决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和经济压力。这样可以提高人们生
活水平，又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

4.3 着手生态建设
吉林省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压力不只是人口涌入和经济压力，

也给生态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
及时保护生态建设也势在必行。吉林省东部地区工业发展迅猛，
环境污染和水质污染严重，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要加强三态污染的
过滤处理，做到按标准排放；而西部地区农业发展过度开垦造成
了植被破坏，因此要注意退耕还林，防止过度开垦带来的影响。

4.4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吉林省城镇人口增多直接导致了城镇挤出设施供应能力的不

足，教育、交通、医疗、水源供给和污水处理等多方面所面
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城镇化必不
可少的，政府部门应该在加大生产投入的同时也要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加大政府投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4.5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财政支持
在城镇化过程中，吉林省政府要合理利用政府资金，促进

银行扶持新建企业，设立专项投资资金，吉林省政府也可以尝试
向国家申请专项资金，促进高新行业兴起，使吉林省城镇化有发
展后劲。通过资金的引进使城市的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信贷资
金也得到了保障，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创新发展。以此
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只有多方协作，才会助力城
镇化建设与发展。

5  结语
随着国家城镇化政策的推进，城镇化在全国各地有序的开

展，城镇化的开展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水
平提高，城镇化率在我国持续努力下不断提高，在城镇化政策
的扶持下，吉林省抓住机遇，坚持环境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协
调，提高吉林省的城镇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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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工业化率 年份 工业化率

1996 37.6 2009 36.9

1997 38.2 2010 36.2

1998 35.8 2011 36.1

1999 35.4 2012 36.6

2000 35.4 2013 36.2

2001 35.3 2014 36.3

2002 35.2 2015 36.4

2003 36.5 2016 37.2

2004 37.3 2017 37.4

2005 37.3 2018 37.1

2006 40.1 2019 39.6

2007 39.8 2020 38.5

2008 36.9 2021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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