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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地城镇化模式对新疆城镇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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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疆城镇化模式的选择对新疆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分析内地城镇化五

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并指出新疆城镇化发展中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将新疆的实际与内地城镇化

成功经验相结合提出新疆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内地城镇化，模式，新疆城镇化，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内地城镇化发展迅速，涌现出多种城镇化模式。其中，以小城

镇为主导的苏南城镇化模式、私人资本推动型的温州城镇化模式、外资推动型的珠江城镇化模式、

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模式以及飞地型的张家界城镇化模式对新疆城镇化发展有着

重要的启示意义。新疆作为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西部地区经济增

长的重要支点和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基地，其社会结构和自然表征十分独特，民族、宗教、文

化、语言、体制、生态和资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文章旨在借鉴国内城镇化模式的成功之处，探

索在新疆特殊的人文地理区域和内外环境中，按照特殊的布局和规模要求、依托特殊的资源禀赋和

动力机制，促进新疆城镇化的发展。 

  一、内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小城镇为主导的苏南城镇化模式 

  苏南主要是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地区，这些地区毗邻上海、南京等大中型工业城市，

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20世纪70年代以来，依托上海等工业城市

的辐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实现了百万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

不进城”的非农化转移，形成了“以工建农”、“以工建镇”的局面，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目

前，整个苏南地区建成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小城镇达到322个，形成了以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发

展为动力，以小城镇主导为特点的“苏南城镇化模式”。苏南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经

验：（1）农村工业化带动了苏南城镇化；（2）城乡分工与协作促进了苏南城镇化；（3）乡镇企

业加快了苏南城镇化；（4）政府管理引导了苏南城镇化。 

  （二）私人资本推动型的温州城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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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位于浙江东南部，辖三区六县，是全国首批沿海开发城市、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及

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改革开放前，温州由于人多地少，交通不发达，农业发展条

件差，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其商业模式主要以家庭小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

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私人资本的投入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目前，温州有

“全国电器之都”的柳市镇，“中国皮都”的水头镇等144个著名的专业化小城镇，形成了以民营

经济发展为动力，以私人资本推动为特点的“温州城镇化模式”。“温州城镇化模式”在发展过程

中有以下几点经验：（1）私人资本投资加快了温州城镇化建设；（2）生产的专业分工及专业市场

推动了温州城镇化建设；（3）集资建镇加快了温州城镇化建设。 

  （三）外资推动型的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 

  珠江三角洲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毗邻香港、澳门，辖有广州、深圳、珠

海、东莞等14个市县，交通便利，并云集了众多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改革开发以来，珠江三角

洲通过“三来一补”，成为香港和澳门等地区加工业的外迁地，外资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外向型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具有了1个超级大城市，1个大城市，13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

430多个建制镇的城镇化规模。形成了以加工工业发展为动力，以外资推动为特点的“珠江三角洲

城镇化模式”。“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1）外部资本

和技术的引入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发展；（2）经济特区的设立加速了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

发展；（3）城市群的发展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发展。 

  （四）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模式 

  长株潭一体化是指以长沙为中心，扩张到株洲和湘潭地区，而形成城市群。它位于我国南方腹

地的核心位置，交通便利，城市之间距离非常近，是全国“两用型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包括有4个县级市、8个县、144个建制镇和360多个集镇。长株潭的一

体化带动“3＋5”城市群（即以长株潭三个城市为核心，同时带动常德、益阳、岳阳、娄底、衡阳五

个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以资源优势互补为动力、以城市融合扩张为特点的“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

模式”。其主要经验是：（1）通过各城市间的资源优势互补加快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的发展进

程；（2）通过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奠定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的发展基础；（3）大城市辐射中小城

市是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的发展动力；（4）积极形成城市群，既加快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也

使周边的地区迅速发展；（5）通过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用型社会”，为建设生态

城镇化奠定基础。 

  （五）飞地型的张家界城镇化模式 

  张家界地处湘、鄂、渝、黔、桂五省省际边境区域的武陵山区。国家批准建立大庸市之前，张

家界是武陵源区的一个行政区，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但是拥有风景秀丽的原始森林和奇峰怪

石。1994年4月，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管辖两县两区，共有94个乡镇、6个街道办事处，拥有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风景区、索溪峪景区，桑植县的亚洲第一大洞九天洞，慈利县的道教圣

地五雷山以及永定区的天门山森林公园等自然、人文风景点300余处。为了开发张家界丰富的旅游

资源，政府在这里兴建了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形成了辐射5省市17个区县的航空、铁路、公路

并用的交通运输网络。旅游业的发展使张家界的城镇化建设迅速发展，至2005年底该市94个乡镇

中，建制镇达到33个，形成了以旅游业发展为动力，以“飞地型城镇化”为特征的张家界模式。其

成功的经验主要有：（1）发展“飞地”旅游业促进了张家界城镇化发展；（2）“飞地型”城镇化

直接使张家界的农村变成城镇，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3）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加快了城镇化发展

的速度。 

  以上五种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以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加工工业、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工业化

的加快、外资的引进和城市群的带动为基础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发展，这对新疆城镇化的建设具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 

  二、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新疆是我国资源最多的省份，不仅拥有丰富的农业、矿产、旅游、文化资源，而且具有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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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贸易条件，这些优势为新疆发展边境加工工业，资源加工工业、旅游业以及实现农业产业化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推动新疆城镇化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06年，新疆共有22个城市，

其中地级市2个，县级市20个，特大城市1个，中等城市8个，小城市13个。另有建制镇229个，包括

县城68个，独立建制镇161个，城镇化率达到37.94%，比1978年城镇化率26.07%增加了11.87个百分

点。2006年，新疆生产总值3063.15亿元，生产总值超过50亿元的城市有8个，占新疆城市的36.4%。

同时，新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建设和公用事业都有了根本

性改观，城镇道路、通讯、供水、供电、商业网点、文教卫生以及绿化等方面也都取得长足的进

展。但是，新疆城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 

  （一）特色城镇化建设水平较低 

  新疆拥有丰富的农业、矿产、旅游以及对外贸易等优势资源，这些特色的优势资源是我国内地

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在今后新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将起主导作用。但是目前新疆城镇化的建设没

有充分挖掘这些优势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矿产加工业、旅游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等优势

来推动特色城镇化的建设。 

  （二）城镇化聚集与辐射力较弱 

  新疆城镇化率低，密度小，经济实力差造成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2006年全国的城

镇化率为43.9%，新疆城镇化水平为37.94%，比全国城镇化水平低5.96个百分点。新疆南北疆共有

22个城市，城市密度为0.13个／104平方千米，远远低于全国0.68个／104平方千米的水平。新疆城

市不仅距离远，且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规模和实力较弱，新疆22个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的GDP超过

100亿元，14个城市的GDP低于50亿元。 

  （三）城镇化结构与分布不合理 

  区域性经济中心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缺少，小城市和建制镇发展缓慢以及观念的偏差导致了新

疆城镇化结构与分布的不合理。新疆占国土面积的1／6，但只有22个城市，城市数量仅占全国666

个城市的3.3%。其中特大城市1个，占全国的1.33%；大城市缺失；中等城市8个，占全国的4.17%；

小城市13个，占全国的3.01%；建制镇229个，占全国的1.13%。在全疆所有城市中，16个分布在自

然条件和交通便利的北疆和东疆，而仅有6个分布在贫困落后且交通不便的南疆。另外，在推进新

疆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地区通过县改市、乡改镇的办法来推进城镇化，也造成了城镇布局和规模

结构的不合理。 

  （四）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 

  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二、三产业发展为动力。2006年，新疆生产总值为

3063.15亿元，仅占全国的1.46%。与全国城市工业化水平相比，新疆城市工业化低于全国15.3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在城市的GDP中超过50%的仅有5个城市，大部分城市的第三产业占其GDP的比重不

足40%。新疆的经济实力总体较弱，城市工业水平较低，以及二三产业落后造成了新疆城镇化发展

动力不足。 

  三、内地城镇化模式对新疆城镇化的启示 

  新疆区域差异较大，其城镇化的建设既不同于东部也不同于中部，城镇内部的发展规模、区域

布局、经济结构、成长阶段及人口扩张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因此，新疆城镇化的发展，既不能照

搬国内其他地区的模式，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其发展的途径应该是多元结合的，通过借

鉴国内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新疆各地区的实际来发展新疆的城镇化。 

  （一）加快优势产业发展，推动特色型城镇建设 

  新疆不仅是全国重要的五大农业生产基地，也是有名的瓜果之乡，更是民族文化的聚集之地。

首先，新疆应该充分发挥全国五大农业生产基地的独特优势，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大力发

展加工工业，加强品牌建设，培育特色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的特色城

镇，如将石河子、阿拉尔建设成为全国著名的棉纺织城，将伊宁打造成薰衣草加工之乡等。其次，



充分利用新疆日照时间长，瓜果品质好的优势，加大高品质的瓜果生产力度，加快以城镇命名的瓜

果品牌建设，提高瓜果的知名度。同时加快瓜果加工工业的发展，加大资金引进和产品的市场推广

力度，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瓜果工业的发展，形成以瓜果产业为基础的特色城镇，如将

和田、喀什部分县建设成瓜果生产和加工基地。再次，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优势，加快民族特色工商

业的发展，形成以民族特色工商业的特色城镇。如将英吉沙建设成英吉沙小刀的特色城镇。将和田

建设成艾迪莱斯丝绸的生产基地。最后，在发展优势产业的过程中，政府要加大城镇化的投资建设

力度，带头创办集体企业，发展集体经济，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国内外的招商引资力度，鼓励私人

投资建厂，发展民营经济，将这些优势产业培育成各地区的支柱产业，推动特色小城镇建设。 

  （二）加快资源工业发展，推动资源型城镇建设 

  随着新疆大规模对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开采，其城镇化进程也不断加快，目前已

涌现出克拉玛依、库车、库尔勒、阿克苏等石油新城以及富蕴等矿业新城。但是，新疆资源型城镇

不能仅靠开采资源来发展，而要通过大力发展资源加工工业来谋求长远发展。首先，政府通过制定

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项目，不断引进技术含量高、开发能力强，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加速资源

的开发；加大地方与开发企业的合作力度，加快城镇周围的公路、铁路以及机场建设，促进这些地

区的对外交流。其次，加快资源加工工业园和加工基地的建设，促进资源加工工业发展，充分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产品优势、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吸纳更多的农村城镇人口就业，推动资源型城

镇化的发展。再次，通过利用当地能源优势，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切入点，加快城镇道路、绿化、城

区的建设和天然气的普及以及与资源加工工业发展相适应的运输服务业的发展，并通过加强周边地

区生态治理，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将能源型城镇建设成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用型社会。 

  （三）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边贸型城镇建设 

  新疆边境城镇化的发展应以边贸为先导，以内地为依托，以高层次技术合作为重点，以开拓周

边国家市场为目标。新疆边贸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与边境贸易是息息相关的。首先，加大对外开

放的力度，增加与邻国的交往，通过深入了解邻国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战略，与邻国共同协商制定出

互惠互利的贸易政策，加快边境贸易的良性发展。其次，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加快边贸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为客商和投资商提供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再次，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加快“外引内

联，东来西出”战略的实施，加大“三来一补”项目的引进，鼓励国外厂商来边境城镇经商办厂；

同时加快东部和中部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的引进，提高边境加工业的技术含量，扩大生产规模，提

高商品的质量，将新疆边境贸易转变为规模化、规范化和集约化的边境国际转口贸易。最后，为边

境劳务输出和输入提供中介服务，共同开发边境商贸旅游，增加与周边各国的相互了解，促进边贸

的进一步的发展，推动边贸型城镇的建设。 

  （四）加快中心城镇发展，推动新疆城镇带建设 

  新疆22个城市和229个建制镇的分布基本上是北疆多于南疆，除少数城市比较发达以外，其他

城市经济实力都比较薄弱，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和集聚力不强，难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不同

层次和规模的城市网络系统。因此，新疆城镇化的发展应结合新疆的特殊性，加大新疆城市的规划

力度，促进各城镇政府间的合作和资源的优势互补，大力发展区域性大中城市，提升大中城市的功

能，增强辐射力，形成多中心城镇带，全面推进新疆城镇化的发展。首先，加快以乌鲁木齐为中心

经济圈的发展，乌鲁木齐是新疆的首府，也是我国“内引外联，东来西出”最大的枢纽中心，加快

乌鲁木齐经济圈的发展，对促进新疆、中国西部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加快

南北疆中心城镇发展，尤其是要加快南疆中心城镇的发展。如将哈密、石河子、奎屯、伊宁等城市

建设成为北疆中心城镇；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城市建设成为南疆的中心城镇。再次，加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心团场的建设。通过战略布局的调整、团场小城镇资源的整合，加快兵团城镇带

的建设。通过加快乌鲁木齐经济圈、南北疆中心城镇以及兵团中心团场的发展，推动新疆城镇带的

建设，全面推进新疆城镇化。 

  （五）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推动飞地型城镇建设 

  新疆旅游资源居全国首位，但大部分旅游景点位于偏远地区，远离发达城市，交通不便，符合

发展飞地型城镇的要求。这些地区应以发展旅游为先导，推动飞地型城镇的建设。首先，加大景区



 

规划和建设力度，加快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申请步伐，加大旅游品牌的建设和宣传，规范景区的管

理，从而提高景区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其次，准确定位旅游景点，尤其要突出地域特色

和民族特色，确保新疆旅游的独特性，吸引更多海内外的游人。再次，加快与旅游相配套的商贸、

运输、房地产、食品、服务业、民族商品以及旅游纪念品的发展，引进旅游管理与规划的专业型人

才，让旅游经济促进城镇经济实力的提升，促进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加速农业人口向非

农业人口的转移，推动飞地型城镇的发展。 

  四、结语 

  从新疆的特点出发，应充分利用各城镇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但重点放在

“区域城镇化”建设上，即重点发展区域性中、小中心城市和小城镇，适当发展大城市。各个城市

之间应有合理的市场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建成一批特色型、能源型、边贸型和旅游型城镇并加快

城镇带的发展。同时，按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则，积极引导各种产业向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中，努力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协调

发展的城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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