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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城市化发展趋势判断
Ξ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陈永国
一、河北省的发展战略为加速城市化提供了政策支持

长期以来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性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健
康和持续发展 ,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发展战略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市场化来推动资源的配置 ,但由于城市化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主导地位 (如我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
城镇化战略提升为与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等同的国家战略) ,政府还会在城市化发
展中的基础设施、金融、法制和技术标准等公共产品建设方面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在这一国家长远发展战
略的部署下 ,河北省省委和省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扶持河北城市发展的战略。最近两年的主要发展战略有 :

———2003 年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山“把城市化摆上活跃经济全局的战略位置 ,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 ,坚持产业兴市 ,促
进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加快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有选择地发展一批小城镇 ,实现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2004 年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和树立科学发展
观 ,坚持城市化与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相结合 ,加快发展壮大中心城市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有重点地发展
小城镇 ,走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具有河北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 ,提供
更多的就业、创业条件和更好的生活空间 ,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
质 ,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这些发展战略的强力推进下 ,河北省城市化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政策机遇 ,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将促使
河北省城市化会加快发展步伐。

二、新的城市规划为加快城市化奠定了良好的空间设计
城市规划是城市政府指导、调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 ,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城市规划

搞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城市总体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城
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只有充分发挥规划的科学调控作用 ,才能保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城市在
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带动作用 ,2003 年以来 ,河北省 11 个设区市从实际出发 ,精心谋划 ,科学定位 ,形成了各有
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新规划 :

———石家庄市确定“1 + 4”组团城市发展格局 ,做大主城区 ,发展四个卫星城 ,努力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
厚、产业特色突出、环境优美宜人、人民生活富裕、社会文明有序的现代化大都市 ,建设成为“天蓝、地绿、水
清、气爽、路畅、景美”的生态园林城市 ;

———唐山市积极推动生产力布局向沿海转移、向城镇集中 ,用“蓝色文明”改写“煤都历史”,建设以市区

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4. 2 　企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发展。企业只有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

的各个环节 ,重视科技进步速度 ,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高、成本的降低 ,才有一定的保
障 ,谋求企业的发展才有一定的基础。可见 ,科技进步是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和物
质基础。实践也证明 :企业竞争力来自科技进步。企业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市场需求 ,创新的主要目标是
开拓新市场。“创新则兴 ,反之则亡”是市场经济的一条规律。竞争的实质是通过“制造差别”来战胜对手。
其一 ,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研究开发的优势 ,制造同竞争对手在产品品种、性能、质量等方面的差别 ;其二 ,可以
利用大规模生产、先进工艺设备的优势 ,降低产品成本 ,创造同质低价的竞争优势 ;其三 ,也可以利用支配流
通领域的能力和优质的售后服务 ,创造服务方面的差别。但任何一种差别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因此 ,我国企
业迫切需要培育企业自主科技进步的机制。所谓“自主”,是企业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 ,受到企业职工 ,特别
是领导层的事业心推动 ,形成的以技术创新为手段 ,以市场占有为目标 ,实现自我的一种强烈欲望。“自主”
的程度决定着企业科技进步投入的大小、绩效的高低。有了自主创新的机制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为
了自身的生存 ,为了将来的发展 ,就能积极慎重地开展科技进步工作 ,并且自觉地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
达到提高企业产出质量和效益之目标。

4. 3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企业的科技进步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中进行的 ,有什么样的经营机
制 ,就有什么样的科技进步。因此 ,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 ,要充分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经济发
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机制 ,使企业产生追求自身利益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有效市场竞争的科技进步压力 ,
从而 ,在科技进步的渴望与探寻中 ,自觉培育科技创新意识、科学管理意识、科学决策与组织意识、科技文化
意识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更好结合 ,使科技生产力真正成为发展生产和促进经济建设的有力武器。为此 ,要
加速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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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以县 (市)城为纽带、以建制镇为依托的冀东城市群 ,向着建设现代化沿海大城市加速迈进 ;
———秦皇岛市加快构建以市域中心城区为龙头 ,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平原和山地辐射带动、梯次推进的

发展格局 ;
———廊坊市提出建设“一个中心”、“两个次中心”、“三大板块”、“两个环带”,中心城市结构采取三点组团

方式 ;
———保定市构建“一城三星”大保定 ,建设 4 个县级区域中等城市和 15 个县城 ;
———邯郸市优化空间布局 ,形成“一核、一带、一圈、四轴”的“1114”城镇体系 ;
———邢台市按照“突出城市特色 ,完善城市功能”的工作思路 ,全力打造城市化建设的平台 ;
———衡水市按照“调整、提高、聚集、创新、完善”的“十字”方针 ,努力探索具有衡水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
———沧州市以港口为龙头、以沿海为依托 ,发展临港产业和沿海经济 ,催生沿海城镇发展 ,从大运河走向

渤海湾 ;
———张家口市围绕“四个定位”,构筑“一轴四翼”城镇体系 ,打造生态旅游城市 ;
———承德市紧紧围绕建设“大避暑山庄”的战略构想 ,以山为骨、以绿为脉、以水为魂、以文为蕴 ,人力实

施“南扩西进北上”战略。
尽管对这些城市规划部分专家还对其科学性、实践性有一些疑问 ,但总体上相对过去缺乏规划的城市建

设来说 ,这些规划对人口转移的引导作用、促进产业用地的合理布局、以及城市形态设计对城市面貌的带动
作用的逐渐发挥 ,还是可以为河北省加速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空间基础。

三、经济发展实力能够支持一个较高的城市化发展速度
　　城市化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其经济
增长必然受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 ,因此我们建
立了以河北省经济增长速度为被解释变量 ,全国经济增
长速度为解释变量的三个经验模型 ,用以预测河北省未
来 50 年的经济增长。

表 1 　河北省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模型

经验模型 模型表达

线性模型 Yt = - 0. 2467 + 1. 1292Xt ,

对数模型 Yt = - 9. 7186 + 9 ,23481n (Xt)

双对数模型 1n Yt = - 0. 4423 + 1. 2071nXt

　　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主要采用了国家科委课题《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特点分析与支柱产业
选择》的预测结果 ,在分析中也参考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分析结论。结果见表 2。

表 2 　2001 - 2050 年中国与河北省 GDP 增长速度对比

时
期

中国 GDP 增长

速度a

中国 GDP 增长速度b 河北 GDP 增长速度

供给导向模型 需求导向模型 线性模型 对数模型 双对数模型

2001 - 2010 8. 1 7. 98 7. 67 8. 9 9. 6 8. 0

2011 - 2020 6. 4 5. 90 6. 03 7. 0 7. 4 6. 0

2021 - 2030 5. 4 - - 5. 9 5. 9 5. 9

2031 - 2040 4. 9 - - 5. 3 5. 0 4. 4

2041 - 2050 4. 3 - - 4. 6 3. 8 3. 7

　　注 :a ,沈利生 :《中国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张守一、张屹山主编 :《数量经济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261 页。b ,潘文卿、李子奈、张伟 :《21 世纪前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预测》2001 年第 3 期。

结合邹至庄、樊纲等学者的判断 ,我们对上述测算值进行了调整 ,认为河北省在 2001～2010 年经济增长
速度为 8. 5 %左右 ;2011～2020 年为 7 %左右 ;2021～2030 年为 6 %左右 ;2031～2040 年为 5 %左右 ;2041～
2050 年为 4 %左右 ,即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下波动 (绝大多数年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或低取决于河北省
的经济发展潜力 ;基本趋势与全国一致 ,即由高速转向低速。

依据 GDP 的增长速度 ,到下世纪中叶河北省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发展情况如表 3。

表 3 　河北省人均 GDP 与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值

　　　　　　时间

　指标
2010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50 年

人均 GDP(2000 年美元) 2000 3500 4000 15000

城市化水平 ( %) 45 60 66 76

　　值得提示的是 ,按照该模型预测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比有关部门预测的要高一些 (河北省政府公众信息网
公布到 2010 年河北省城市化水平为 43 % ,而我们所测算的为 45 %) ,我们认为预测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前
景 ,主要是为了反映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潜力 ,未来发展的实际值比预测值略高或略低都属正常 ,但不应有较
大偏离 ,河北省目前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造成的巨大效率损失 ,在今后指导城市化发展过
程中 ,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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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问题
———兼谈慈溪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有关问题

宁波工程学院 　王浩林 　陆慧琦 　韩 　民
本文依据宁波市所辖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市、象山县、宁海县、鄞州区和五区 (包括海曙区、江东区、江北

区、镇海区、北仑区等) 2001 和 2002 年的社会统计相对指标 ,采用区间度法 ,分别从人口状况、生活水平和生
活质量、公益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秩序四个领域衡量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 ,重点对县 (市) 之间社会发展水
平差距做横向比较 ,在此基础上 ,根据各县 (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初步判断宁波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
性。

一、宁波县 (市)区社会发展相对水平
从社会发展的总指数看 ,2001 和 2002 年五区、鄞州、慈溪始终保持前三名的位次 ;象山第 5 位 ;而余姚变

化最大 ,由 2001 年的排名第 7 位升至 2002 年的第 4 位 ;宁海由第 4 位降至第 6 位 ,奉化则由第 6 位降至第 7
位。发展水平总指数及位次见表 1。(略)由表 1 可见 ,2001、2002 年排名靠前的都是五区 ,2002 年差距最小
的鄞州与五区的差距达 34. 89 % ,慈溪、余姚差距分别为 42. 27 %、43. 76 % ,列于后 3 位的象山、宁海和奉化
差距高达 47. 83 %、48. 39 %和55. 49 %。与 2001 年相比 ,与五区差距缩小的只有余姚市 ,其余县 (市) 区与五
区差距均呈现扩大态势。由此可见 ,社会发展在地区间极不平衡 ,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社会发展程度也高 ,
农村占主体的地区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更加重要的是 ,这种差距在加大。

慈溪社会发展总指数 2001 年为 42. 17 % ,2002 年为 36. 02 % ,虽然均排列第三 ,但是 2001 年与第二位的
鄞州差异很小 ,而 2002 年不仅与鄞州差距拉大 ,还与第 4 位的余姚缩小了距离。

二、宁波县 (市)区社会发展诸领域比较
上述县 (市)区社会发展相对水平存在的差异 ,可以从其内部的 4 个子领域及各领域具体指标的差异进

行分析 (见表 2) 。(略)

人口状况领域由 4 项指标组成 ,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非农人口所占比重和每
万人高中段在校学生数 ,反映了人口结构及人口质量。2002 年五区在该领域遥遥领先 ,这主要是五区的每
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非农人口所占比重和每万人高中段在校学生数 3 项指标都是第 1 ;而位于第 7 位的奉
化市的 4 项指标中 ,人口自然增长率、每万人高中段在校学生数、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 3 项指标分别排在
第 5、6、7 的位置上。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领域由 9 项指标组成 ,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年自来水供水量、改厕率
(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 、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家庭电脑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 ,反映了居
民的生活状况和质量。2002 年该领域慈溪第 1 位 ,位于第 2、3 位的五区和鄞州差距不大 ,而排在 4、5、6、7 位
的宁海、象山、奉化、余姚与前 3 位相比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尤其是排在最后的余姚 ,9 项指标中有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家庭电脑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 3 项指标列在最后
一位 ,而且与其他地区差距比较大。

公益服务领域由 8 项指标组成 ,包括传染病发病率、每千人拥有医生数、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每万人
拥有公共文化设施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污水综合处理率、人均拥有公图
书藏书量 ,反映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服务状况。2002 年该领域位于第 1 位的五区具有明显的优势 ,8 项
指标中有 5 项位于第 1 位 ,其中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人均拥有公共图书藏书量 2 项指标领先优势更大。处于
第 2、3、4 位的余姚、鄞州、象山属于第 2 层次 ,相互差距不很明显 ;位于第 5、6、7 位的宁海、奉化和慈溪属于
第 3 层次 ,宁海和慈溪主要是由于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和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等明显落后 ,奉化主要是污水
综合处理率、人均拥有体育场所面积明显落后。

社会保障和社会秩序领域由 10 项指标组成 ,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事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
的比重、每万人治安案件受理数、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每万人交通事故发生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率、城镇职工失业保险覆盖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每万人养老机构床位数、每万人等级人

四、结论 :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将促使及要求新型工业化的加快发展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相关系数高达 0. 997 的经验看 ,河北省城市化水平的加速发展 ,

必然会通过城市功能的扩大、辅射能力的增强、集聚效应的发挥等途径 ,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促进生产
力的布局合理化和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将新型工业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阶段 ,但如果新型工业化不乘城市
化加速发展之势而加快发展 ,新型工业化将制约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就会突出出现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而导
致的“就业难”问题 ,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巴西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城市化发展 ,
导致其从 1998 年以来的失业率保持在两位敷 ,高失业率导致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 ,目前 ,居住在城市贫民
窟中的人就有 3500 万人 ,占全国城市人口的 25. 4 % ,缺衣少食、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地位低下等原因共同造
成了当今巴西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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