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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补齐城镇化短板弱项
有序推进县域智慧化改造

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向纵深推进，实现了从乡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

变，但由于历史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城镇化水平总体仍处于全国后列，短

板弱项在于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未来必须以发展新理念为引领，着力破解制度、产

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难点问题，通过加强公共领域智慧化应用、优化产业发

展数字环境、加快新型城镇智慧化改造等措施，推进县城智慧化改造，打造未来区域发展

的核心动能。

 

一、广西城镇化的发展演进和基本格局

（一）广西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但仍处于全国后列

广西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从低水平城镇化向高质量

城镇化发展的跨越，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自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以来，广西城镇化进程总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城镇化起步阶段（1958—1965年）：城镇化率从10.8%下降到9.8%。这个阶段由

于人口的快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导致城镇人口占比总体呈

下降趋势。

——城镇化低速发展阶段（1966—1977年）：城镇化率从10.2%小幅提高到10.8%。

这个阶段广西人口仍然呈快速增长态势，城镇人口占比回升到自治区成立之初的水平，城

镇人口增速略高于总人口增速，城镇化呈现缓慢发展态势。

——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1978—1995年）：城镇化率从10.6%提升到18.4%。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快提升，城市功能、基础设施、生活配套

不断完善，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发展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城镇化稳步提升阶段（1996—2019年）：城镇化率从26.6%提高到51.0%。这个

阶段广西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全区城镇人口呈现明显增加的态势，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城镇人口的规模达到1841.8万人，城镇化率突破

40%，与2000年相比提高11.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到2018年，城镇化率突破

50%，广西总体进入了城市型社会发展时期。

图1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城镇化率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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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标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比较落后，2019年广西城镇化率仅

为51.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5个百分点，排全国第27位；且近几年城镇化率提高

速度有放缓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广西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城镇化对工业

化的依存度非常高，近年来广西尤其是工业下滑态势较为明显，工业增速从2010年的

20.4%下降到2019年的4.5%，降幅达16个百分点，导致城镇容纳就业人口减少，间接

导致城镇人口集聚态势减缓。

（二）广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但各地市城镇化差距较大
2018年，全区常住城镇人口2474万，比2010年增加632.1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2%，比2010年

提高10.2个百分点。其中，排名前三位的地市为柳州（64.7%）、南宁（62.4%）、北海（58.6%），排

名后三位是百色（37.1%）、河池（38.2%）、崇左（39.2%），最高和最低相差27.6个百分点。户籍人

口与常住人口比处于0.3—0.8，其中最高为梧州市，最低为贺州市，为人口净流出，城镇集聚发展态势尚

未形成。同时，城市内部的县和区之间户籍人口城镇化分化较大，南宁市青秀区城镇化率最大为84.3%，

而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仅为20%左右，大部分县或乡镇城镇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农业转移人口稳步推进，但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
2013—2018年累计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521万人，全区14个设区市已全部出台本地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细则，基本实现城镇落户“零门槛”。但县域人口城镇化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2018

年建制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于全区平均水平（31.7%）的仅有12个县，最高为东兴市53%，最低为灵山

县10.7%，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42.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较低的县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地理位

置较为偏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对

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和对产业的承载力都很有限，难以承担“不离土不离乡”的就近城镇化重任。

图2  2019年全国各省城镇化率对比

图3  2018年各市人口城镇化率对比

表1  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于30%的县

地区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人均GDP（元） 地区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
人均GDP
（元）

全区 31.7% 41489 平乐县 35.3% 28226

东兴市 53.0% 61108 凭祥市 35.3% 75051

荔浦市 45.7% 43821 博白县 33.2% 18026

岑溪市 44.7% 24149 北流市 32.9% 25679

柳城县 41.1% 41009 平果市 32.6% 38227

鹿寨县 40.6% 52492 宾阳县 31.6% 27988

藤县 39.1% 24548 田阳县 30.9% 48208

合山市 35.9% 31694 融安县 30.5% 27770

2019年广西城镇化率仅为51.0%，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5个百分点，

排全国第27位

广西工业增速从2010年的20.4%下降

到2019年的4.5%，

降幅达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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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小城镇建设加快推进，但新型城镇化配套欠缺
近年来，广西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全区小城镇、重点镇的建设，不断完善小城镇功能，增

强小城镇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在各地争鸣，形成“柳州模式”和“来宾样

板”，北流、平果推进新型城镇化经验在全国推广，广西特色小城镇产业发展加快由第一产业向

二、三产业集聚，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逐步增强。然而，广西小城镇建设缺乏规划，且地域特

色不突出，功能比较欠缺，一些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产能不足而且严重缺项，县城和重点镇

城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水平欠佳，城镇基础设施规划设计缺乏前瞻性、预见性及适度超前性，很

多小城镇建设大多缺乏地域特色与历史文化特色，就地城镇化基础设施系统配套存在明显的“结

构性”缺陷，重视“看得到”的道路、给水、环卫保洁等设施建设，而忽视排水、垃圾处理，污

水处理，集中供热等设施配套。

二、广西县域城镇化发展提升空间广阔

（一）提升县域城镇化率是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内在要求

县域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和重要生长点，是构建多

层级城镇体系的中间枢纽。对上，与城市基础设施连通，

承接城市疏解的功能，衔接城市产业、要素、资源等方面

的配套需求；对下，与广大的乡镇农村网络密切勾连，凝

聚乡村人口、助力乡村振兴，把县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做优做强，优化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

兴。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和县域发

展水平，逐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化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

矛盾，形成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的现代城镇体系，才能打

造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形成城乡互动、互

惠、互促共进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必然要求

据经济学家测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

元的建设投资和1万元的消费需求，对于广西这样一个贫

困人口基数大、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地区而言，加快推进

县域城镇化进程也是加快脱贫、体现共同奔小康、实现共

同富裕的过程。因此，加快促进广西县域经济繁荣发展，

必须将农民向城镇转移与农民就业、转移后生活改善等联

系起来，积极稳妥推进农民市民化，防止出现以土地城镇

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农民“被城镇化”，使农业强起

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三）推进县域城镇化是加快农民就地融

入的有效抓手
广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一方

面是由于城镇落户门槛高、隐形成本高，日趋上涨的城市

房价，尤其是南宁、柳州等核心城市房价上升趋势骤增，

这对农民群众而言压力巨大，而3000元/平方米左右的县

城房价，对于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显然阻力更小。另一方

面，县域内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特色经济发展要素，劳动

力价格、原材料成本等优势明显，能在区域内形成核心竞

争力，发展县域经济不但成本低、制度阻力小，也有利于

人口集聚后的社会融合，在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

也可有效提升县域农业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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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耕城市经济打造区域发展核心动能

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智慧技术让县城

的资源更易于被充分利用，县城的管理更精细化和智慧化，县城的生活变得更便利高

效，有助于破解制度、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难点问题，打造未来区域

发展的核心动能。

（一）以“两只手”为统筹，加强公共领域智慧化应用
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关键。为此，必

须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区分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合

理设计资金保障方式，调动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县城公共服务

领域智慧化建设，着眼于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加强智慧县城场景模块化应用，

建设区域综合性、一体化大数据应用平台，推动公共领域智慧化应用，支撑县城健康

高效运行和突发事件快速智能响应，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以公共服

务水平提升吸引更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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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数字环境
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是关键，而特色产业是关键中的重要一环，必须要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抓好县域经济，大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必须基于

当前县域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情况，借助工业互联网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企业与企

业、企业与产品、产品与产品的实时连接和智能交互，加快县域原有产业链重塑。充分发挥广西

县域劳动人口和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依托产业智慧

化改造，进一步筛选和培育特色支柱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形成具有

县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促进县域经济持续繁荣发展。

（三）以“新基建”为抓手，加快新型城镇智慧化改造
以新型城镇化为体系性支撑，让新基建为新型城镇化赋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的同步

并向发展，是短期内应对经济社会困难、长期促进经济升级换代的最优路径。为此，必须在布局

新基建过程中，广西更多考虑新基建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尤其是要考虑对产业要素的聚合

影响，加快推动5G应用覆盖工业、交通、医疗、高清视频等场景，在县域打造一批“5G+工业互

联网”标杆样板工程、5G精品工程，推广复制全区智慧医疗、智慧园区、智慧工厂、智慧教育等

“5G+”创新应用，培育形成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打造

数字经济发展动力新引擎。

楼梯下的空间，也可以华丽地变身

山水间的大房子
     ——南宁市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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