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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共有1866个县及县级市

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的2倍
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65%左右

全国共有18661866个个县及县级市

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的22倍倍
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6565%%左右

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约22..55
亿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3030%%

截至2021年底截至2021年底 GDP 排名前 100 的县（县级市）中，

“千亿县”达4343 个，超77成成位于江苏、浙
江、福建三省。43个“千亿县”GDP总量达

77..0202万亿万亿元

GDP排名前5的县（县级市）分别为江
苏昆山、江苏江阴、江苏张家港、福建晋

江、江苏常熟，其城镇常住人口均在100100万万
人以上

县城建设新看点①

县城是中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推进县城
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本报自今日起推出“县城建设新看点”系列
报道，围绕 《意见》 提出的新任务、新内
容，结合县城的实践探索，反映中国城镇
化的新进展以及县域经济的巨大潜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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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六口都进了城”

——吸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
中西部县城刚起头，在许多东部地区
县城已形成规模，城镇化率不断提升

就近城镇化，县城发挥着什么样的作
用？听县城里的居民说一说——

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珙桐街道白水
河社区，新市民徐青正忙着给社区居民准
备就业技能培训材料。“我们这个社区有很
多像我一样从农村来的，针对这部分居民
找工作难题，社区强化动态跟踪、管理、
服务，帮助大家就业。”已在社区服务岗上
干了两年的徐青，如今对这些工作轻车熟
路，“我们一家六口现在都进了城，弟弟在
城里读高中，其他人有了各自的工作，家
里收入提高了不少，生活也方便了很多。
作为年轻人，我还是更喜欢城里的生活。”

“近年来，纳雍县农村户籍人口进城人
数越来越多。目前，全县常住人口中，居
住在城镇的人口29万人左右，近10年增长
约75%。”纳雍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郭富
介绍，老城区面积不足 3 平方公里，为满
足农村户籍人口向县城集聚的需要，这几
年纳雍持续扩大城区面积，在此过程中尤
其重视给城市增绿、强化公共服务供给，
建成了白水河公园、推进猴子岩山地公园
建设，建成并基本完成新县医院的搬迁，
配套新建学校 6 所。同时通过加快特色产
业发展、加强进城劳动力技能培训，让老
百姓有活干、有钱赚。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高国力介绍，从数量看，2021年底我国有
1866个县及县级市，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
数量的 65%左右，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
辖区数量的 2 倍。从人口看，2021 年县城
及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约2.5亿人，占全国
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吸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中西部县
城刚起头，在东部地区则早已形成规模。

“东部沿海部分县城经济发达，例如昆山、
江阴、晋江等地，吸纳了大量农业转移人
口，人气、商气都很旺，城镇化率不断提
升。”高国力说。

早上 7 点，在福建省晋江市，外卖小
哥李成旭骑上电动车赶到常去的一家早餐
店门口，准备取餐。“现在点外卖的人比较
多，我每天要接几十单，基本是从早忙到
晚的节奏。”李成旭说。

从农村老家进城，李成旭已在晋江做
了2年外卖骑手工作。“干这活，只要肯出
力，收入还是不错的。我已经把家里人接
了过来，妻子在晋江也有了自己的工作，
孩子在这上幼儿园。”李成旭说，“我对晋
江印象挺好，不仅经济发展快，孩子读书
等方面的事情也方便，环境还好。现在，
最大的任务就是攒钱买房，让我这一家三
口的日子过得更美。”

作为福建“首富县”，晋江的吸引力持
续增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晋
江市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1416151人，占68.69%。与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43324
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9.65个百分点。

县城之间，有差异有竞争

——一些县城随着人口流入不断
壮大，一些县城大体稳定，也有少数
县城出现人口减少

就近城镇化，不同地区县城表现也有
差异。

高国力分析，当前，农民到县城买房
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比较普遍，但随着
城镇化从快速发展后期逐步转入平台发展
期，人口总体上会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
城市及其周边集聚，一些县城随着人口流
入会不断壮大，一些县城将保持大体稳
定，也会有少数县城面临人口减少。

从经济发展情况看，这几年GDP总量
排名前 100 的县中，超一半位于江苏、浙
江、山东三省。这几个省份城镇人口增量
也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县城在吸引农民进
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以江苏为例，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江苏省城镇人口较

“六人普”增加 14870895 人，全省 95 个县
（市、区） 中，GDP排名前10的县、县级
市城镇人口增量占全省增量 15%左右。部
分县的城镇人口增量甚至超过一些省份。
如昆山市近10年城镇人口增加超50万人，
这一数据高于吉林全省增量。

但是，在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中，也
有部分县城出现了明显的人口流失情况，
有的近10年流失率在20%以上。在南京工
作的王东明，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小县

城。“这几年，好几个以前老家的朋友都选
择了外出，有的是去大城市了，有的去了
附近发展较好的市县。”在他看来，县城之
间、县城与中心城市之间，也存在吸纳劳
动力的竞争关系。如果县城缺少产业和就
业机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还会接着往
公共资源更好、就业前景更佳的地方流动。

“县城发展分化既是客观趋势，也符合
城镇化一般规律。”高国力说，农村人口向
县城就近转移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转移并
不总是“所在县”。总的来看，东部地区发
达县城对农业转移人口保持着较强的吸引
力，中西部地区县城之间差异较大，与东
部地区相比有差距。出现分化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公共服务、生
态环境等都是可能的影响因素。

增强吸引力，县城正发力

——县城具有推动就近城镇化的
天然优势，既可以为超大特大城市分
流，吸引人员返乡入乡创业，又可以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未来，县城在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
化过程中还将起到怎样的作用？潜力如何？

看整体。近10年间，中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在突破 50％后仍保持快速增长趋
势。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相
较于2010年“六人普”时的49.7％，上升
了14.2个百分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从发达国家
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当前仍然处于
城镇化率有潜力提升的发展机遇期，“十四
五”时期城镇化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乡城
之间还将呈现出大迁移大流动的基本格局。

看局部。在 31个省（区、市）中，2020 年

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的有 19 个，其中有
10个低于60%，最低的只有35.73%。业内人
士表示，相较于那些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
甚至 80%的地方来说，这些目前城镇化率
还比较低的省（区、市）县域城镇化率一般
也较低，未来显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高国力认为，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
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在全国及
相关地区城镇化还将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
县城地位重要、作用独特、潜力巨大，特别是
1800多个县及县级市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
地，它们具有推动就近城镇化的天然优势，
是城镇化中非常有活力的、生生不息的单元
部分，既可以为超大、特大城市分流，吸引人
员返乡、入乡创业发展，又可以成为吸纳农
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空间。

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系列政
策举措正密集推出：《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33条具
体措施，提出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
政策，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
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建立健全
省以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各地积极行
动，江西省提出“十四五”期间以县城为
主要载体，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向县城流动
聚集；江苏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
延伸，完善县城产业服务功能，促进产业
向园区集中。

“县城要吸引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最
主要还是得有特色，因县施策，合理确定
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避免高不成低
不就的情况。一方面要总结经验教训，不
走一些大城市走过的弯路，充分发挥县城
生活方便等优势，提升对邻近大城市人口
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县城相较于乡村在市
政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应将
这方面优势进一步放大，为农民到县城就
业安家创造更好条件。”高国力说。

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约2.5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30%——

就近城镇化，县城潜力大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一家人全都搬到了县城”
“在农村还有地种，但居住在县
城”“村里过得好的都在县城买
了房”——这样的变化，正在中
国各地悄然发生。

目前，全国县城及县级市
城区常住人口约2.5亿人，这一
数据高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人
口规模。今年以来，从中央到
地方，推进县城建设、就近城
镇化更成为政策聚焦的重点：
中办、国办文件提出全面落实
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国家
发展改革委强调夯实县城产业
基础、促进居民就地就近就业
和持续增收，江西等省 （区、
市） 出台针对性措施吸引各类
生产要素向县城流动聚集……

县城作为“城尾乡头”，正
迎来人口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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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银保监会近日
印发 《关于在广西开
展糖料蔗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
通知》，在广西开展
糖料蔗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由
中央财政和广西财政
对投保蔗农实施保费
补贴，以稳定农户种
蔗收益，服务保障国
家食糖供应安全。这
是继稻谷、小麦、玉
米 三 大 粮 食 作 物 之
后，中国的农业保险
再次扩容。

食糖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农产品，
也是居民不可或缺的
生活物资。广西是中
国糖料蔗主产区，种
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在
全 国 占 比 超 过 60% 。
随着甘蔗规模化种植
的快速发展，广西蔗
农尤其是规模经营农
户的风险保障需求日
益增长，进一步提高
保险保障水平的呼声
很高。

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解释说，糖料蔗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的保障对象为
广西投保蔗农。完全
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
涵盖当地糖料蔗主要
的自然灾害、重大病
虫鼠害、意外事故、
野 生 动 物 毁 损 等 风
险；种植收入保险的
保险责任涵盖价格、
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
损失。保障水平最高
可达种植收入的80%。

在 补 贴 比 例 方
面，按照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承担保费补贴的
45%、25%，市县财政承担比例和农户自缴比例由
省级财政部门自主决策。同时，《通知》 要求承保
机构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厘定保险费率，并充分
征求当地有关方面和农户代表意见，做到承保到
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同时，要求综合费用率
不得高于20%。

与传统险种相比，糖料蔗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具有哪些优势？

据介绍，糖料蔗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覆盖物化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全部生产成
本或种植收入，在蔗农承担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按
目前广西糖料蔗平均种植收入测算，保障水平最高
可达2400元/亩左右，是传统物化成本保险保障水平
的3倍。同时，与保障较低的物化成本保险和保障价
格单因子的价格指数保险相比，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更容易触发理赔，将大幅提高投保蔗农
所获赔偿金额。

此前，财政部对糖料蔗已有农业保险政策安
排，广西前期开展的糖料蔗保险主要包括物化成本
保险和价格指数保险，均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提
供保费补贴。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如何做好与已有政策的衔接？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对已有政策，财政部
将保留传统物化成本保险投保渠道，满足多样化的
保险保障需求。“对甘蔗种植大户，糖料蔗完全成本
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能够满足其较高的风险保障需
求，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为甘蔗规模化种植保驾护
航；对小部分种植散户，我们也尊重其节约自缴保
费支出、偏好物化成本保险的个性化选择，保留其
投保传统险种的渠道，避免政策‘一刀切’，实现精
准滴灌。今后，广西蔗农，无论是种植大户还是种
植散户，均可在糖料蔗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
险或种植收入保险中自主自愿选择投保，但不得重
复投保。”该负责人说。

▲ 近年来，重庆市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
求。图为重庆梁平双桂新城景色如画。 刘 辉摄（人民视觉）

柳州是广西甘蔗的主要产区之一。近年来，广
西柳工集团致力于推进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产品研
发与推广应用，产品在满足国内供应的同时，畅销
中南美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图为工人在甘蔗收
获机生产线上忙碌。 黎寒池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