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统筹城乡发展

辽宁“县域化 、产业化城镇”发展模式初探
*

王秀娜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之际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 ,在辽宁现有城市化

水平较高的条件下 ,辽宁传统的工业型城市化在继续保持优势的前提下要实现新的突破 , 需要壮大县域

经济 ,同时大力发展县域城市化 , 形成新型工业化与县域城市化共同发展的合力。所以 ,本文从这样一

种战略的高度 ,以三次产业结构布局为出发点 ,分析了辽宁高城市化水平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从而

提出辽宁县域化 、产业化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必要性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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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辽宁经济发展的

主旋律 。与此同时 , 2003年 6月 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出台 ,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县域经

济的战略 、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再一次重

点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压倒性地位 。新型工业

化 、农业产业化 、县域经济 、城市化如何在辽宁新

形势下实现有机的统一并协调发展将直接影响

到辽宁的全面振兴能否实现。

　　一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 ,城市化与三次产业

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是指一个地区从传统

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

段和发展过程 。工业化强调提高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 ,逐步提高资本技术在工业结构中的

比重 ,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拉动城

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完

成本世纪头 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 ,

首要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我国第一

次鲜明地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 ,并将其放在

突出重要的地位 。这种新型工业化尤其强调依

靠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

统产业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正确处理城乡关

系 ,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工业反哺农业 ,推进农村

产业化;正确处理人口 、资源 、环境的关系 。笔者

认为 ,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 ,以

城市化为依托 ,合理调整和寻求产业发展的新空

间 ,实现“五化统一” ,即 ,现代化与城市化 、产业

化 、工业化 、农业化的有机统一 。

然而 ,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突出

问题是:全国范围内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很低 ,

2003年只有 40. 53%;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农村

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不合理 ,这也

是制约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具体说来:

一方面 ,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很低 ,大部分农村仍

旧依靠机械化程度较低的传统生产方式 ,无法满

足农村人口不断增长的收入期望;加之大量耕地

被占用 ,大量“赤裸”的无金钱 、无技能的农业劳

动力主要选择了第三产业较发展的城市 ,成为从

事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力 。但是我们发现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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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少工业发展所需的专业技能 ,导致了进入

第二产业发展的机会很少。在现有就业岗位缓

慢增长的情况下 ,这部分从业者与城市中的失业

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就业冲突 。而且 ,目前看

来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一切“待遇”都是他们无

力选择和改变的 。

另一方面 ,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通常是同步

推进 ,并且存在着一种交替变化的内在关系 ,没

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绕过城市化而走上工业

化道路或脱离工业化而实现城市化 。在工业化

初期 ,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工业比

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

作用 ,其中辽宁等一些重工业城市就是典型的代

表;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 ,城市化的演进更

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其

中 ,新型工业在取代传统粗放型工业的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就业拉动力在相对减弱和下降。新

型大工业的发展更多需要的是有知识 、有技能的

新兴产业工人 ,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

题。与此同时 ,面对特定时期结构转型所产生的

城市大量下岗工人 ,大部分“赤裸裸”的农民是没

有机会可言的。

最后 ,第三产业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是一

种内在的互动关系 。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来看 ,伴随着现代农业产业化 、现代化的发展趋

势 ,第一产业农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将呈现明显

的下降趋势 ,第二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将呈现

较为缓慢的增长并趋于稳定状态 ,第三产业将为

劳动力的转移创造十分巨大的空间 。第三产业

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市化率的上升 ,

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扩

张。与工业相比 ,第三产业(运输邮电 、批发和零

售贸易 、餐饮业等)明显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 ,并

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对整个

就业的带动效应 ,而工业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较

快增长而引起就业功能的相对下降 。但是 ,一个

重要的瓶颈问题是 ,我国未来第三产业扩张的空

间虽然很大 ,城市化率的提高却会越来越受制于

城市就业增长 。一种原因是现阶段第三产业仍

旧大量表现为简单的 、粗放的经营形态 ,而这样

的第三产业在未来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将会

逐渐缩小。另一种原因 ,虽然第三产业发展的整

体空间在未来会很大 ,但是 ,如果仅仅依靠在城

市层面上的深化发展是不够的 ,应该更多的扩展

有形空间 ,在县域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上显示

其重要地位和强大的拉动作用 。城市化十分重

要的参数指标就是非农人口的比重 ,非农劳动力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然而 ,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

流动的空间具有选择性———主要以经济收入为

基础的生存和发展目标作为依据 。鉴于这些富

余劳动力现在的庞大数量 ,以及在未来将会出现

的更大的规模 ,他们有计划的 、科学的合理流动

将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鉴于此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城市化发展与三

次产业有机结合的基本途径 。如果按照城市化

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 ,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推进城

市化进程应该最大程度上鼓励和吸纳农村富裕

劳动力进入城市 。但是 ,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 ,

这种鼓励和吸纳应该是量力而行的 。也就是说 ,

仅仅通过进入城市这样的一般方式应该有所突

破 ,在不限制他们进入城市的情况下 ,应该努力

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 、整合与优化 ,为经济增长

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

的发展县域经济的构想 ,以民营经济为主 ,实现

农村工业化 、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

　　二 、辽宁 “县域化 、产业化城镇”城市化发展

模式的实证分析

　　辽宁现有地级市 14个 ,县级市 17 个 ,农业

县 19个 ,自治县 8 个 , 614 个镇 , 302 个乡 。其

中 ,资源型工业化市 、县共计 15个 ,地级市 6个 ,

抚顺 、阜新 、鞍山 、本溪 、葫芦岛 、盘锦 ,占地级市

比重为 43%;县级市 6 个 ,大石桥 、海城 、调兵

山 、瓦房店 、北票和凤城 , 占县级市比重为

35. 3%;还有 3个县 ,南票 、清原和宽甸 ,占农业

县的比重为 15. 8%。从 2003 年辽宁省各市 3

次产业的优势现状与各市的城市化水平来看 ,笔

者认为需要深刻思考如下问题:

一方面 ,辽宁工业发展所创造的工业产值曾

经占到了地区生产总值近 70%,现在仍旧在地

区总产值中保持着近 50%的比重 。但是 ,我们

知道 ,这种高工业产值主要是以资源型市 、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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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 , 而且 ,从 1995年开始 ,这个比重已经出现

下滑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所维持的这种相对平稳

状态能否持久 ,它未来的趋势将会如何  从辽宁

现在存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证

明 ,就是辽宁正在思考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

转型问题 。未来 ,辽宁 15个资源型市 、县都将会

不同程度地面临这样的问题。出路在哪里  辽

宁新兴工业化道路将怎样走  这是我们应该未

雨绸缪进行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 ,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很

少 ,沈阳 、大连 、鞍山 、本溪 、抚顺五城市 ,农业产

值的比重均低于 10%,即使丹东 、锦州 、阜新 、铁

岭 、朝阳和葫芦岛 6个城市农业产值相对于其他

城市的比重较高 ,但是 ,它们在本地区 3次产业

中的比重仍旧是很低的。在辽宁 ,人们通常都知

道 ,辽宁工业产值较低的地区通常工业自然资源

较少 ,但是 ,我们不禁会问 ,第一产业产值较低跟

工业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吗  如果不是 ,那

么又为什么会如此低呢  难道是各地区的发展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思维定势的影响 ,也就是 ,

不同程度上忽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盲目地 、竭

尽全力地 、以不惜牺牲环境和其他发展机遇为代

价 , “挖掘”工业化和工业增加值的可能性  结果

是:我们看到了辽宁各地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

工业化产值的绝对优势 ,但是 ,这种代价是巨大

的 ,辽宁工业今天的工业转型 、资源的枯竭以及

部分地区的落后都是昔日辉煌背后危机的真实

再现 。辽宁的很多地区丧失了利用其他地区部

分地区的工业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农业产业化和

农业现代化。今天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仅

仅需要新型工业形态的创造 ,更应该以新型工业

化为主导 、新型农业化为补充的全方位的产业

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最后 ,辽宁城市化水平虽然从历史总平均水

平上在全国处于优势 ,但是 ,各地区发展水平是

不均衡的 ,以 2003年为例 ,城市化率最高的是抚

顺和本溪 ,分别是 65. 7%和 66%,其次是沈阳和

大连 ,分别是 64%和 63. 1%,相比之下 ,锦州 、铁

岭 、朝阳和葫芦岛的城市化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尤其是朝阳只有 26%。见右栏上图 1。

前面已指出 ,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拉动力在于

图 1　2003 年辽宁省各市城市化率示意图

注:地区城市化率=地区非农业人口 /地区总人口

非农产业 ,第二产业工业在地区总产值中的比重

将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伴随工业发展的高技术

含量 ,第二产业所吸纳的从业人数更注重质量 、

素质而不是单纯的数量。面临这样的双重趋势 ,

辽宁的高城市化水平将会受到影响 ,部分城市的

城市化问题将会十分突出。辽宁城市化水平能

否实现新一轮的质量化提高 ,一方面要思考 ,在

机构改革 、产业调整中 ,辽宁城市的非农业人口

大量下岗失业 ,他们的城市贡献率是极低的 ,无

法成为城市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的有力承担者。

另一方面 ,曾经是主要工业增加值的一些县 、市 ,

因为资源枯竭的局限 ,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

挑战和选择发展模式的困境 ,它们能否实现新的

再生以及实现何种形式的再生 ,都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 。尤其是 ,新的城市品牌的创建将传统政

策性主导转变为自发性和主动性创新。第三 ,辽

西北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一直限制着当地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而且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 ,它们的产业选择和优势开发将面临更大的挑

战 。

鉴于此 ,笔者认为 ,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 ,辽

宁老工业改造 、创新与突破应该重点实现:依托

辽宁基础工业优势 ,盘点现有市 、县 、区经济发展

现状与可能空间和潜在优势 ,走出一条产业化振

兴和城市化提升的新路。作为辽宁新型工业城

市化的重要方面 , “县域化 、产业化城镇”的城市

化发展模式具有可能性 、可行性和创新性 ,对于

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和协调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

县域经济主要强调在空间上以县城为中心 、

乡镇为纽带 、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 ,在本质上

是一种区域性 、区划性的产业经济综合型态。在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发展过程中 ,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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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 ,主要在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尽快改

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 ,实现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新的方式扩展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新空间和新领域 ,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

和就业水平 ,改善生态环境 ,从而形成市场主导

型农村区域经济 ,最终完全转化县域经济形态 ,

实现全面城市化 。辽宁在发展新型城市化的前

提下 ,科学地 、及时地 、合理地发展县域经济和县

域城市化将在客观上创造如下可能性:首先 ,县

域经济的发展为辽宁农村城市化以及早期小城

镇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注入了新

的推动力 。其次 ,县域经济在新工业化的背景下

将改变农村单一产业结构 ,以科技为先导 ,以机

械化为标志实现辽宁新型农村工业化发展 ,也将

实现农村综合型产业化发展模式。再次 ,县域经

济依托城市化产业发展基础和优势 ,实现“城市

反哺农村”的新时期国家宏观发展战略 。县域可

以通过接纳城市工业的转移实现工业的发展。

以当地的特产资源为依托 ,建立起以特色产品加

工为主的特色产业型工业 。第四 ,县域经济发展

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开拓了新的空间。

充分挖掘传统加工工艺和技术 ,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 ,实现产业化 、工业化和农业化的互动统一 ,大

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完全可以依靠农村产业化的

发展实现就地转移。第五 ,伴随县域经济的功能

化 、特色化和整体化 ,在辽宁资源型城市原有产

业的基础上 ,发展接续产业过程中 ,形成新的产

业特色 ,培育产业集群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品

牌优势。最后 ,发展县域经济将会促进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口 、资源和环境的生态统一。

　　三 、辽宁发展“县域化 、产业化城镇”的可行

性构想

　　在“城镇化”这个词汇中 , “城镇”是“化”的结

果 , “化”是建设新型“城镇”要走的一条必经之

路。无论是现有城市的继续发展 ,还是解决三农

问题 ,完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 ,都有赖于

科学合理地运用这个“化”字 ,从而实现农民向市

民的转变 ,实现由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小城市的逐

步升级。

首先 ,辽宁现有的城市化率较高 、已经实现

资源型产业转型或正在转型的城市尝试发展独

立的区域型特大城市或城市群 ,以此带动周边大

中小城市的发展 ,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间隙 ,发

挥区域比较优势 ,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使其

成为连接各个城市的桥梁并使其成为大城市功

能的有益补充 ,最终形成结构合理 、功能互补的

城市网络。例如 ,沈阳应该以“装备制造业”作为

新的第二产业增长目标 ,带动中部城市群的协调

发展。而且 ,这种带动的模式应该依据这些城市

原有的基础优势加以整合 ,将其转变为依托沈阳

装备制造业的“单元化”产业基地和集群。再比

如 ,本溪一方面依托沈阳的核心产业 ,利用本钢

改造后的现有优势 ,并且利用与鞍钢的接壤 ,形

成一种链条式的钢铁产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 ,

利用县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发展县域旅游经济 ,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 ,依托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建设为数

众多 、覆盖面广的小城镇。这种城镇的规模一般

不大 ,一般以现有建制的城镇作为基础 ,通过农

业产业化 、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带动周边的乡

村 ,将其逐步地 、自然地纳入城镇的范围 ,其存在

和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为农业发展服务。例如 ,朝

阳及其所属的农业县应该盘点地区农业发展的

各种可利用优势 ,发展成为新型农业化城市。另

一方面利用盘锦石油工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突破

自然条件恶劣的限制 ,重点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

轻工产业。与此同时 ,朝阳还应该充分利用本地

区历史遗迹和历史文化 ,开发新型的旅游经济 。

再次 ,曾经拥有辉煌的成绩 ,普遍存在着产

业结构单一退化 、技术设备老化落后 、自然资源

枯竭 、缺乏后劲的城市 ,实现“新生”。根据当地

自然条件的客观情况 ,彻底转变经济发展重点 ,

阜新通过发展现代畜牧业 、现代农业实现了产业

的转换 ,重新树立新的城市品牌 。

最后 ,近些年 ,依靠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发

展起来的新型县市 ,例如葫芦岛 、东港 、瓦房店等

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县域经济的大好时机 ,加快发

展第三产业 、新型工业 ,吸纳周边地区和外省区

农业劳动力 ,通过实现非农人口的长期 、稳定增

加 ,最终实现向更大规模城市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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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探索;农业化 、产业化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

代化的“五化统一” ,将共同为辽宁未来的发展与

振兴构建起更加坚实的立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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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County and

Industrialized Towns in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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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ime of reconst ructing the t raditionally indust rial base and researching the new

w ay of indust rializa tion , Liaoning , which has a high lev el o f urbanization , has to make a new break-

through in order to enfo rce the economy o f tow ns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izat ion of the tow ns. By

revealing the three industrialization st ructures , this thesis analy ses the problems behind the high

levels o f urban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necessi ty and the possibili ty to achieve the urbanization o f

the county and indust rialized tow ns in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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