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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追求从物质的提升转变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城市的建设从增量建

设转变为存量发展,当前城镇化的发展更多以人的需求为核心。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品质提升导向特点,

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也带来了更多的契机和挑战,同时对于更好的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经济

活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全国城镇化率较低的甘肃省省域与全国的

对比进行研究,探讨了甘肃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分析甘肃省城镇化率较低对于人口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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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pursuit has changed from material improvement 

to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urban construction has changed from incremental construction to stock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s more based on human needs, based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ri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w urbanization, its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has also brought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bette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nhancing regional economic vitality,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Gansu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ow urbanization rate o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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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们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口问题已经

成为制约地区经济乃至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1]中国作为

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人口结构转变,老龄化

等多种挑战,然而往往挑战和机遇是共存的,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将会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给许多东南部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

生态环境优化等推动作用,但由于甘肃省位于西北地区自然环境

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等原因,导致就全国而

言甘肃省城镇化率较低(见图1),其现代化进程面临诸多的挑战。

实现甘肃省现代化,更多的是需要依赖人口高质量发展来驱动。 

1 新型城镇化概念 
[2]新型城镇化包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

集约、生态宜居以及和谐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致力于

构建城乡融合、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新型城乡关

系,推动城乡在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全方

位提升[3]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满足人的需求

及全面发展为宗旨,把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其核心目标。 

2 甘肃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2.1甘肃省亟需提升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1)[4]在知识

经济时代,高质量的劳动力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

然而甘肃省缺乏具备更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劳动者,亟需培养

或引进能够更高效地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劳动型人才,以此推

动甘肃省经济发展。(2)应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方面的措

施。历年甘肃省自然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同时各市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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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见图2),人口老龄化、少

子化会加剧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5]通过提升

人口质量,提高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劳动参与率,同时培养

更多高素质的年轻劳动力,这一举措可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

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图1 全国城镇化率与甘肃省各市城镇化率 

 

 

图2 全国自然增长率与甘肃各市自然增长率 

2.2社会进步与和谐层面。(1)甘肃省教育资源与教育水平

一直处于全国较为靠后的位置,但近年来甘肃省人均受教育水

平在逐步提高,但教学资源与配置无法全面普及(见图3),需要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6]促

进均衡分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更多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

育,提升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为甘肃省奠定

和积累培养优秀的高素质人才。(2)为了满足人口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

入以此来逐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

可及性,这将使全体居民受益,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图3 甘肃省中小学分布趋势与密度分析 

2.3甘肃省需带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层面。(1)随着人口自

然增长率下降以及人口流失严重导致甘肃省劳动型人口年龄结

构比重不断降低[7]提高人口质量有助于调整人口的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等,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人

口的长期均衡发展。(2)近年来,甘肃省省内流动人口逐渐减少,

省外流动人口增加等问题亟需[8]促进人口合理流动,[9]高素质

人口往往具有更强的流动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够在区域间合理

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配置。 

3 低城镇化：制约甘肃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 
[10]甘肃省人才流失,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自然增长率低等

突出问题的区域人口问题,极大的限制了甘肃省的人口高质量

发展,同时制约了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这一系列的原因都直接或

间接指向了甘肃省的低城镇化率这一主要因素,[11]甘肃省在全

国范围内城镇化率处于一个靠后的位置,同时在省内各市城镇

化率不均衡,不同片区呈现出较为巨大的城镇化差距,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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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12]人口密度较为稀疏,自

然增长率低,通过胡焕庸线可得知东西部人口密度不同中国96%

的人口居住在东部36%的土地上,从而导致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

西部地区无法吸引或留住人才,从而导致人口流出量大,城市建

设发展迟缓。(2)产业发展依旧以一产为主,无法快速的提升当

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城镇产业实力较为薄弱,无法吸收农村剩余

劳动力成为城镇化的驱动因子。(3)[13]城乡二元制度影响大,部

分人口聚集在农村地区,同时城市发展较为缓慢,城市对于农业

人口的吸引力不强。 

3.1低城镇化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特征。城镇是现

代产业的主要聚集地,低城镇化意味着产业发展受限,无法形成

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和完善的产业链,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

协同效应,从而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低城镇化使得农村人

口难以向城镇转移,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附加值较低的

农业生产,这就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低下,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3.2低城镇化是限制甘肃省社会空间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低

城镇化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城镇,农村地区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导致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影响社会公

平与和谐。 

城镇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发展空

间,低城镇化使得大量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更好的

发展机会,不得不离开农村,导致农村人才匮乏,发展受限,不利

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创新。 

4 对策与建议 
[14]在当前中国人口整体负增长、城镇化增速放缓、人口流

出量大的背景下,城镇化短板与甘肃省人口问题之间存在着紧

密的因果关系。要解决甘肃省的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城镇化成为必然选择。 

4.1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甘肃省城镇生活的宜居性和保

障性。甘肃省要积极利用国家兴边富民、固边稳边政策,统筹各

方面、各领域的建设项目与资金,完善教育、交通、通信、医疗

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县城重点高中和县医院为核心增强教育和

医疗机构综合能力,提升县域医疗、教育、养老服务水平与服务

能力,为当地居民和流入人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4.2以人口增减分化为导向,推动城镇格局优化。要根据甘

肃省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

展目标和策略。首先,对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应适当收缩城镇

的规模；对有发展潜力的重点城市,加大投入,提升城市综合承

载力,形成特色的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其次,将区域之间进行

联动,共同发展提升,形成“点-线-面”的互动方式,将一个个城

市点变为一片地区面,依托国家战略和政策扶持,重点打造区域

人口集聚中心,通过片区中心城市带动片区内其他次级城市。 

5 结语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步入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

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总体上从人口增量发展转变为减量发展。人

口发展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显著的趋

势性特征。[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人

口问题愈发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推

进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的关键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构建科学合理

的城镇化格局,因此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与水平,实施新型城镇

化成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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