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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省域内城乡一体化多元模式探析


———以宁夏北部川区模式和南部山区模式为例

郭俊华，刘奕玮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摘　要：宁夏北部川区、中部干旱区和宁南山区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北部川区比宁南
山区和中部干旱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高出很多。北部川区依托首府银川、石嘴山等发达工业城市以及

小城镇建设，利用“中心城市—小城镇”的辐射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紧密连接起来，并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

化、特色化，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采取的是“以城镇体系建设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城乡一体化模

式；中部干旱区和宁南山区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在退耕还林还草、治沙的同时，推行生态移民，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特色农牧业，采取的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城乡一体化模式。西部地区的

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但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城镇体系的建设还必须带动产业结

构的升级和优化；在生态脆弱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应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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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随着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由于失衡发展而产生隔离的

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逐

步进行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从经济、社会、文化各

方面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十八

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根本途径。”并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

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

同繁荣。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

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

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

基础和现状存在很大差异，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关键在于要根据各地区的区域特点、空间布

局，因地制宜地选择相应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典的城乡一体

化发展模式。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由于工业革命

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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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本实现城市化的

国家。英国为了解决因大城市过度膨胀使得城乡

发展差距过大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采用

“逆城市化”模式大力发展中小城市，通过转移政府

部门、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带动各公共事业单

位、企业和人口向中小城市迁移，进而缩小城乡差

距，加快英国城乡之间融合（张计成，２００７）。在英
国的带动下，法、德、英、美、日也加快了城市化进

程。法国的“分散平衡发展模式”处理了人口、资源

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克服了工业、人口过度集中于

少数大城市带来的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和城乡及区

域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白永秀 等，２０１３）３８４２；德国
“小城镇模式”（白永秀 等，２０１３）４３４７和美国“郊区
模式”（孔祥智，１９９７）都是在已有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基础上，以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

城郊小城镇，使城乡迅速连为一体；同时加强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建立完整的农业产业

链。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采用了“以工

带农”的工业反哺农业模式，通过对农业发展实施

金融支持，保护和扶持农业发展，组织和引导农户

发展，从而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

（于培伟，２００７）。
从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实践来看，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城乡一体

化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发展商品农业，为农村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黄伟雄，２００２）；
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苏南模式通

过发展乡镇企业，实施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措施，

进而以小城镇为枢纽带动城市化发展（夏永祥，

２０１１）；上海模式以城市郊区化发展作为起点，逐步
缩小工农间、城乡经济间、城乡基础设施间、城乡社

会保障间的差距（安中轩，２００７）；青岛模式通过把
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渗透与融合，发展新型工业

并改造农村传统工业，工业支持与农业自身发展互

动，大大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孙兆明 等，２０１２）。
以上这些成功经验大都是结合某一地区的地理、历

史优势或经济发展特点，通过农业与工业相结合、

农村与城市相结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居

民向城市转移，实现以小城镇带动农村、工业带动

农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然而，上述研究均是针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而

在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城乡

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虽然也有

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张葆臖等（２０１０）以
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阻碍其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障碍，从政策、制度、产业三方面提出了适合

当地的发展模式，但也是针对中西部相对发达的地

区，缺乏专门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城乡一体化模式的

研究。由于城乡一体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西部落后地区既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地区已有的成

功经验，也不能予以完全否定。同时，西部各省域

内部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在一个省区内也不可

能采取统一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地采

取多元城乡一体化模式。因此，本文在吸取已有经

验的基础上对宁夏全区城乡一体化的两种模式展

开进一步研究，以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并为西部

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地处

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表形态复杂

多样，气候具有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日照充足等特

点。宁夏全区现有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５
个地级市，下设１５个县、２个县级市、８个市辖区。

１．城乡差距
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多样性，习惯将宁夏分为三

个区域类型：川区（即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包括

海原、同心、盐池）和山区（即宁南山区）。三大区域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２０１０年川区、中部干旱
带、山区的人均 ＧＤＰ分别为３６７８１．１２元、８３７９．５３
元、８１８７．０７元。

目前宁夏的总体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有一定的

城镇化基础，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和良性互动共

同发展。但是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宁夏城镇化发展

仍存在不足：城镇拉动能力不足，城镇规模普遍偏

小；局限于传统农业和工业发展，产业发展潜力有

待进一步开发；城乡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均衡，存在

较大差距。

宁夏全区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人均创造

的ＧＤＰ差距较大，并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
１）。宁夏全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十分显
著，并不断拉大，在２０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增长了９．３５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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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到２０１０年城镇消费水平已是农村消费水平的
２．８２倍（见图２）。按照恩格尔系数的国际标准，宁

夏城镇居民在１９９５年时就已进入了小康社会，而农
村居民在２０００年时才勉强进入小康社会（见图３）。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宁夏第一产业人均ＧＤＰ与第二、三产业人均ＧＤＰ值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宁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宁夏城乡恩格尔系数

　　２．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了对宁夏全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

准确评价，本文将宁夏分为三个区域（川区、中部干

旱区和山区），选取相关的评价指标，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试和评价。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为了对城乡一体化

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价，选取的指标应包括经济和

社会两方面，结合宁夏的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九项

反映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 ＧＤＰ、
非农业产值比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化率、农村

与城镇居民收入比、城镇与农村恩格尔系数比、农

村与城镇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比（选取洗

衣机、冰箱、彩电数量之和）、农村与城镇卫生技术

员人数比、新农合参合率。以上指标的数值越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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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乡差距越小，城乡一体化水平越高。根据表１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６．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宁夏

川区、中部干旱区、山区三个区域城乡一体发展化

水平最终分值分别为３．５３、１．３６和１．４３。

表１　宁夏城乡一体化分区域指标值

川区 中部干旱区 山区

人均ＧＤＰ（元）Ｘ１ ４３７８６．１３ １０８５２．３２ １０７５９．７８

非农业产值比重（％）Ｘ２ ９３．００ ７８．００ ７５．００

非农业就业比重（％）Ｘ３ ６２．６９ １９．３５ ２５．４２

城镇化率（％）Ｘ４ ６３．２０ ２８．６３ ２７．４０

农村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Ｘ５ ０．４０ ０．３１ ０．２９

城镇与农村恩格尔系数比Ｘ６ ０．９２ ０．６７ ０．７３

农村与城镇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比Ｘ７ ０．９４ ０．８９ ０．８６

农村与城镇卫生技术员人数比Ｘ８ ０．９３ ０．８７ ０．８３

新农合参合率（％）Ｘ９ ９８．８０ ９７．１０ ９５．８４

　　　　　数据来源：宁夏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年）

三、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两个模式

为了实现城镇建设与农业、农村协调统一发

展，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宁夏先后提出“大银川区域中
心城市带动战略”“沿黄城市带和黄河金岸建设”

“宁夏沿黄经济区战略”“宁南区域中心城市及大县

城建设战略”以及“把宁夏作为一个大城市规划”等

发展思路（杨巧红 等，２０１２）。但是，宁夏城乡一体
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川区比山区和中部干旱

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高出很多。川区经济发

展相对发达，且自然环境占优势，城乡一体化水平

最高；山区和中部干旱区由于生态环境发展受局

限，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特定的区位和自然地理条

件，决定了宁夏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模式，应根据不同区域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模

式。由于中部干旱区和山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相似，

社会经济不发达，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

于北部川区，因此，本文结合已有的成功经验，总结

出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相应的模式。

１．北部川区模式：以城镇体系建设带动
产业结构升级

宁夏北部川区即引黄灌区，是我国古老的四大

灌区之一，让宁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天下

黄河富宁夏”说的正是靠近引黄灌区的川区农业经

济发展很好，坚实良好的农业基础同时也为该区城

市和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大银川”

战略的推行，一方面，以银川为中心利用本区的农

业、农村优势，依托大城市发展农产品市场，逐渐形

成了完整的农产品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对于城镇

建设，银川市提出打造“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旅

游观光城市发展目标；同时以以石嘴山为代表的工

业城市及周边小城镇为点，连点成线，利用“中心城

市—小城镇”的辐射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紧密连接起

来。这种“中心城市—小城镇”带动模式使宁夏川

区逐渐形成一批工业拉动型、农产品贸易型和特色

旅游带动型城镇，从而有助于城乡间商品、劳动力、

信息等资源流动，有效地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也

发展了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和优化。

（１）以首府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带动，发展
城乡经济。银川市地处黄河沿岸，有包兰铁路的便

利，既是华北与河西走廊的商贸要道，又是全区政

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作为引领宁夏经济

发展的首府城市，银川是培育和提升全区社会生产

力和经济竞争力的主要载体，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突破口。不但要发挥银川中心城市城区１００～
３００公里内的“内经济圈”以及周边的“外经济圈”
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作用，带动全区社会经

济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发挥

“大银川”的城市综合优势；还要努力建设现代化区

域中心城市，构建符合宁夏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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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体系，形成重点

产业的合理布局与超前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目前，应以首府城市作为依托调整城市规

划，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宁夏川区的农村大部分远离大中城市，因此要将传

统的城市与农村分割规划管理变为把城市与近郊

农村相结合，设立一个城乡并存的区域；对于离城

市较远的农村，则充分发挥农业、工业发展已相对

成熟的小城镇的带动作用，重点发展当地的特色产

业，建立优势产业体系以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

强企业、生产基地和农户的组织协调，使得城镇和

农村进行良性互动，金融、科技、信息、劳动力等资

源双向交流，带动城乡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

（２）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特色化。川
区是宁夏的绿洲农区，农业优势明显，但是传统的

农业结构和耕种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宁夏对农业种植结构做出调整，适当压缩传

统粮食作物在农业种植中所占的比重，加大经济作

物、节水型作物、耐旱抗旱型作物和人工饲料的种

植面积；在保证粮食作物充足的前提下延长农业产

业链，大力发展畜牧业，以农促牧、以牧养农，提高

土地利用率，增加产量，缓解了粮食与饲料间的矛

盾，从而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由于川区的地理和

经济优势，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干旱区和

宁南山区，广建农业科技园区，集中现代化管理，提

高农业生产率；发展节水农业，农田普及滴灌器械。

宁夏川区依托独特的地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已涌现出一系列的精品农业品牌，如枸杞、葡萄、西

瓜、红枣、清真牛羊肉羊绒制品、乳制品、中药材等

特色产品，同时也培育出一批技术装备先进、核心

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形成１２个具有地方特色和资
源优势的产业集群，成为带动宁夏农业经济发展并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支柱产业。特色农业占

宁夏农业总产值的８０％，农业家庭经济收入有一半
来自特色农业。在发展农业本身的同时，加快建立

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完善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王瑜，２００５），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振兴”工程，按照“小农户、大基地”“小规模、大

产业”的模式，依靠龙头企业发展优势农产品、优势

产区，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造品牌农业，推进农业产

业化进程。

（３）积极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近年
来，宁夏大力发展能源、煤炭化工、新材料、装备制

造等优势产业，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优势产

业集群。宁夏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实施“工业强

区”战略，迅速形成了以煤炭、电力为基础，石化、机

械、冶金、轻纺、医药为支柱的工业体系。本着“重

点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根据地区资源和环境条

件确立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其中以银川市、石嘴

山市为中心的工业园区所占比重较高。宁夏共有

２１工业园区，其中国务院批准的１个，自治区政府
批准的９个，各市县区政府批准的１１个。２０１２年
工业园入园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

３０％以上的增长，工业总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分别
比５年前的２００７年增长３．２倍和４．１倍。宁夏旅
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优势独特，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据２０１２年数据显示，宁夏接待国内外游客达
１３４１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４．６％；旅游总收入１０３．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８％。近年来，宁夏立足当地
实情，不断挖掘黄河文化、回乡文化、西夏文化等历

史底蕴，加快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发特色旅游

产品，开展有宁夏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如阳

光沙辽、葡萄酒庄体验、穆斯林社区参观体验等，让

西北广袤土地的辽阔、壮美、深邃与厚重走进了更

多人的视野。

２．宁南山区模式：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
提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从广义上看，宁夏中部干旱区和山区都属于南

部山区，与北部川区相对应。该地区包括原州区、

隆德县、泾源县、西吉县、彭阳县，吴忠市的盐池县、

同心县和中卫市的海原县７县１区，自然资源匮乏，
生态恶化，经济发展滞后，科技文化落后，人们生活

贫困，均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对于该地区的城乡一

体化，应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以改善生态环境为

前提，结合退耕还林还草推动扶贫开发，加快特色

优势产业发展，从而推进市场化、城镇化和信息化

进程。

对于宁夏中南部远离中心城市、地理生态环境

较为恶劣的地区，自治区政府实施了“扬黄灌溉”扶

贫工程，使昔日贫瘠干旱、人烟稀少的中南部地区

逐渐出现绿洲和一座座小城镇。以红寺堡发展为

例，１９９８年扬黄灌溉工程按照“一年搬迁、两年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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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三年脱贫、五年致富”的目标在红寺堡开始试点

工作，通过水利、供电、通信、农田开放和生态移民，

建成两镇两乡４２个行政村，形成了２．４万平方公里
的城市规模（强毅，２００８）。“红寺堡”模式是传统移
民模式与城市建设新机制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改

变了恶劣的人类生存条件，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逐年提高，促进了贫困地

区城镇化发展。

（１）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宁南山区地
形复杂，土壤贫瘠、保水能力差，在恶劣的自然环境

下人民生活困难，大量开垦荒地。由于长期无节

制、大规模、掠夺性的开发利用，使其生态环境变得

十分脆弱，土壤侵蚀面积达２９５７５ｋｍ２，年均土壤侵
蚀模数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Ｔ／ｋｍ２。日益严重的水土流
失使得土壤贫瘠，土地荒漠化，农业生产率低，农民

生活贫困。１９９９年宁夏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
生态工程，逐渐抑制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以最终

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施生态移民，转移出

大量的宁南山区剩余劳动力（王婷，２００７）；同时，调
整农业结构，重点发展马铃薯产业、草畜产业、劳务

产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做好劳务输转，通过非农就

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过分依赖耕地的局面，

从根本上解决“退耕又复耕”的恶性循环。

（２）大力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宁夏三面毗邻沙
漠，是我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需要实施“封

山禁牧”“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

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宁南山区荒漠化严重，于是将

“治沙”做成特色产业，实现“人进沙退”。宁南山区

气候干旱、土壤贫瘠，为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附加

值，必须发展适应当地特点的特色农业。宁南山区

属于黄土高原春作小杂粮区，小杂粮具有抗旱、耐

贫瘠、稳产特点，发展优质小杂粮产业具有明显的

区域优势；从气候条件看，则适宜种植亚麻，当地农

民采取广种薄收、不施化肥的纯绿色种植方式，对

亚麻油的压榨提纯也确保营养物质不流失，在保护

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保障了产品的原生态价值。亚

麻的种植和开发充分体现了宁南山区“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发展原则。宁南山区还建

立了“盐池—同心—灵武”等代表宁夏清真品牌的

牛羊肉产业带，以西吉为核心的４００万亩马铃薯产
业带，“同心—灵武”绒毛产业带，“灵武—同心—中

宁—海原”４５万亩红枣产业带，以及利用天然优势

在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带、北部部分地区形成的３５
万亩农作物制种、６００万亩优质牧草产业带等。总
之，“沙区产业”促进了宁南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其生态效益也明显改善了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

四、对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宁夏川区和山区两个区域的差异明显：川区地

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农

业机械化程度高，是宁夏农业的精华地段；而山区

地处干旱地带，土地贫瘠，连年干旱，生态环境恶

劣，农民收入低。川区依托首府银川、石嘴山等发

达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同时拥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交通便利，科技信息较为发达；而山区远离川

区工业区，工业发展薄弱，交通条件差、信息相对闭

塞（马步虎，２０１１）。因此，北部川区模式利用了该
区的政治、农业、工业、生态环境优势，以合理的大、

中、小城镇体系建设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进

一步开发其内在潜力促进城乡发展融合；南部山区

模式则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在退耕还林还草、治

沙的同时，推行生态移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

农牧业，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贫困局面。

目前，宁夏城乡一体化水平仍然较低，处于城

乡统筹的初级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宁夏的“北部川区模

式”和“南部山区模式”坚持因地制宜地推动城乡协

调发展，以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为目

的。按照以上经验，对于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

展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启示：

１．充分发挥大城市在城乡一体化中的先
锋作用

一线城市作为发展的龙头，生产基础条件较

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应利用大城市的区位优

势、城市经济、科技要素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充

分发挥大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宁夏

正是通过首府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吴忠市等次级城

市的拉动作用，实施产业集群战略，优先在城市聚

集资源，推动核心城市的经济迅速发展，形成强有

力的产业支撑，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导产业和大企

业，形成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中心城市因而成为

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当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到

达一定的程度以后，由于环境和成本等问题加剧，

经济增长的外部负效应开始显现，这时候就可以发

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资金、劳动力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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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必需的各种要素向周边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反向转移，促进农村和小城镇的工业化，城乡一体

化水平随之提高。

２．加快小城镇建设以带动城乡一体化
发展

小城镇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是连接城市与农

村的重要纽带，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农村发展

农产品加工、销售、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等二、三产

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想场所。从传统农村向现代

化城镇过渡的过程中小城镇应运而生，并且呈现出

发展迅速的态势，对促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

起到关键作用。在小城镇带动下，宁夏的城镇总体

规模逐步扩大，城镇人口增多，加快了周边农村居

民城镇化的速度。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宁夏全区共有建
制镇１０１个，占乡镇总数的５２．３％，同时小城镇作
为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和新的增长点，为城乡经济更

顺畅地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力地带动了农村经

济发展。

３．城镇体系建设必须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建设合理的大、中、小城镇体系，并不是以“城

市建设”为中心，而应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如果

不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农业劳动生产率

得不到提高；如果不进行工业和服务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那么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问题就得不到有效解决，农民居住环境就

得不到改善，城市建设得再好，也不能实现城乡一

体化。只有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为纽带，城镇体

系建设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才

能实现真正的农民市民化，才能实现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和农村发展，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宁夏北

部川区在以首府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带动，发

展城乡经济中，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特

色化，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

显著成效。

４．在生态脆弱地区，城乡一体化应以生
态环境建设为前提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普遍存在土地荒漠化、草场

退化、水土流失等严重问题，并且自我调节恢复能

力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其发展的关键和切入

点，使得经济、生态、社会效益都得以实现才能达到

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对于生态环境脆弱

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地区，要防止以工业发展

为主的城市建设再次造成的生态破坏或生态灾害。

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化、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

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应鼓励生态移民，以降低生态

环境的人口压力，减缓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

干扰，使原本脆弱并已失衡的生态系统逐步得以恢

复与重建。宁夏政府通过扬黄灌溉工程、生态移

民、绿化治沙对山区地区进行治理，许多小城镇在

昔日的荒漠拔地而起。２０１１年，宁夏实施中南部生
态移民，投资２６．７亿多元，３万多移民入住新家，调
整开发土地８．９万亩，实现移民劳务就业６５００人。
使贫困农民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迁往生存条件

较好的地区，从农牧业转向加工、销售等二、三产

业，从而促进小城镇的发展，这是生态脆弱地区可

持续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当然，这需要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合作，通过农牧民自发移民、

企业参与移民、政府资助移民等多种模式和途径，

并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人口向城镇的有序流动

与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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