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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是我国城市化速度较快、水平较高、

城市密度较大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城

市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然而，发展动力明显不足，

与发达地区相比较，城市化速度明显落后，城市化

水平低下。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科学发展的高

度，审视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群问题。

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

传统的工业城市化模式使得东北地区的城市

化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必须要探索一条新型的

城市化道路。这种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与新型工

业化相适应，抓住新经济发展的契机，以形成新的

城市化动力机制为核心，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和健康发展。我们认为，现阶段东北地区城市化的

战略重点是：提高产业结构带动就业结构向第三产

业的转换能力，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和城乡

一体化进程。

一是增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城

市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引起的

每一轮社会经济结构转换，都会为城市化的推进释

放新的动力同时也为城市化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因此，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动力

机制是区域产业结构较强的转换能力，带动与其高

度耦合的就业结构的转换，进而导致区域内各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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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不断聚集，即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高级化。

二是形成完善协调、合理分工的城镇体系。区

域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应与区域工业化和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

不断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生产、生活和生态协

调发展，并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东北地区大中

城市比重大，93% 的城市人口规模都在 20 万人以

上，城市规模等级较高。从城市规模理论看，在

20 万 -25 万人以上，城市才能发挥较好的规模效

益。另外，就东北状况而言，大城市仍然具有较高

的聚集经济效益。东北地区大城市数量多是未来推

动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明显优势，要发挥大城市的聚

集功能。

同时，也要加速乡村城镇化的进程。由于大中

城市发展较快，东北地区 81% 的城镇人口居住在

大中城市，但至今仍有大约 5000 万人口居住在农

村。毫无疑问，要通过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体

来完成未来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全部人口转

移任务，将会加剧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

市病”。所以，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相互分工，紧密

关联，有效配置城乡资源，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逐步向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这是东北地区未

来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三是促进东北南部城市群功能升级，带动整体

发展。加快沈阳、大连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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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国家城市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承担人才、资

金、信息等各种要素流的枢纽任务，有效组织东北

南部城市群在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包括职能结构、

空间结构和规模结构的适时调整，实现城市群功能

升级；打通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群发育的

行政阻隔，加强城市间的有机联系，通过辽中南城

市群的功能升级，带动整个哈大城市密集带的发

展，形成更大区域尺度的城市群，使之成为国家具

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实体，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随着

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整个东北地区为

腹地的辽中南城市群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继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

群之后的第四大城市群。

对促进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是组建跨区域经济协作机构，促进形成城市

群经济整合机制。当前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的一个

重大障碍，是由于行政阻隔导致要素流动的市场化

程度不高，由此切断了城市间要素流形成的有机联

系，阻碍了城市群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要从东北

地区城市群整体发展出发，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

协调机制。组建跨行政区经济协作机构，对公共资

源和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跨行政区的基础设施，进

行统一配置、规划、开发建设，促进包括产业互动

发展机制以及统一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的城市

群经济整合机制的形成。

二是以城市职能分工为视角，加快区域内外城

市密集区整合。首先，发挥大城市的增长极作用，

把沈阳、大连等特大城市的发展逐步纳入全球城市

体系。须完善其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

基础上，从全球及东北亚经济圈的视角，对其城市

功能及产业发展方向进行定位，积极承担区域性国

际城市职能，加速产业与空间的外向化进程。同时，

要加速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经济技术扩散与产业

关联，协调与中小城市的产业和功能关系，从大区

域角度构筑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城镇结构体

系。其次，沿哈大城市密集带，由近及远加快区域

内外城市密集区的整合。

三是强化产业集聚效应对城市群形成的驱动

力。产业聚集是城市群形成的驱动力。东北地区

辽中南城市群的形成，便是通过对当地丰富的煤、

铁、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布局了大量的煤炭、钢铁、

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加上发

达密集的铁路交通网络，吸引了能源、钢铁、机

械、汽车、石化、造船、医药、食品等众多产业在

沿哈大线的辽宁中南部集聚，进而兴起了一批密集

分布的工业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产业集聚而具

有密切的联系，最终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

以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以及营口和盘锦

等为主体的首尾相连的辽中南城市群。今后，应继

续强化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对城市群形成的驱动力，

以东北南部城市群为核心，带动哈大城市密集带，

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群经济的发展。

四是把小城镇纳入城市群整体发展中，加速城

镇化进程。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产品

加工转化，建设一批特色鲜明、职能分工明确的小

城镇；把小城镇纳入城市群的整体发展中。要使小

城镇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产业链中的一环，并以

特色化和专业化为主，使之成为东北地区城市群发

展的根基；以城市群规划替代传统的城市规划和乡

村发展规划相互分离的规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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