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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重要发展取向，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县域

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通过分析县域城乡融合的内涵、特点及中国式现代化与县域城乡融

合发展，进一步分析黑龙江城乡融合发展概况、历程及效应。最后对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研究得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

究要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

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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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ori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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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the county is the leading area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given the county the new connot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Time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un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course and effect of Heilongjia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under Chinese moder-
nization shows tha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
velopment in counties complements each other. The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
opment in counties und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the flow mechanism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urban-rural elements in counti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pattern and function 
improvement of urban-rural industries in counties, the system plan of county urban and rural in-
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metho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 new requiremen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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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构筑新的发展格局。城乡之间的不均衡不充分

问题，已经成为了全党和全国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要素市场分割严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环境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

[1]。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的工作仍然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是推进农村整体振兴和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要途径[2]。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新的城市动力，拓展城乡发展的新空间，提升城乡发展

的新潜力[3]，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和途径。城乡融合发展是一种城乡价值观重构的进程，其目的

在于通过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制度供给的创新，来排除各种妨碍城乡发展的障碍，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

动和公平交换，让城乡发展的要素收益趋于一致，发展成果也能够共享，最终达到城乡经济、社会、环

境的充分协调发展。 
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4]，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起区和突破点。在要素流动的大背景下，

县域也是城镇地域体系和农村地域体系相互作用最紧密的区域，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5] 
[6]。而且，在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许多重要的发展因素都在迅速地消失，整个县城的城市都

在萎缩，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缓慢，公共财政和政府负债的

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要让所

有人都能实现共同富裕，要让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目前，制约我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和地区发展不均衡。因此，如

何活化中国的区域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节点作用[7]，促进其统筹发展，进而优化城市体系和城乡关

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注重乡

村与后发地区的现代化跨越，构建突出优势联动的现代区域协调发展系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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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措施[8]。学界主要集中在“统筹发展”的内涵、机制和演化规

律、发展阶段和特点以及发展路径等方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关注到县域这一特殊单元[9]，研

究中国式现代化下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的关键与重点，探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实现

途径[10]，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黑龙江省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第一，编制新型城镇化的整

体规划，促进大、中、小城镇的功能互补和协同发展。第二，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行城镇居民身份

证制度，并放松农民到城镇的居住和流动的政策，中心村社区化等发展措施，逐渐使大中型城市的辐射

和辐射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使大中型城市与小城镇实现同步发展、和谐发展，从而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黑龙江省的城市化率在 2018 年已达 59.4%，超过了全球的平均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

距。 

2.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内涵与特点 

2.1.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和国家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当务之急。县域是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给县域

统筹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统筹城乡发展既不是单纯的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城市功能和景观的同化，更

不是城市发展的同质性。把县域作为一个空间载体，让县域的节点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理论内容。它是指将县域作为一个空间载体，让县域的节点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健全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构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结构，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域功能得到优化，

从而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结构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同时，统筹城乡发展既是一项补足短板的工作，更是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新的

动能。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显乏

力，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增长点。中国农村具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将为中国的社

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对于这种特定的区域类型来说，城乡融合发展特别表现在：作为城

乡要素流通、结构转型和功能互补的节点空间，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具备了城乡融

合发展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承担城乡流空间转型、衔接、交汇、转换和交融等多种功能，而这些职能的

行使将会在这些职能的行使中得以实现。 

2.2. 中国式现代化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的现代化，它又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一

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走向一个强大而又强大的现代化强国的奋斗历程。中国的城乡发展历程是嵌入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因而呈现出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需求，并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在此基础上，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切入点，对中国

特色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拥有庞大的人口。同时，以庞

大的人口数量为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农村人口有向以县城为主的就近城市迁移的趋

势，同时，返乡的农民工也会把县域作为其回流的第一选择。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县级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制度保证。党

和国家将在政策上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繁荣不仅仅是物

质上的积累，更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中国的文明水平的提高，既要积极吸纳国外的先进文

化，推动都市文明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又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农业文明等进行全面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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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是连接城乡的重要区域，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有效地推动城乡文明的交融和互补。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为统筹城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其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证，并为其注入了新的动能。研究成

果将从实践上丰富和扩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经验向国际拓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现实范

例。 

2.3.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特点 

中国城乡关系从过去的“分割”、“二元化”到“统筹城乡”，逐渐转向“统筹城乡”。目前，黑

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稳定上升、区域差异化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

村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城市空间的扩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城乡融合的地域体系的形成。同时，在城

乡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的空间外溢作用也越来越强，城市的工业不断地向农村蔓延，城市的资金、

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也加快了农村的步伐，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在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聚落格局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

务逐渐一体化，乡村居民生活方式也逐渐城镇化。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需正视在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乡村依然是发展低地，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依然

需要砥砺前行。 

3. 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3.1.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自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振兴过程中还存在着

许多问题，例如城乡之间的不和谐。本文针对当前城乡失衡的现状，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

这一现状的根源。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除了二元经济特点以外，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差别化的政策，

这就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要实现黑龙江省经济的更大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之间的矛盾，构建新的统筹城乡发

展模式。 

3.2. 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黑龙江省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省份，常住人口持续增长，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根据广郡通城市大

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2022 年黑龙江省的常住人口达到 3099 万人，其中常住城镇人口为 2052 万人，常

住农村人口为 1047 万人，城镇化率为 66.2%。黑龙江省的城镇化率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国

家大力推进城市开发，使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在都市里，经济的活跃以及各种各样的方便，使都市

的生活变得更有吸引力。黑龙江省城乡一体化发展已取得明显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加强。实

现城乡间的资源交换与共享，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尤其是乡村旅游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发展，给

农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但是，黑龙江省在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

问题。随着城镇人口的大量流入，其所承载的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规模也随之增加，这就对城市的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着人才短缺、人才短缺等问题，亟

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推动乡村振兴。黑龙江省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要把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乡村成为吸引人才、资金的地方，

带动城乡经济的发展。总体来看，黑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 66.2%，城乡融合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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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效应 

4.1. 效应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参考相关文献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评价必须紧扣城乡融合发展内涵

及其效应机制，结合呼兰区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建立城乡融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表 1)。 

4.2. 效应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通过客观赋权的方法来确定各指标值最后的综合权重值，而且选用客观性权重值中的熵值法。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选取黑龙江省县域作为研究区域，在时间层面上选择 2019 年。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9 年的《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经济、社会、

生态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将其作为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评价体系的主要度量方面。基于以上分

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 3 个方面系统反映出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特征。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ffect 
表 1. 城乡融合效应指标体系 

指标层 熵值法权重 

C1 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 0.2622 

C2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 0.1049 

C3 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295 

C4 化肥施用量 0.2256 

C5 国家文明村镇数量 0.2777 

5. 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5.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研究  

对县域统筹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系统。城镇和农村是一对相互促进、相互依

存的有机整体，基于人地系统理论，对城乡关系进行新的认识，实现城镇主宾观的转换，客观地理解“乡”

在城镇中的母体地位。从学术视角来看，需要把农村地区体系整合到城市和农村的地域体系中去，从而

突破过去对农村发展的孤立思维。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纳入城乡地域体系大系统观、宏观城镇体系大空间

观、要素–产业空间观三个维度，重构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逻辑框架，从要素、权限和空间三个

维度对县域统筹发展进行实证剖析。 

5.2. 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研究  

完善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而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农村和城市生产要素流动的枢纽。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实现

县域统筹发展，是当前研究的焦点。地理学视角下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的研究，以城乡发展、

要素配置、区位和产业经济学为基础，从县域区域特点和城乡转型发展趋势出发，厘清城乡要素流动的

动力机理，优化其配置途径和实现途径，提炼现有格局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梳理，从宏

观上辨识目前我国县域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瓶颈，并评价与之密切关联的国家政

策对中国县域统筹发展的影响，最终提出破解制约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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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次深刻概括。统筹城乡发展

是我国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它为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使命，同时，它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充实和扩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中

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要把优化县域城乡地域体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和县域

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四项工作作为重点，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要围绕“城

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构建与实践逻辑、“县域要素流动机理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模式与

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性规划”、“适应新需求”的“路径创新”与“技术集成”。

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县域城乡统筹发展进行研究，应注重地域特征，整合多学科智慧，充分发挥地

理学的作用。 
本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下更进一步分析黑龙江省县域的城乡融合，黑龙江省作为东北地区更具

有代表性。通过经济、生态、社会效应的权重值看出，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较好。该区在城乡融

合发展全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一同发展，产业、空间、制度多元协作，探寻出了一种“城–镇–村三级

共推、产业–空间–制度多维协同”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本文仍有不足之处，仍需通过更多的指标去

分析城乡融合效应。 

参考文献 
[1] 陈妤凡, 周侃, 徐勇. 青藏高原环境污染胁迫解析及垂直化空间管控体系构建——以西藏自治区为例[J]. 自然

资源学报, 2023, 38(10): 1-19. 

[2] 赵玲玲, 刘昌明, 王梓尹, 等.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参数地理综合研究进展[J/OL]. 热带地理, 2023: 1-16.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63  

[3] 徐震锴.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就地城镇化发展的问题研究[J]. 山西农经, 2023(17): 49-51.  
https://doi.org/10.16675/j.cnki.cn14-1065/f.2023.17.014  

[4] 王永生, 刘彦随. 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作用机制及区域实践——以陕西洋县为例[J]. 地理学报, 2023, 78(10): 
1-13. 

[5] 章屹祯 , 曹卫东 .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J]. 地理科学 , 2023, 43(10): 
1729-1739. 

[6] 张令达, 侯全华, 段亚琼. 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生空间研究: 内涵、进展与对策[J]. 生态学报, 2024(1): 1-13. 

[7] 徐泰一, 刘翠云, 张逸飞. 规划管理对城市建筑设计的影响研究[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23(21): 7-9.  
https://doi.org/10.19569/j.cnki.cn119313/tu.202321003  

[8] 吕小康, 姜浩.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特征与功能定位: 基于试点地区政策文本的分析[J]. 城市观察, 
2023(5): 135-150+164.  

[9] 郭垠宏, 宋涛, 孙曼. 安全、发展与开放关联下的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演化及时段划分[J]. 地理研究, 2023, 42(10): 
2574-2591.  

[10] 盖美, 岳鹏, 徐晶晶, 等. 基于人地系统视角的海岸带韧性解构与测度[J]. 地理研究, 2023, 42(10): 1-17. 

https://doi.org/10.12677/ojns.2023.116117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63
https://doi.org/10.16675/j.cnki.cn14-1065/f.2023.17.014
https://doi.org/10.19569/j.cnki.cn119313/tu.202321003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ounties und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Tak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内涵与特点
	2.1.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内涵
	2.2. 中国式现代化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2.3.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特点

	3. 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3.1. 研究区概况
	3.2. 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4. 黑龙江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效应
	4.1. 效应指标体系的构建
	4.2. 效应指标权重的确定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5. 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5.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研究 
	5.2. 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研究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