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县城市政
设施体系。重 点 完
善市政交通设施，提
高 县 城 与 周 边 大 中
城市互联互通水平，
健全防洪排涝设施，
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加强老化管网改造，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推进数字化改造。

强化县城公共
服务供给。完 善 医
疗卫生体系，扩大教
育资源供给，发展养
老托育服务，优化文
化体育设施，完善社
会福利设施等。

提升县城人居
环境质量。加 强 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打
造蓝绿生态空间，推
进生产生活低碳化，
完 善 垃 圾 收 集 处 理
体系，增强污水收集
处理能力。

培育发展县城
特色优势产业。促
进 县 城 产 业 配 套 设
施提质增效，夯实县
城产业基础，促进居
民 就 地 就 近 就 业 和
持 续 增 收 。 增 强 产
业支撑能力，提升产
业平台功能，健全商
贸流通网络，完善消
费基础设施，强化职
业技能培训。

促进县乡村功
能衔接互补。推 进
县 城 基 础 设 施 向 乡
村延伸，建立城乡统
一 的 基 础 设 施 管 护
运 行 机 制 。 推 进 县
城 公 共 服 务 向 乡 村
覆盖。

重点任务

本版文字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网、央视新闻、中国水
运网等媒体报道

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
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
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
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

1

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支持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特长，培
育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强化产业平台支撑，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发展成为先
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支持边境县城完善基础设施，强化
公共服务和边境贸易等功能，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和守边固边能力。

2

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推动位于农产品主产区内的县城集聚发
展农村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为有效服务“三农”、保障粮食安全
提供支撑。

3

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推动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城逐步有序
承接生态地区超载人口转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
展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支撑。

4

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结合城镇发展变化态势，推动人口流失县城严控城镇建
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有
序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支持有条件的资源枯竭县城培育接续替代产
业。

5

发展方向
尊重县城发展规律，顺

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
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
位，统筹县城生产、生活、
生态、安全需要，合理确定
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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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
县城为何成为县城为何成为““主战场主战场””？？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
进 以 县 城 为 重 要 载 体 的 城 镇 化 建 设 的 意 见》（简 称《意
见》），明确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
和具体任务。那么，为何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县城以及县级市的城镇是否具有承载农业转移人口
的能力？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数说现状

◆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 人

◆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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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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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到2025年——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步补齐补强，一批
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
口规模基本匹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市
政设施基本完备，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居环
境有效改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到
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不断扩大，县城居民生活
品质明显改善。

重要意义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组成部分。。推进县城建设推进县城建设，，有有
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
化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支撑要支撑。。推进县城建设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适有利于适
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
家需求家需求，，有利于辐射带动乡村发展有利于辐射带动乡村发展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利于强化县有利于强化县
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

◆◆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
要引擎要引擎。。现阶段县城投资消费与现阶段县城投资消费与
城市差距很大城市差距很大，，人均市政公用设人均市政公用设

施固定资产投资仅为地级及以上施固定资产投资仅为地级及以上
城市城区的二分之一左右城市城区的二分之一左右，，人均人均
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
区的三分之二左右区的三分之二左右。。推进县城建推进县城建
设设，，有利于开拓新的投资消费空有利于开拓新的投资消费空
间间。。

◆◆县城建设是人民美好生活县城建设是人民美好生活
的重要保障的重要保障。。完善产业配套设完善产业配套设
施施，，有利于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有利于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位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位。。健健
全市政公用设施全市政公用设施，，有利于夯实县有利于夯实县
城运行基础支撑城运行基础支撑。。健全公共服务健全公共服务
设 施设 施 ，，有 利 于 增 进 县 城 民 生 福有 利 于 增 进 县 城 民 生 福
祉祉。。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完善环境基础设施，，有利于有利于
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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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承载
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与老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紧密相连。民富则县强，推动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于把握富民
这一要务。

数据显示，尽管县城吸纳了大量人口，但目前县
城投资消费与城市的差距很大，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
定资产投资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 1/2 左右，人
均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 2/3 左右。
因此，富民既是在新形势下推进县城建设的关键之
策，更是长远之举。

富民为先，要夯实产业根基。产业是发展之
基、富民之源。县城建设，要“站在全局谋一域”，找
准区位优势和突破口，因地制宜推进特色产业发
展，充分调动县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人
民群众分享产业发展成果，真正实现“留富于民”

“藏富于民”。
富民为先，要优化营商环境。环境竞争力决

定发展竞争力，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强县富民
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将企业的难点、痛点、堵点作为工作的切入
点和着力点，持之以恒优化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为企
业行稳致远营造更加宽松的发展氛围。

富民为先，要厚植生态底色。没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发展就是“无本之木”。要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打造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县城，让人
民群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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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

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与邻近大中城
市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促进城镇体系完善、
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

推进县城建设对促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保障政策
着眼破解县城建设的

重点难点问题，完善人口、
资金、土地等体制机制和政
策措施。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
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
务；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与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省以
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

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
对公益性项目加强地方财政资金投
入，符合条件项目可通过中央预算内
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予以支持；
对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鼓励增
加中长期贷款投放，支持符合条件企
业发行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
债券。

加强存量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
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保
障县城建设正常用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