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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域城镇化对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1999—2024年1092篇CSSCI期刊文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从演进脉络、研

究热点和前沿议题3个方面分析县域城镇化研究概况,研究发现:第一,伴随县域城镇化政策目标的转变,

研究主题从聚焦于县域经济扩展到县域发展多个领域,更为系统地探究县域城镇化问题的“时机”已逐渐

成熟;第二,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可概括为理论内涵及发展机理研究、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影响因素

和优化机制研究、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5个方面;第三,研究前

沿趋势可总结为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问题探索、县域城镇化背景下

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问题研究3个方面。未来,学界应重点探讨县域人口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城市群

与县域功能布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城镇化、可持续县域城镇化、县域多学科交叉等问题,为构建中国

特色县域城镇化路径贡献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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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古以来,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我国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当前已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1]。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率不

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截至2020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

已达63.89%,高于55.30%的世界平均水平。同年,我国县域容纳了约6.71亿的人口,但县域人

口城镇化率仅为23.59%,与全国城镇化率差距巨大。县域城镇化明显的滞后特征,彰显出我国

仍面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落实县域城镇化成为政策聚焦的重点。2022
年5月,《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

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2]。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3]。2023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在县域产业培育、公共服务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进一

步提出要求[4-5]。在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下,县域城镇化发展适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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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认同县域城镇化承载了连接城市和服务乡村的双重功能[6-7]。一方面,连接城市。

县城作为“大都市—城市—县城—集镇”这一城市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县域城镇化是在一、二线大

城市面临发展掣肘、亟须功能转型的背景下,承接城市转移产业,平衡地区产业分布,吸纳城市人

才和失业人口,进而健全城市结构体系,保障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8-9]。另一方面,服务

乡村。县域涵盖了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县域城镇化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满足农民就近

就业、教育、医疗需求,降低农民市民化成本,消减城乡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战略选择[10-11]。鉴于县域城镇化的重要价值,有必要梳理和总结我国县域城镇化既有研究成果,

以便为后续研究开展和政策实践指明方向。知识图谱与文献计量作为近年来科学计量学的热门

研究方法,常被用于挖掘学科知识的演化态势、研究热点主题以及潜在前沿趋势等[12]。基于此,

本文以CSSCI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梳理我国

县域城镇化研究的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二、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脉络

为探究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脉络,以主题“县域城镇化”或“县域城市化”或“县城城镇

化”或“县城城市化”,发表日期截至2024年3月1日为检索条件,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数据

库(CNKI)中CSSCI来源期刊文献进行检索,初步得到1104篇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筛查和

清洗初始文献数据,手动剔除会议综述、访谈、书评等非研究类论文以及无效、重复、明显不相关

的样本文献,最终得到共计1092篇文献数据。此外,本文也系统收集了 WebofScience(WOS)

数据库中SCI/SSCI期刊相关主题论文,以对比国内外县域城镇化相关主题研究的演进脉络。
(一)县域城镇化研究的国外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一般包括扩大、加速、稳定三个阶段。扩大阶段:人口向城镇流动,

促进小城镇向小城市转化,大中城市的规模日趋扩大;加速阶段: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小城市发展

速度放缓,甚至呈现停滞和萎缩态势;稳定阶段:人口回流现象逐渐普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获得

发展[13-14]。长期以来,大城市发展论占据了城市化研究的主导方向。事实上,全世界有一半以上

的城市居民居住在人口不足50万的中小城市,尽管各国行政区划制度和人口规模存在差异,但中小城

市作为城镇体系的重要构成和城市增长的关键引擎,其建设问题已逐渐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15]。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进入城镇化稳定阶段,城镇化率保持在

80%左右,并形成大、中、小城市(镇)在空间和产业上相互配合、错落有致的城镇体系[16]。David
Bell指出不同等级城市具有功能异质性特征,中小城市的兴起将有效解决中心城市规模无限扩

张所衍生的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17]。然而,不加节制的

小城镇建设却衍生了“过度郊区化”等问题,导致城市经济基础薄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

题[18]。在此基础上,既有研究从经济增长、集聚性市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探索了中小

城市发展策略[19-20]。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前多处于城镇化扩大和

加速阶段。“过度城市化”,即城镇化水平超过了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的问题,并引致大城市人口膨胀、小城市消极发育、失业和犯罪增加、贫富分化、农村衰败等一系

列发展挑战[21]。不少学者探索了发展中国家小城市的转型策略,期望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生活环境来实现小城市可持续发展[22-23]。综上,国外研究指出了忽视中小城

市发展所造成的城市发展乏力和地区差异扩大等消极影响,探索了中小城市在人口、产业、空间、

生态上合理布局、有序发展的路径,为我国县域城镇化理论深化和实践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的演进脉络

本质上,我国县域城镇化政策是旨在推动以县城为主体的中小城市有序发展,建成各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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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健全我国城镇结构体系。研究时间分布能够揭示我国县

域城镇化研究的演进脉络和发展历程。由图1可知,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主要出现于1999年之

后,文献发表数量在2014年获得了较大幅度提升,并在2023年达到峰值123篇,预测今后县域

城镇化主题研究仍将保持较高的热度。结合政策背景,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历程可划分为

两个阶段:

起步阶段(1999—2013年),进入21世纪,我国城镇化建设迈进高潮期。基于城市“聚集效

用”和“先富带动后富”的方法论,我国选择了非均衡的大城市发展路径,以县城为主体的小城市

体量增长被抑制[24]。这一选择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大城市偏向”的

发展路径也扩大了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导致流动人口增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镇化建设中的诸多挑战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使政府注意到县域发展的必要

性。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要推进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县域”的概念,指出要走具有中国

特色的城镇现代化建设道路[25]。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开始对县域城镇化相关理念和发展道路

进行初步探索。该阶段成果数量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发文量为22篇。研究内容聚焦于县域经济

增长方面,包括分析和比较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路径,探讨县域产业化、工业化战略选择等,体现

出该阶段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征。

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4.3%,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同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标志着我国开始转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期。

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强调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

核心,要求改变大城市无限扩张和土地城镇化的传统发展路径,重视中小城市发展[26]。因而,在

2014—2018年期间,围绕“县域城镇化”这一主题,文献数量有较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发文量达70
篇以上。相关研究批判了资源消耗型和土地投入型的县域粗放型建设方式,关注了县域农民就

地城镇化,超大、特大城市功能疏解背景下县域功能转型等问题。尽管2019—2021年间,学界对

县域城镇化研究的关注有所下降,但2022年以来,中央出台《意见》等多个政策文件,有步骤地对

县域城镇化建设展开部署。此后,县域城镇化研究内容和范围呈“遍地开花”状态,涵盖了县域政

府治理、县域产业规划、县城公共服务建设、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与村镇建设、县域人口迁移、县域

生态保护等多个主题。伴随着25年间我国城镇化政策目标的转变和理论发展,县域城镇化研究

主题从聚焦于县域经济扩展到县域发展多个领域,可见更为系统和深入探究我国县域城镇化问

题的“时机”已然成熟。这一系列研究将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后期持续推进人口市民化,健全城

镇体系,协调城乡关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图1 县域城镇化研究文献数量(1999—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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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

(一)县域城镇化的研究热点识别

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词频和共现网络分析有助于揭示县域城镇化领域的研究热点[27]。本文

利用CiteSpace软件从所采集的1092篇CSSCI期刊文献中选取共现频次5次以上的关键词,见

图2。其中,词频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县域经济(208次)、城镇化(191次)、县域(111次)、乡村振兴

(72次)、城乡融合(37次)。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城镇化(0.67)、县域经济(0.56)、县域

(0.30)、乡村振兴(0.11)、县城(0.09)。

图2 县域城镇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为了进一步梳理样本文献中所包含的热点信息,使用CiteSpace软件将关键词划分为9个聚

类,分别为县域经济、城乡融合、县域、工业化、时空格局、城市化、特征、聚类分析、社会保障(表

1)。其中,聚类数目较大的包括县域经济、城乡融合、县域、工业化、时空格局5个主题的研究,紧

密程度较大的包括社会保障、特征、聚类分析、城市化、工业化5个主题的研究。
表1 县域城镇化研究的聚类结果

编号 聚类名称 聚类大小 紧密程度 标签(LLR)

0 县域经济 53 0.747 发展、城乡统筹、对策、区域经济

1 城乡融合 47 0.684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县城

2 县域 43 0.682 县域经济、义务教育、动力机制、模式

3 工业化 42 0.812 城镇化、经济增长、时空演化、县域

4 时空格局 36 0.812 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空间格局、县域单元

5 城市化 17 0.881 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宁夏、产业结构

6 特征 9 0.936 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思考、甘肃

7 聚类分析 9 0.935 浙江、县域新型城镇化、乡村工业、吉林省

8 社会保障 8 0.955 青藏高原、影响机理、传统农区、县域城市化

  (二)县域城镇化的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图2和表1信息并结合县域城镇化重点文献,可将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归纳为以

下5个方面:

第一,县域城镇化的理论内涵及发展机理研究。早期研究认为县域城镇化是指伴随县域工

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分散的农村向县域内集中的过程[28]。当前学者结

合我国城镇化实践和《意见》,指出县域城镇化的本质是在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从产业、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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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环境四个方面因地制宜地补齐县城短板弱项,满足农民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

生产生活需要,最终建成现代化县城[29]。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县域城镇化的演进

历程、现实阻力、发展路径等。苏红键在梳理我国县域城镇化演进趋势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存在

县城人口密度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低、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共服务有待优化等问题[1];金三林等

认为增强县域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人口承载能力、内生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是提高县域城

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关键[8],等等。县域经济增长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得到了学术界的

大量关注。潘彪等基于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三维分类框架,探索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

异化路径[30];朱华雄等指出应保证县域内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畅通有

效,以提升县域经济活力[9],等等。

第二,县域城镇化的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政府常用人口比重法测度县域城镇化水平。

然而,当前学术界缺乏统一、公认的县域城镇化测算方法。为刻画城镇化过程中生活方式、经济

发展和社会结构等的一系列转变,学者们尝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土地等维

度对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估(详见表2)。进一步,研究基于县域城镇化不同维度评估结

果,揭示出不同尺度下县域发展的时空特征,识别并分析异质性县域演化模式。刘彦随基于空间

分析法,发现我国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31];贾铠阳在

剖析县域村镇建设演化路径的基础之上,归纳了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村镇的演化模式[32],等等。
表2 县域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类型

城镇化类型 具体指标 代表文献

人口城镇化
选取了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城镇户籍人口比重、非农人口比重、职工人数比
重等指标,考察了县域的城镇人口集中度和就业结构

李海波等[33],杨
新刚等[34]

经济城镇化
选取人均生产总值、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非农产业比重、非农产业产值
密度等指标,考察了县域经济水平和非农化转变程度

冯兴华等[35]

社会城镇化
选取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所占比重、城镇社保率、人均可支配
收入、万人教师数、万人医院床位数等指标,考察了县域社会保障和公共服
务水平

井晓鹏[36],凌筱

舒[37], 王 洋

等[38]

基础设施城镇化
选取基础建设支出金额、年客运总量、年货运总量等指标,考察了县域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仇方道等[39]

生态环境城镇化
选取CO2排放量、PM2.5浓度、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三级公厕数量等指标,考察了县域污染情况和生态环境调节能力

杨新刚等[34],刘
海龙等[40]

土地城镇化
选取建设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镇居民人
均道路面积等指标,考察了县域城镇用地集约度、舒适度与便利性

杨新刚等[34],刘
海龙等[40]

  第三,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诸多学者通过探索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农业

现代化、工业化水平、金融发展、物流经济、产业转移、农民工回流、基础教育、县城公共服务配置、

交通优势、土地制度、周边地区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影响效果,识别县域城镇化驱动与障碍因素,

构建县域建设动力机制。表3列举了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研究代表文献。进一步,

学者探索了不同类型县域的动力机制,以破除县域差异化的发展短板,避免盲目建设。安晓明基

于农产品主产区县调研情况,发现基础教育、稳定就业和市民化生活方式是保障县域人口城镇化

的三大动力源[41];汪增洋等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产业非农化、工业化能够有效加快中部

地区县城建设[4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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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代表文献

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 动力机制 代表文献

政府治理能力
强化基层政府干部领导力,有助于实现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在“自上而下”县域治理体制中,应构建
以领导力驱动的多元主体共治体制

王鑫哲等[43]

农民工回流
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主体,对县
域城镇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

以人口回流构筑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双轮驱动力,实现村镇城三级地域协
调发展

周晓芳等[44]

基础教育

县城呈现出基础教育驱动人口聚集的
城镇化景观,家庭在乡城迁移中发生了
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
式转变

县城教育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
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应扩大县城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

申明锐[45]

公共服务供给
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于提升县城公共
服务能力

发展高质量、公平的县城公共服务,提
升县城公共服务的县域辐射能力

钱振明[46]

土地制度改革
根据到沿海大港口和中心城市的距离,
县城将分化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
地,两地间存在土地错配问题

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建设用地
的空间配置,推动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
耕地指标的跨地区流转

陆铭等[6]

邻县城镇化
浙江县域城镇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
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
镇化进程

县际之间需破除地方保护壁垒,强化跨
区域城镇化建设互动

张立生[47]

  第四,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学界已探索了县域城镇化的经济增长、乡村振

兴、农民减贫、粮食安全、人口聚集、教育公平、养老保障、减碳等效应。程明洋基于地理探测器模

型,发现合理的县域城镇化发展将促进乡村人—业系统发展,解决“三农”问题[48];申云等基于成

渝地区县域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县域发展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民减

贫[7];等等。由此,县域城镇化将为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民工市民

化,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此基础上,诸多研究探索了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

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等的耦合互动关系,并进一步构建了协同推进策

略。杨发祥等在分析乡村振兴痛点和难点的基础上,从理念引领、编制规划、产业兴旺等维度提

出了县域发展的行动方略[49];罗必良等基于实证研究指出县域城镇化是打破城乡分割关系的重

要性策略,未来应打破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要素流动尤其是向县城和中心镇相对集中[24];

等等。

第五,县域城镇化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学者们通过考察河南、湖北、江苏、山东、浙江、

江西等省域和东三省、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的县域建设现状,分析义乌、晋江、

浏阳等特色县域案例,探究县域城镇化共性与特色的发展路径。当前,较多文献聚焦于河南、湖

北、江苏、山东四省的县域城镇化问题。由表4可知,四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评价、经济发展路径探

索、城乡“人地业”时空耦合与演变、绿色发展问题均得到了关注和讨论。此外,基于河南省的研

究关注了县域减贫、工业发展、服务优化等问题。同时随着近年来河南省回流人口增加,农民工

返乡创业问题获得关注。基于湖北省的研究聚焦于教育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例如进县

求学、村庄空心化治理和土地集约利用等。江苏省作为县域经济强省,相关研究更关注城乡协调

发展,乡村转型等问题,以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质城乡空间。山东省作为我国典型的农业强省,

相关研究侧重于村庄赋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地区发展差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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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县域城镇化案例研究的主题对比

案例区 发文量 主要研究机构 共性议题 特色议题

河南省 38篇
河南大学(2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1%)

湖北省 32篇
华中科技大学(19%)

武汉大学(19%)

江苏省 30篇
南京师范大学(27%)
江苏师范大学(17%)

山东省 25篇
山东师范大学(1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12%)

县 域 城 镇 化 水 平
评价,经济发展路
径,县 域 城 乡“人
地业”时空耦合与
演变,绿色发展

县域贫困、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工业化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产 品 产 业 化、人 口 空 心 化 治
理、进县求学、土地集约利用

乡村转型、非农化发展、村镇建
设、养老服务、国土空间实践

农业多功能、电子商务发展、地
区发展不平衡、农民工职住分离

四、县域城镇化研究前沿趋势

研究主题的演化能够表征县域城镇化研究的焦点议题和思想现状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从而

有助于揭示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趋势[27]。CiteSpace突发性探测(burstdetection)可反映一段时期

内出现频次激增的关键词,常用于探测学科研究的动态演进和前沿趋势[50]。图3为县域城镇化

样本文献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加深部分表示了相应关键词突现的时间段。

图3 县域城镇化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由图3可知,25年来的突现关键词包括“县域经济”“发展”“对策”“城镇化”“城市化”“工业

化”“乡村振兴”“时空格局”“空间分异”“空间格局”“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县城”“城乡关系”。

其中,“乡村振兴”“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县城”“城乡关系”为近年来突

现关键词。研究话题表现为从强调经济发展,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建设逐渐转向探究演变规律,

重视城乡平衡变迁。进一步精读相关重点文献,探析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前沿趋势,有助于预判

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演进动向。
(一)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意见》指出基于功能,县城可划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生
态功能区县城和人口流失型县城5类。可见,县域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追求工业化发展,应立足

于地区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功能布局差异化施策,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避免资源和公共财

政浪费。近年来,稠密数据、大数据等为从空间宏观视角判别和规划异质性县域发展路径创造了

条件。如刘海龙等人以中国887个省际边界县域为研究区域,分析了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在此基础上将县域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主导型等6类发展驱动类型[40]。今后基于

“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分类安排”的研究逻辑,探索县域城镇化的时空演化格局和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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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助于强化县域建设宏观指导能力,辅助地方政府根据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主

导产业,科学、精准规划县域城镇化发展策略。

(二)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问题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5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

在农村。县域涵盖了广泛的农村地区,本质上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两者都以解

决“三农”问题为战略基点[3]。近年来,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耦合机制以及协同路

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王博等从做大和分好县域财富两个方面提出了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推进乡村振兴的举措[52],孔祥智等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农村收入持续增加等方面,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战略指向[11],等等。事实上县

域乡村振兴主题依旧存在巨大的探索空间,前沿选题可概括为县域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农村“三

块地”制度改革、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农庄聚落形态与空心

化治理、乡村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等话题。

(三)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

农支工,以乡支城”的发展策略致使农村和农民难以共享改革红利,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县

域作为农村与城镇的融通地带,是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市民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

富裕最便捷的场所。当前学者探究了县域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驱动机制、制约因

素、可行路径、实践效果等问题。左停等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指出县城城镇化的发展理路应围绕县

城功能定位盘活县域资产,增强县城就业吸纳能力和公共服务“带乡”效应[53]。罗必良等发现以

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4]。未来一段时间可

就县域范围内推动城乡医疗、住房、教育、养老托幼、交通市政、文体等服务设施均等化,实现人

才、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城乡合理配置,扩大县城辐射和就业吸纳能力,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等问题进一步开展理论与实证探索。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和可靠性,坚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3]。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动新型城镇现代化

建设,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着力点。本文以1999—2024年1092篇CSSCI文献为研究样本,

梳理和总结了县域城镇化研究的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和前沿议题,得到以下结论:我国县域城镇

化研究兴起于1999年。2014年以来,伴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出台,我国迈入以“人”为核心的县

域城镇化建设阶段,研究主题从聚焦于县域经济扩展到县域发展多个领域,更为系统和深入探究

县域城镇化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可归纳为县域城镇化的理论内涵及

发展机理研究、县域城镇化的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和优化机制研

究、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县域城镇化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5个方面。县域

城镇化研究前沿趋势可概括为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问题

探索、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问题研究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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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展望

既有成果为未来研究深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面向县域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县域城镇化研究还应着力于探索以下问题:

一是以“人”为核心探索县域城镇化的理论本质和实践路径。县域城镇化首先应满足人民在

城市生活的需要,以人口城镇化为发展目标。当前县域城镇化研究更多聚焦于宏观、中观层面的

理论内涵和发展路径探索,未来应基于高技能群体、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农民工、老龄人口、学龄

儿童等不同微观主体的发展障碍和实际需求,丰富县域城镇化理论内涵,设计县域城镇化实践机

制,培育县域发展内生动力。例如以支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探索农村宅基地价值显化

路径;以满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需求为目标健全县域社区网格化管理等。

二是提升县域经济活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进城乡

共同富裕,实现县域城镇化的关键抓手。近年受到全球经济循环受阻的影响,县域经济呈下行趋

势,县城人口吸纳力和承载力十分有限。在人口回流和近域化流动趋势下,实践中应通过培育经

济主体,扶持特色产业,构建融资体系、扩大招商引资等激活县域经济增长动能。为实现上述目

标,未来研究应从思想指引、发展要求、实施举措三个层面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关注焦点包括

县级土地财政依赖转型、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与技术创新、县域城乡生产要素整合、“产城人”共生

体系构建等。

三是探索城市群中县域功能布局,开展城市结构体系优化研究。《“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

方案》指出应完善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县域极易

处于缺乏工业支撑和脱离农业生产的第三空间,将县域发展置身于与周边区域联系这一更广泛

的区域之中,明确和优化县城功能定位,进而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县城—特色小

镇—农村新型社区”统筹发展的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未来学界

应持续关注县域城镇化与城市群等战略融合框架,区域分工和县域功能布局优化,县域城乡连续

体发展和产业转型等议题。

四是关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城镇化进展,避免一刀切和盲目建设问题。东部沿海地区

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能,未来将持续吸引各类生产要素聚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多

属于农产品主产区、人口流失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缺少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条件,未来将与

东部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差距进一步扩大。因而,基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发展逻辑,未来

研究可着重关注两地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县域人口流失治理与村镇空间整合、地区间常态化帮

扶机制构建、生态脆弱区保护和修复等问题。

五是深入县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长期以来,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

型”产业在县域产业结构中常年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国内产业分工调整,县域面临着承接大中

城市“三高型”企业的威胁。“两山”理念和“双碳”目标的提出使得县域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关系更加紧密。生态县城建设、县域绿色产业培育、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治理、污染物排放监

测与监管网络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等均是落实可持续县域建设的重要研究命题。

六是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构建县域城镇化研究新范式。县城建设和县域发展涉及政

治、经济、人口、社会、地理、生态、历史等各个方面,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问题。为此,

未来应进一步深化跨学科融合发展,借鉴发展多学科优势,引入多源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新兴

方法拓展研究视角,统筹搭建“县域城镇化”的“内涵界定—水平测算—驱动机制—效应机制—互

动关系—推进策略”研究框架。比如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挖掘农村劳动力进县落户的感知障碍,

消除城乡转移隔阂;基于地理学和经济学识别县域异质性空间整合路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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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untyurbaniza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forbuildinganewtyp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yand
agriculture,and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andcomprehensivelypromoting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Basedon
1,092CSSCIjournalsfrom1999to2024,thispaperanalyzestheresearchoverviewofcountyurbanizationfromthree
levelsofevolutionary,researchhotspotsandfrontierissuesbycomprehensivelyapplyingtheliteratureanalysismethod
andtheCitespacesoftware.Thestudyfindsthat,firstly,alongwiththetransformationofthepolicyobjectivesofcounty
urbanization,theresearchtopicshaveexpandedfromcountyeconomytomultipleareasofcountydevelopment.The
“time”isgraduallyripeformoresystematicinvestigationofcountyurbanization.Secondly,theresearchhotspotsof
countyurbanizationcanbesummarizedintofiveaspects:theoreticalconnotationanddevelopmentmechanism,levele-
valuationandanalysisofspatiotemporalevolution,influencingfactorsandoptimizationmechanism,countyurbanization
effectandsynergisticpromotionstrategy,casestudyandpracticalexperiencesummary.Thirdly,thetrendofresearch
frontierscanbesummarizedintothreeaspects:researchonspatiotemporalheterogeneityofcountyurbanization,explo-
rationofruralrevitalizationissuesintheprocessofcountyurbanization,andthestudyofcommonprosperityandurban-
ruralintegrationinthecontextofcountyurbanization.Inthefuture,academicsshouldfocusonexploringissuessuchas
countypopulationurbanization,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urbanagglomerationandfunctionallayoutofcounty,
countyurbanizationincentral-westernandnortheasternregions,sustainablecountyurbanization,and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incounties,soastocontributetheoreticalwisdomtotheconstructionofapathofcountyurbanization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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