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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娜

一、引言

内蒙古城镇化经历了快速推进的“十一五” 

“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发展也由注重速度发展转

变为注重质量提升，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

了积极进展，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许

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内蒙古

城市建设和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提出城市

未来发展思路，为内蒙古城市发展实现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内蒙古城市发展现状及其与全国的

比较

（一）城区人口集中度高于全国，城镇体

系、城市规模和城市集聚效应与全国相比均有不

足

2016 年，内蒙古城区常住人口为 887.42 万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35.2%，全国为 34.5%，内

蒙古城区人口集中度略高于全国。按照新颁布的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对内蒙古城区常住人口数进

行等级划分，内蒙古城镇体系中仅有 2 个 II 类大

城市，分别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3 个中等城

市，为乌海市、赤峰市和鄂尔多斯市，其余均为

小城市，大中小城市比为 1:1.5:7.5，而全国大中

小城市比为 1:1.3:5.2，显然，内蒙古大中城市数

量偏少，小城市比重偏高。从地域范围来看，东

部地区只有赤峰市一个中等城市，其余 12 个城

市均为小城市，这样的城镇体系在新型城镇化建

设中难以实现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和辐射带动的作

用，城镇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

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在 100 万 -400 万，

城市的净规模收益会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人口

规模在 25 万以上的城市才能保证自我增长，而

10 万人以下的城市，基本上看不到正的规模效

益。目前，内蒙古 25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 10

个，人口低于 10 万的城市还有 4 个，且小城市平

均人口规模仅为 19.64 万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87 万人。可见，内蒙古城市规模偏小，使得城

市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城市的规模收益表现不明

显，从而对城市扩大就业、科技进步和外部扩散

效应等均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城市市政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但各项

指标与全国相比两级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水平的不

断提高，内蒙古城市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城市

功能更加完善，宜居性不断增强。除建成区供水

管道密度比“十一五”末期略有减少外，城市用

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等市政公用设施水平比

“十一五”末期均有大幅提升（见下表）。

摘   要 ：通过内蒙古城市发展现状与全国城市建设平均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内蒙古城市建设在城

市规模、市政建设水平、居民收入和消费、社会保障及城市环境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建议今后城市发展

要补短板、转方式、惠民生、重生态，走一条符合本地区风土人情的城市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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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内蒙古城市建成区供水管道密度、每万人拥

有公共交通车辆、燃气普及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排名相对滞后，分别

排在第 28、26、19 和 17 位 ；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数量均在全国排名首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在全国

排名均为第 3 位，城市建设各项指标在全国排名反差巨大，一定程度上也

说明，当前城市注重形象工程建设，忽略了城市内部循环系统的完善，城

市的宜居性和功能性仍需加强。

（三）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率与全国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7 年，内蒙古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3158.1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 69.8%，比上年增加 178.7 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得到稳步提升，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5670 元，较上年增长 8.2%，但在总量上仍

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726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83，比上一年进一步缩

小，但仍比全国高 0.12。2016 年，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比（按收入五等份分

组）为 5.47，较上一年下降 0.34，高低收入比与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

只高于全国 0.06。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

任务，需要国家政策、市场结构、生产技术等方面共同努力才可实现。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也在逐步增加。2016 年，内蒙

古城镇居民消费率达到 23.4%，比上年高 0.6 个百分点，但与全国 31.1%

的消费率相比，内蒙古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

用于吃穿的消费支出比重为 39.5%，比 2010 年下降了 6.3 个百分点，居

住、交通及通讯等方面的支出增加较为明显（见图 1，图 2）。由此可见，

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满足温饱、生活必需品消费转变为小康型耐用

品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等更高层次的享受型消费，消费质量进一步提高。

表  2016 年内蒙古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统计表

指标 内蒙古 比 2010 年增加 全国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公里 / 平方公里）

指标
排名

用水普及率（%）

建成区供水管道密度（公里 / 平方公里）

燃气普及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98.98 11.01

-0.6

8.56

15.64

8.56

6.45 40.3

15.8

95.75

13.87

13.93

98.42 13

28

3

19

3

17

7.64

16.76

94.9

23.45

39.85

19.77

4.69

10.26 3.78

0.24

7.41 13.7

2.72

13.84 26

1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座）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数据来源 ：2011、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6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但较低的消费率表明，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消

费产品的供给已经跟不上消

费需求的变化，因此，需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增

加消费产品的种类，从而满

足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经

济增长。

（四）城市环境治理能

力提高，空气质量防治工作

仍需加强

2016 年，全区城市污水

处理率和生活垃圾处理率分

别 达 到 94.48% 和 98.87%，

比 上 一 年 分 别 提 高 1.3 和

0.91 个百分点，且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城市环境治理

能力进一步提高。城市建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为 39.85%，

比上年提高 0.67 个百分点，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低 0.45

个百分点，应进一步提高城

区绿地空间规模，改善城市

整体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

品质。

2016 年 内 蒙 古 空 气 质

量较上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改

善。12 个 盟 市 全 年 空 气 质

量平均达标天数为 314 天，

比上年多 22 天，达标率为

86%，比全国 338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平均达标率多 7.2

个百分点。呼和浩特市作为

首府，2016 年的优良天数共

283 天，比 2015 年多 7 天，

在全国 74 城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排名第 49 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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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内蒙古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构成

 图 2   2016 年内蒙古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构成

上年下降两位。虽然内蒙古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城市发展建设中交通拥堵、

浮尘天气等问题仍然存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

防治工作依然严峻。

三、内蒙古城市发展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城镇体系，提高中小城市的规模

效益

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不仅能够使城市内部空

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外部效益，增强其对周边城镇的辐射带动

作用。通过与全国城市发展的比较，内蒙古在城

镇体系的优化过程中，应大力培育一批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高、城市资源承载力尚未

饱和的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如通辽市、乌兰

察布市等，通过产业带动、政策倾斜等措施增强

其对人口和资源的吸引力，同时能够缓解周边大

城市发展的压力，降低城市病和环境污染发生的

概率。加大对特色小镇的培育力度，努力吸引资

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的集聚，

促进城镇体系优化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此外，

内蒙古中西部属于缺水地区，东部的水资源相对

丰富，而水恰恰是制约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部小城市，要采取积极

的政策措施，增加其对人口的集聚效应。

（二）弥补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的

宜居性

由内蒙古城市市政建设各项指标与全国的

比较可知，今后城市市政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提高

城市供水管道密度、燃气普及率、增加公共交通

车辆等方面。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

发展的角度增大供水管道密度，提高用水、燃气

普及率，主要从中小城市入手，加大对其市政公

用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缩小与大城市在用水、

用气等公共服务指标之间的差距，努力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加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的建设，促进城市供水、排水、排污、集水等方

面实现集约化发展，减少维护成本，提升城市的

渗透力和微循环力。其次，增加城市公共交通车

辆的供给，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优

化公交行车路线，缩短等车时间，加快建设基于

城市公共交通的互联网平台，增加居民出行的便

利性。加强对公共交通专用线路的规划和建设，

积极推进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交通压力过大的

城市发展公交、轻轨、地铁等多种类型的公共交

通，增加城市与周边小城镇之间的连通性，提高

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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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加和创

新消费产品的供给类别，提高居民消费率

研究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超过 53.49% 时，

城镇化的推进则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此时城镇

化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提高质量而非速度上。内蒙

古城镇化率在 2015 年就达到了 60.3%。为缩小

收入差距，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具体来讲，就要抓住经济转方式、调结构、

转动能的主线，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工资增

长机制，为提高居民收入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继续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降低居民在住房、教

育、医疗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加强公共资源的普

惠性和公平性。还应在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

上保护居民的购买力，减少外部因素对居民收入

的影响。同时，提高农牧产品品质和市场细分的

精确度，在城市近郊的农村牧区，可以利用与城

区距离较近的优势，发展都市休闲农牧业，以花

卉养殖、果蔬采摘为突破口，吸引城市居民前来

休闲度假，亲近大自然。加快实施“互联网 + 农

业”计划，促进农牧业与旅游业、会展业、餐饮

业的融合，培育新兴业态，鼓励农牧民以股份制

的形式参与其中，增加其就业创业的积极性。

此外，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利

用新技术和新模式开发新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

个性化的新产品，从有效需求入手，针对市场上

高科技产品和高端日用消费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税收

的结构性改革继续为企业减税减负，激发企业的

创新活力。同时应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努力培

养和留住高端人才，为人才结构的升级做充分准

备。针对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较低的情况，

应继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保障水平，减少

居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大众提高消费意愿。总

之，要提高消费率和高品质消费产品的供给，就

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等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才能实现。

（四）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推动绿色低

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城市绿色空间具有为居民提供健康休闲娱乐

方式的生态服务功能，合理的绿色空间布局也可

提高城市的宜居性，促进城市经济、生态、文化

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绿色空间

的功能和效用，做好绿色空间的规划与布局，增

加城市绿色空间分布的密度，在城市人口密集区

可实行“小而多”的城市绿地布局，避免出现城

市绿色空间与城市人口及其对城市休闲功能需求

的空间错位，实现城市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空气综合治理方面，要继续完善空气污染

物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重点加强重大污染城市

和重工业城市的污染监控与预警，降低单位 GDP

能耗和有害气体排放，加快城市清洁能源供应。

加大力度推广新能源汽车，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和

政策支持，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减少汽车尾气排

放，提高城市优良空气天数。与绿色低碳城市建

设相结合，通过技术革新和改造，减少在房屋建

造和喷涂工序中对大气的污染，推广建筑节能技

术，使用绿色环保建材，采用太阳能、风能、工

业余热等多种环保手段供暖，减少城市建设对大

气环境的污染，推动城市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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