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设施产业重大事项点评：

县城城镇化建设意见出台 受

益行业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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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预计县级城镇化将成为提升我国城镇

化率、改善区域间基建水平和质量不平衡的抓手。县城城镇化相关政策将

有利于 1）解决地方投融资问题，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2）做实县城产

业和人口，夯实县域房地产市场需求；3）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提

升，带来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生态修复、环保治理、数字化新

基建的相关需求提升。 

我国城镇化率仍具提升空间，基建投资区域间仍不均衡。我国城镇化

率自 2000 年的 36.22%提升至 2021 年的 64.72%（国家统计局统计），每

年提升超过 1pct，但考虑到美澳日韩 2020 年城镇化率分别为 83%、86%、

92%、81%（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较主流发达经济体仍存在

20pct 左右的差距，而城镇化率的提升空间将来自于县城的城镇化建设。

同时，县城等低行政层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质量较城市仍存在差距，

如县城人均道路面积高于城市但也存在轨交建设短板、人均供水普及率城

市 99.0%vs 县城 96.7%、燃气普及率城市 97.9%vs 县城 89.1%、污水处

理率城市 97.5%vs 县城 95.1%、绿化覆盖率城市 42.1%vs 县城 37.6%。

且即便城县之间部分基础设施保有水平相近，但质量也存在差距。《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现

代化县城的建设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作为支撑，有望给县级基础设施投

资带来巨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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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地方融投资体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意见》

全方位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问题，不仅要求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

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对公益性项目投入支持，更针对准

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积极筹措金融机构长期贷款、企业债券、REITs 融资、

平台公司融资等支持，并提出完善公用事业定价机制，合理确定价格水平。 

尊重城市空间发展客观规律，做实县城产业和人口，客观上有利于夯

实县域房地产市场需求。文件要求，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强化县

城与周边邻近城市发展的衔接配合。《意见》将县城分为五个类别，采取不

同区域发展策略，致力于培育县城特色产业，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这在客

观上，有利于夯实县域的房地产市场真实需求。 

推动科学利用建设用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改造老旧小区。《意见》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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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灵活的建设用地利用，有助于县城产业发展。保障进城农民的农地相

关权益，并支持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夯实了县域

经济发展的需求根基。《意见》提到，推动县城老旧小区改造。相比核心大

城市，县城的老旧小区改造客观难度更低，合理化拆建争议更小。 

由于下游客户认证周期长，燃气管道行业具备进入壁垒，加大地下管

网尤其是燃气管道建设利于拉动行业需求。县城地下管网具备改造空间，

主要源自：1）在早期快速建设阶段，由于地下管网隐蔽性工程的特点，下

游客户对其质量重视程度不足；2）我国气、水、热、电、通讯管网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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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分属于不同的权属单位，缺乏统一的规划，既造成管线重叠交错、

道路反复开挖带来资源浪费，还导致易发生局部坍塌等安全隐患。《意见》

提出加强老化管网改造，包括对老化燃气管道、供水管道、供热管道、电

网的更新改造，其中对老化燃气管道更新改造的措辞为“全面推进”。考

虑到燃气管道行业下游客户认证周期长，具备进入壁垒，加大地下管网尤

其是燃气管道建设利于拉动行业主要企业需求。 

加快湿地和水环境修复为生态修复类公司提供发展机遇。县城生态空

间保有水平整体不及城市，不同县城之间或也存在分化，据住建部《2020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 年我国城市和县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

14.78/13.44 平米/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为 42.06%/37.58%。《意见》

提出现代化县城要“宜居宜业”，即县城建设不仅关注与城市经济发展差

距的缩短，还需注重生态建设，也因此要“完善生态绿地系统”、“加强

河道、湖泊、滨海地带等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黑臭水体治理”。

生态修复是建设现代化县城，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途径，将为生

态修复类公司提供发展机遇。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县城环境治理领域仍有大量投资需要跟进。《意

见》中与环保行业相关的任务有：1）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引导非化石能

源消费和分布式能源发展；2）完善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健全医疗废物、危

险废物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3）增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推进污水资

源化利用以及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置，逐步压减污泥填埋规模。对于环保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