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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南充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
定打造“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
心”。 南充《“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建设成渝地
区北部中心城市”的规划，充分彰显南充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区域中心城
市”指区域中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能够渗透和辐射
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 具有经济龙
头、极化聚集、扩散辐射和创新示范等作用（1，2）。

一个地区想谋求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思考发
展大方向。 一是依附中心城市、接受其辐射带动；二
是主动建成区域中心城市、 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
展。 南充市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南
充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增强区域人力、物力、财
力、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的聚集”1。近年来，区域中
心城市建设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态势，各城市动态
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你追我赶、优胜劣汰。 南充位
于川东北， 面临周边城市产业同质性的挑战和重
庆、成都两大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3，4）。 究竟如何

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则是南充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因此加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区作用评价指标体系
王露露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中心城市的这种

吸引力通常表现为就业机会多、薪资水平高、产业、
服务、收入和消费多元化等方面（5）。这会使中心城市
人口聚集、技术资源丰富和融资富裕，从而提升中
心城市发展的潜力和生产效率，并且形成产业聚集
和实现规模经济。

（一）经济龙头作用
区域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随着资金、技

术等积累，先进管理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得到落
实，凸显经济龙头作用。 一是区域中心城市可以为
区域内其他城市发展形成示范作用。 中心城市的发
展会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无疑为其他城
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和发展模式。 南充加
快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得到政府大
力支持，可以为川东北区域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思
路。 二是中心城市可以引领和协同区域内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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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综合经济能力比较 （亿元）

地市

综合经济指标 产业结构指标 要素聚集指标

GDP
人均可支
配收入 社零总额 地方财政

收入
第二产业
增加值

服务业增
加值 财政支出 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

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速度/%

南充位次 1 1 1 1 1 1 1 1 1 1
高于均值/% 52.6 2.4 52.0 60.7 62.7 44.4 20.9 49.2 51.0 29.4
南充 2401.08 2.54 1217.57 100.64 910.80 1029.52 449.73 3947.52 3064.68 12.0
达州 2117.8 2.48 1085.01 83.59 720.30 1003.93 438.26 3519.48 2656.88 10.0
广元 1008.01 2.58 419.24 30.53 392.93 428.29 289.54 1684.63 1238.67 10.5
巴中 766.99 2.32 482.00 35.67 214.94 390.24 310.42 1432.52 1155.90 4.6
平均值 1573.47 2.48 800.96 62.61 559.74 713.00 371.99 2646.04 2029.03 9.28

表 2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发展能力比较(2020)

地市 城镇化率
/%

市辖区
/个

户籍城镇人口
/万人

建成区面积
/km2

规划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km2

南充位次 1 1 2 4 3
高于均值/% 4.0 20 33.3 -51.0 -31.7
南充 50.22 3 211.6 36.38 36.38
达州 49.80 2 235.9 130.00 88.19
广元 47.04 3 81.3 66.43 65.81
巴中 46.16 2 106.1 63.7 22.56
平均值 48.31 2.5 158.73 74.13 53.24

发展。 中心城市由于自身优势，在区域发展中占据
领先位置，逐渐发展成区域增长极，凭借自身实力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备话语权。 周边其他城市会制
定相应的政策和发展方针， 配合中心城市的发展，
从而发挥区域协调效应（6）。 三是可以促使区域内资
源聚集，发挥“1+1>2”的作用，促使区域内经济和社
会协调发展。

（二）创新示范作用
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断总结自身发

展经验和自身发展规律，并且以此为基础，打破现
实条件限制，探究出新技术和新发展制度（7）。这可以
形成一套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发展体系，通过创新挖
掘和增强核心区发展潜力及能力。 中心城市可以向
周边城市输出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先进的管理
经验与模式，从而减小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8）。同
时，扩散辐射作用的实现可以对中心城市自身发展
形成倒逼机制，提升中心城市自身竞争力，从而带
动周围城市的协调发展（7）。

二、指标比较分析
目前区域中心建设指标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统

一、权威的标准，文章在借鉴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10-12），考虑数据可得性、代表性和可衡量性，
对综合经济、城市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交通

信息、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能力 7 个层面的 45 项
指标分项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同时，从川东北区域
其余五个城市、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成都除外）
两个维度进行上述指标的对比分析，以便分析出南
充的比较优势、短板弱项，为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北
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相关政策提出建议。 以下数据来
源为《2021 四川省统计年鉴》、各市（南充、达州、广
元、巴中、绵阳、宜宾、泸州、乐山）2020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上述各市的 2021 年统计
年鉴。

（一）南充与川东北区域其他城市的比较分析
川东北区域包括南充、达州、广元、巴中，其中

达州属于省级城镇体系规划在建区域中心城市，在
此将南充与川东北其余城市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表 1—7）。

通过比较分析表 1—7 可知， 南充和川东北其
余城市相比，45 项具体指标中居第 1 位的有 34 项，
居第 2位的有 6项，排后两位的有 5项。 由此可见，
南充在七大能力上均有优势， 其中综合经济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能力、交通信息服务能力
有绝对优势，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能力具备较为显著的优势，城市发展能力具备一定
优势。 南充在川东北区域龙头地位明显，发挥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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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交通信息能力比较

地市 高速公路总
里程/公里

公路总里程/
公里

公路旅客周转
量/万人公里

公路货运量周转
量/万吨公里

邮政业务总
量/亿元

移动电话用
户数/万户

固定互联网宽带
接入数/万户

南充位次 1 1 2 1 1 1 1
高于均值/% 28.48 13.67 7.06 45.44 93.83 53.83 57.47
南充 573 30514 132197 1160578 21.69 621.37 195.82
达州 486 28784 202689 1081312 11.59 456．25 124.44
广元 391 23021 50022 536808 5.36 260.36 91.3
巴中 334 25057 108995 413223 6.12 277.75 85.87
平均值 446 26844 123475.75 797980.25 11.19 409.93 124.36

表 6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比较

地市 文化机构数/
个

体育场人均
面积/㎡

教师数量/人
义务教育在校学
生数量/万人

各类卫生机
构数量/个

医院床位数/
张

卫生机构人员
数/人

南充位次 1 3 1 2 1 1 1
高于均值/% 18.9 -26.17 34.90 48.72 69.10 37.75 41.93
南充 33 1.1 63041 540658 8248 45514 51263
达州 25 1.85 59866 596013 4548 39834 42378
广元 28 1.91 27781 22633 3370 24125 26713
巴中 25 1.1 36235 294863 3344 22687 24118
平均值 27.75 1.49 46730.75 363541.75 4877.5 33040 36118

表 3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比较

地市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普高在校
大学生/万人

规上高新
技术企业/户

科技成果
登记数/个

国家发明数量
四川省份额/%

南充位次 1 1 1 1 1
高于均值/% 34.9 139 36.3 22.1 81.8
南充 0.85 9.10 92 29 0.5
达州 0.7 3.39 90 16 0.3
广元 0.67 1.91 61 28 0.1
巴中 0.3 0.8 27 22 0.2
平均值 0.63 3.8 67.5 23.75 0.275

表 4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对外开放能力比较

地市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外贸依存度/% 年旅游人数/万人次
南充位次 1 1 1
高于均值/% 110.2 111 50
南充 50894 1.46 0.03
达州 38487 1.25 0.01
广元 3841 0.026 0.03
巴中 3626 0.032 0.01
平均值 24212 0.692 0，02

有的区域中心城市作用。
（二）南充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比较分析
在省级城镇规划体系中，四川在建的区域中心

城市有 6 个，分别是绵阳、宜宾、泸州、乐山、达州和
南充 （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 在此不纳入比较范

围）。 为了更好地找出南充组团培育省域经济副中
心城市的短板和弱项，将其与四川省其余 5 个区域
中心城市进行相关指标的对比分析（表 8-14）。

通过比较分析表 8—14 可知， 南充与绵阳、宜
宾、泸州、乐山、达州 5 个在建区域中心城市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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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综合经济能力比较研究

地市

综合经济指标 产业结构指标 要素聚集指标

GDP
人均可支
配收入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地方财
政收入

第二产业
增加值

服务业
增加值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
长速度/%

财政
支出

金融机
构存款
余额

金融机
构贷款
余额

南充位次 3 5 2 3 4 4 1 1 2 1
高于均值/% -0.58 -13.89 12.63 0.49 -9.16 -0.28 11 23.83 7.2 26.6
南充 2401.08 2.54 1217.57 100.64 910.80 1029.52 12.0 573.97 3947.52 3064.68
绵阳 3010.08 3.97 1394.26 112.49 1174.36 1464.77 10.0 444.70 5082.30 2874.84
宜宾 2802.12 2.81 1026.99 121.28 1349.30 1108.27 11.3 556.30 3712.05 1814.39
泸州 2157.22 2.83 1013.81 107.14 1038.09 862.67 10.8 449.73 3100.75 2080.07
乐山 2003.43 3.07 748.31 75.71 823.08 890.02 10.7 318.20 2731．04 2035.55
达州 2117.8 2.48 1085.01 83.59 720.30 1003.93 10.0 438.26 3519.48 2656.88
平均值 2415.29 2.95 1080.99 100.14 1002.66 1059.89 10.8 463.53 3682.19 2421.07

表 9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发展能力比较(2020 年)

地市 城镇化率/% 设区情况/个 城镇人口/万人 建成区面积/km2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

南充位次 5 2 2 6 6
高于均值/% -1.7 0 6.7 -71.08 -68.58
南充 50.22 3 211.6 36.38 36.38
绵阳 51.66 3 193.4 167.58 167.58
宜宾 51.39 3 211.1 167.55 151.71
泸州 50.24 3 202.3 173.51 173.51
乐山 53.11 4 135.8 79.88 77.47
达州 49.80 2 235.9 130.00 88.19
平均值 51.07 3 198.35 125.82 115.81

表 7 与川东北其余城市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

城市绿化
率/%

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天

优良水体达
标率/%

单位 GDP 能
耗涨幅/%

废物综合利
用率/%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自然增
长率/%

2 2 1 1 2 1 3
-0.1 0.7 0 -235 11 40 -84.6
41 344 100 -5.1 90 561 0.05
40 314 100 -4.23 63.5 538.7 -0.11

39.97 354 100 25.64 97.41 230.7 0.09
45 354 100 -1.2 72.68 271.4 1.27

41.49 341.5 100 3.78 80.90 400.45 0.33

地市 森林覆盖
率/%

南充位次 4
高于均值/% -19.9
南充 41.5
达州 45.31
广元 57.47
巴中 63
平均值 51.82

45 项具体指标有 15 项居第一位，18 项居后 3 位。
由此可见，七大能力均有差距。 一是综合经济能力
仍有差距，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经济活力
不足，居民消费水平亟待提升。 同时，第二产业增加
值和服务业增加值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工业对
经济贡献度较低，产业结构待调整。 二是城市化进
程较慢。 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较少，
城镇化率较低。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科研经费
投入较少，高新技术企业较少，专利较少。 四是对外
开放水平较低。 外向型经济发展之后，进出口总额

排名倒数第二位，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南充在对
外开放层面急需思考相应的政策。 五是在城市公共
服务能力层面，文化机构数、人均体育场面积和义
务教育在校学生数层面的不足较为明显，公共服务
待优化。 六是可持续发展也存在短板，森林覆盖率
和城市绿化率不足。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南充在川东北区域的

比较中，发展优势比较明显。 但是与四川省其他区
域中心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劣势。 南充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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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对外开放能力比较

地市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外贸依存度/%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南充位次 5 5 3
高于均值/% -64.8 -63.4 -82.5
南充 50894 1.4 0.03
绵阳 312011 7.1 0.57
宜宾 265101 6.5 0.01
泸州 130105 4.2 0.01
乐山 71548 2.5 0.40
达州 38487 1.25 0.01
平均值 144691 3.825 0.17

表 12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交通信息能力比较

地市 高速公路总
里程/公里

公路总里程/
公里

公路旅客周转
量/万人公里

公路货运、周转
量/万吨公里）

邮政业务总
量/亿元

移动电话用
户数/万户

互联网宽带
接入数/户

南充位次 1 1 4 1 1 2 1
高于均值/% 17.61 27.33 -2.58 21.5 36.49 20.36 25.99
南充 573 30514 132197 1160578 21.69 621.37 195.82
绵阳 412 23639 133876 686054 19.84 643.01 193.32
宜宾 573 25086 94948 614896 12.73 534.55 151.08
泸州 497 19698 164028 1111448 15.59 470.26 149.6
乐山 382 16059 86443 1076931 13.91 372.10 118.26
达州 486 28784 202689 1081312 11.59 456．25 124.44
平均值 487.17 23963.33 135696.83 955203.17 15.89 516.26 155.42

表 10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比较

地市 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普高在校大学生/
万人 省高新技术企业/户 科技成果登记数/个

国家发明数量
四川省份额/%

南充位次 5 2 4 5 5
高于均值/% -57 25 -31 -27.8 223
南充 0.85 9.10 92 29 0.5
绵阳 7.14 16.44 283 86 10.3%
宜宾 1.32 3.45 139 36 0.8%
泸州 0.92 6.28 111 34 0.7%
乐山 0.94 4.99 86 40 0.8%
达州 0.7 3.39 90 16 0.3
平均值 1.98 7.28 133.5 40.17 0.15

济总量在四川省排名前五， 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为了更好地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
心城市，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综合经济实力
南充自身产业支撑不足， 资源禀赋较为缺乏。

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南充应
该做强产业支撑。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
型。 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加大力度发展一批具有本
土特色的主导产业，推动产业本土化、集群化、数字
化协同发展。 着力解决目前工业发展面临的环境约

束、资金短缺和要素制约等问题。 二是要为产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要素支撑。 仔细研究国家政策方向
和产业规划布局，招引重大项目，吸引资金、技术和
人才等要素向南充聚集。 提高人才待遇，高度重视
相关人才项目如“嘉陵江英才工程”的落地见效，吸
引高素质人才。 三是实现资源共享，构建产业园区
合作平台。 高度整合“三区六县（市）”的资源，实现
规模经济，实现研发、交通、信息等一体化发展的平
台，发挥南充经济的引领作用。

（二）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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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

地市 森林覆盖率/
%

城市绿化率/
%

中心城区空
气质量优良
天数/天

优良水体达
标率/%）

单位 GDP 能
耗/吨标准
煤/万元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

年末常住人
口/万人

人口自然增
长率/%

南充位次 5 3 1 1 1 3 1 4
高于均值/% -18.17 -0.58 6.9 0 81.28 5.06 20.75 -66.67
南充 41.5 41 344 100 -5.1 90 561 0.05
绵阳 55.8 41.25 324 100 -0.5 99.1 487.1 0.27
宜宾 49.9 45 305 100 -1.71 96.51 459.1 0.88
泸州 51 38 324 100 -3.21 89 425.6 0.28
乐山 60.8 42.19 319 100 -2.13 75.9 316.1 -0.47
达州 45.31 40 314 100 -4.23 63.5 538.7 -0.11
平均值 50.72 41.24 321.67 100 -2.81 85.67 464.6 0.15

表 13 与四川其余区域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比较

地市 文化机构数/
个

体育场人均
面积/㎡

教师数量/人
义务教育在校学
生数量/人

各类卫生机
构数量/个

每万人口医
院床位数/张

卫生技术人
员数/人

南充位次 4 6 1 4 1 1 1
高于均值/% -2.04 -25.17 22.34 9.87 61.74 22.64 21.88
南充 32 1.1 63401 540658 8248 45514 51263
绵阳 37 1.58 52488 439057 4857 40666 46252
宜宾 35 1.26 54123 563106 4993 36215 40778
泸州 30 1.8 48904 540810 4727 34608 42218
乐山 37 1.23 32147 272788 3224 25834 29463
达州 25 1.85 59866 596013 4548 39834 42378
平均值 32.67 1.47 51821.5 492072 5099.5 37111.83 42058.67

南充应重视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加快建设成渝
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创新是重要的
一环。 一是抓住组团培育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
的契机，积极引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来南充建
立分支机构或者研究院，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二
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相应的
路径，加大力度扶持“专精特新”等高新技术企业。
三是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和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针对
性构建人才编制周转池和人才资源共享池，保证创
新进程中人才资源的供给。

（三）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要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营

商环境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构建统一
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二是完善相关金融服务制度。
金融体系的完善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金
融功能的健全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三是加快对
外开放的步伐。 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
策，重视自由贸易区、免税区的建设，重视文旅大会
等国际合作会议的作用，打造南充城市名牌。 此外，

可以引进和培育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四）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与城市体验有直接关系。 一是可以优

化城市规划布局，完善交通、医疗、教育等相关的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二是
加快临江新区的建设，推动“产城人景”的深度融
合，互相促进。 同时应解决旧城改造、城市交通拥堵
问题，实行城市精细化管理，保证高标准的人居环
境和经济环境。 三是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打造县城
特色经济。 为仪陇红色故里文化、南部乡村旅游和
阆中文化旅游等区域发展赋能。

总之，南充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
城市，才能抢占区域发展制高点，赢得区域发展的
竞争主导权，更好地在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城
市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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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TAO Liu-wei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Zhejiang 316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non-agricul-
tural employment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ural residents from three levels: individual, family, and security, using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human capital status and spouse employ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ural residents; The guarantee factor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a-
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improv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Keyword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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