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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旨在探究北京市通州区振兴战略中城乡文化融合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对

象为北京市通州区，通过对该区域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以问卷调查的方

式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通州区城乡文化融合中多元活动产业发展与设施建设的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通州区存在教育资源不足经济结构不够优化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

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论文提出了完善教育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土地利用优化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策略建议。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通州区的振

兴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为其他地区的城乡文化融合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北京市通州区；振兴战略；城乡文化融合 

 

 

Research on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Tongzhou District in Beijing-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promote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u Yangxiang, Shi Yu Yuan, Ma Siqi, Xiao Ruixuan, Li Ping 

Beijing Materials Materials University 101149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urban-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on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is region, combined with relevant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reveal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activity industries and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in the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ongzhou Distr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sufficient economic structure, unoptimized urban planning and unreason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land use.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educational facility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moting land use optimization and 

perfec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promote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Tongzhou District,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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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

乡差距逐渐凸显，城乡文化融合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重

要因素。北京市通州区作为首都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其城乡文化融合和经济高速

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北京市通州区城乡文化融

合如何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为通州区乃至全国城乡融合发展

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2 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 
2.1 城乡文化融合理论 

城乡文化融合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

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通过城乡文化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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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全面融合，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

调发展。城乡文化融合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城乡之间的文化

差异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消除这种差

异，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2 城乡文化融合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乡文化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受到了

广泛关注。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城乡文化融合对经济发展具

有正向影响。首先，城乡文化融合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优

化配置（张晓丽，2020）。城市与农村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

逐渐缩小，有利于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其

次，城乡文化融合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王建军，

2019）。城乡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加强，有助于提高整体技

术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此外，城乡文化融合还有助于

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李婷婷，2020），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刘晓峰，2019）等，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2.3 振兴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振兴战略是指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区域经济

活力，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优化资

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赵慧敏，

2020）。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振兴战略进行了广泛研究，形

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在振兴战略的实践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例如，美国通过实施“千禧年挑战项目”成功地实

现了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黄文静，2019）。德国通过实施

“工业 4.0”战略，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张

瑜，2020）。此外，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等振兴战略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李丽，2019）。 

3 北京市通州区发展现状分析 
3.1 北京市通州区简介 

北京市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部，地处京津冀地区的交汇

处，总面积 906 平方公里，辖 26 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总人

口约130万。作为北京市的副中心，通州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通州区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 

3.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设计查问卷以了解北京通州区振兴战略发展情况及民

意。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基本信息、对振兴战略的了解程度

及对通州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看法和建议。问卷通过线上线下

方式发放，并设置奖励机制提高回收率。共发放120份，回收

11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7.5%。下步将对数据进行整理分

析，了解振兴战略的发展现状及民众意见建议。 

3.3 问卷数据分析 

3.3.1 基本情况分析 

 

图 3-1  性别分布 

 

图 3-2  年龄分布 

 

图 3-3  对通州区振兴战略的了解程度 

本次收集 117 份有效数据，男性占比 30%，各年龄层均有

分布，18-30 岁年龄段最为突出。数据显示大家对通州区的振

兴战略有一定了解，但了解程度不够全面。在男性数据中，

了解程度差异较大，有些完全不了解，有些则完全了解。女

性对振兴战略的了解程度相对平均，但都属于了解程度不深

的范畴。统计数据涵盖了通州区的几个接待和乡镇，发现永

顺镇是数据最多的地区，居民对通州区的文化建设有一定了

解。其他街道的情况与永顺镇相似，了解程度都不深。同

时，年龄越大的居民对振兴战略了解越深刻、越详实。 

3.3.2 通州区振兴战略情况分析 

 

图 3-4  通州区振兴战略的重点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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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通州区振兴战略目前取得成就调查 

 

图 3-6  战略存在问题调查结果 

 

图 3-7  城乡文化融合利用哪些传统文化资源调查结果 

根据数据显示，73%的受访者认为通州区振兴战略应重点

发展教育和产业升级。教育和产业升级是人们最关注的方

面，因为教育资源不足，需要吸引技术人才推动产业发展。

66%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城市交通改善得到

关注。然而，通州区仍面临教育资源不足、经济结构不优

化、城市规划不合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在城乡

文化融合方面，受访者认为可以利用传统手工艺、传统节日

和传统音乐舞蹈促进发展。 

3.3.3 通州区城乡文化融合中多元活动产业发展与设施建

设情况分析 

 

图 3-8  城乡文化融合开展文化活动调查结果 

 

图 3-9  推动哪些文化产业的发展调查结果 

 

图 3-10  加强哪些文化交流与交流调查结果 

 

图 3-11  加强哪些文化设施的建设 

根据图 3-8 到 3-11，通州区可通过开展文化展览、文艺

演出和文化讲座等活动来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其中 83.76%的

人倾向于开展文化展览，81.20%的人偏向开展文艺演出，还

有 70%的人喜爱文化讲座。此外，通州区还可推动文化产业的

发展，如推动文化旅游、传统工艺品制作和文化创意设计

等，以提供知识滋养、艺术熏陶和精神体验。加强城乡文化

交流和不同领域的文化设施建设也是重要举措。综上所述，

通州区在城乡文化融合方面的努力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并为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3.4 通州区的发展策略分析 

 

图 3-12  加强哪些文化人才的培养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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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加强哪些文化宣传和推广的方面 

 

图 3-14  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根据图 3-12 到 3-14，通州区在城乡文化融合方面可以加

强艺术人才（75.21%）、文化管理人才（64.10%）和文化传媒

人才（85.47%）的培养。受访者认为可以通过媒体宣传

（74.36%）、社交媒体推广（83.76%）和文化活动宣传（63.25%）

来加强城乡文化融合的宣传。此外，加强文化产业扶持政策

（76.92%）、文化交流合作政策（83.76%）和文化遗产保护政

策（82.05%）也是重要举措。综上所述，通州区可以通过培养

人才、加强宣传和制定政策来促进城乡文化融合，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 

3.3.5 通州区的发展策略分析 

 

图 3-15  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做法的意见 

 

图 3-16  可以与其他区域进行合作吗 

由图 3-15，图 3-16 可知，有 87.18％的受访者认为通州

区在城乡文化融合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做法，

12.82％的受访者认为不可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和做法；其次

82.91％的受访者认为通州区在城乡文化融合方面可以与其他

区域进行合作，17.09％的受访者不认同通州区在城乡文化融

合方面与其他区域进行合作。 

4 北京市通州区城乡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4.1 教育资源不足 

在通州区的问卷数据分析中，教育发展是人们最关注的

方面之一。然而，数据显示，教育资源在通州区仍然存在不

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学校数量不够，教育设施不完善等

方面。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制约了通州区教育

事业的发展。因此，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升通州区

的教育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2 经济结构不够优化 

通州区作为北京市的新兴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然

而，数据分析显示，通州区的经济结构仍然不够优化。过度

依赖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缺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

支撑。这导致了通州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限制了经济高速

发展的潜力。因此，通州区需要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

度，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 

4.3 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不合理 

在通州区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然而，数据分析显示，通州区的城市规划和土地

利用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例如，部分地区的土地利用不符合

规划导向，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闲置。此外，城市规划的

执行力度不够，导致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

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通州区需要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利

用的管理，确保规划的有效执行，提高城市发展的整体效

益。 

4.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基石，也是居民生活

的重要保障。然而，通州区的问卷数据分析显示，社会保障

体系在通州区还存在一定的不完善问题。例如，部分居民的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缺乏保障，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不健全

等。这不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制约了通州区的社会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通州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5 北京市通州区城乡文化融合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策

略建议 
5.1 完善教育设施建设 

教育是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

提高通州区的教育资源，应加大对学校的投资，提升学校的

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同时，还应加强与城市教育资源的对

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生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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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通州区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城乡一体

化发展。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城市与农村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通过加强区域协调

发展，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经济

高速发展。 

5.3 推进土地利用优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州区

应合理规划城市和土地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通

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可以提高城乡发展的效

益，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5.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保障居民基本权益的重要方面。通州区应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要

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社会

保障和福利待遇。 

通过上述策略建议，可以有效推动北京市通州区的城乡

文化融合和经济发展。完善教育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土地利用优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

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推动通州区经济的高速发

展。 

6 结论 
本文研究了通州区城乡文化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

出了振兴战略的实践和发展策略。通过综合文献综述和对通

州区现状的分析，发现存在教育资源不足、经济结构不优

化、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教育设施、优化产业结构、

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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