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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

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

小的原则,促 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中国的城

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

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四

个方面:以双重经济转型为背景,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

场化、国际化紧密相联.东部和西部的双重城镇化方向.城镇化

的双重动力机制和双重发展模式,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农民工和市民是双重城镇化推动主体,数以亿计的农民

工为城镇化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 合理的城镇化水平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然。中国由于特定的人口规模、人地关系、区

域差别和多样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不可以完全追随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城

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要形成辐射

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

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总结,则是和我国改革以来的城镇化实践经

验是分不开的,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城化和镇化的集合 改

革以前,我国执行重工业化优先战略,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必然后

果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1978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

已经达到49.4%,但城市化率却只有17.9%。改革以后,我国经济

增长呈现明显的多元投资拉动特征,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投资

来源便是民间资本、尤其是农村剩余资本对乡镇企业的投资



。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是

一种典型的分散工业化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原有小城

镇的扩张和新的小城镇的形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洗脚

上岸”,在乡镇企业就业,进入小城镇,成为事实上的非农业城

镇人口。目前我国大约有1.4亿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相

当于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8.6%。 与此同时,城市的产业结构和

投资结构也进入快速变革阶段。一方面国有企业进行产业结

构调整.另一方面伴随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外资涌入中国的城

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为

增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

展起来,而且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多元化投资是对原

来的集中式、重工业化优先战略的重大校正,产业结构随之发

生了明显变化。各地区、各部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吸

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伴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增长,迁移

性城市人口也快速增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镇

人口比重为36.1%,其中大城市人口占26%,中小城市人口占28%,

建制镇人口占46%。 改革以来的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是在

二元结构体制还较为明显地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城镇的发展

虽然已经“非农业化”,但在观念上和统计上仍然属于农村的

范畴。这就是说,改革以来的城镇化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城

市化,而是“城化”和“镇化”的集合,是与我国这一阶段分散

工业化特点相适应的双轨城镇化。这种发展途径的成功经验,

直接地为十七大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

略提供了依据。 温州模式：进城农民自我投资 在传统的计划

经济体制下,作为城市公共物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服

务的提供都是城市政府必然的责任,主要依靠政府计划投资和



财政预算来完成。由于政府财政预算普遍紧张,政府投资主要

投向生产领域,城市建设资金的不足也构成城市化的巨大障碍

。1979年,全国仅有193个城市,而且多数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

都比较突出。改革以来,伴随城市和城镇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

建设的投融资渠道一改过去完全依靠政府投资的单一局面,多

元化投资渠道的形成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建设投资渠道是进城农民的自我投

资。进入小城镇的农民不仅自办企业、自建市场,而且直接投

资于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多数小城镇的建设主体都是

进入城镇的农民而非当地政府。温州市1990年代销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70%以上来源于农民集资,政府

投入不足10%。中国首座农民城龙岗镇的最初投资1.9亿元,其

中的95%来自于农民。另一种投资方式是伴随着城市经济的

快速扩张,不仅地方财政实力增强,而且企业和居民对城市建设

的需求大大增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商业化融资等手段齐

头并进。这种现象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尤其明显。从1978

年-1997年,全国城市增加了475个,其中近一半位于东部地区,尤

以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最为突出。1990年代,全

国共产生了27个迁入人口超过城市人口半数的新兴“移民城

市”,这些城市也多数位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发达的珠江三

角洲地区。此外,前些年在一些城市兴起的“经营城市”战略,

虽然存在争议,但对于投资吸引力不足的城市未必不是一种有

益的尝试。 流动人口的居住和就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特殊

的国情,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至今未能完全消除。改革以

来的快速城镇化就是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发生的,这是我国城

镇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特征。二元体制下的农村人口城



镇化,无论是进入小城镇还是进入城市,多数都没有享受到原来

的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各种城市福利待遇,如住房、医疗、就业

、养老等一系列保障机制。 之所以说这种福利待遇的二元性

是我国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是因为它并非完全合理,也不可能

长期维持不变。19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

国以城市户籍为识别标志的城市福利体制开始逐渐松动,如允

许就业领域、居住和就业资格、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外来

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等,均趋于向有利于城镇外来人口的方

向改革。如果说改革初期,我国的城镇化人口还具有流动性强

、稳定性差的特征,那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的

居住和就业稳定性已经大为增强,这正是城镇化阶段性的一个

重要表征。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城镇化进程必然

是波澜壮阔和史无前例的。改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社

会各基层均可从中受益,但程度不同,而且还会发生一个群体从

另一个群体中获益的现象,这就是发展与公平的权衡问题。在

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外来人口群体在总体上从城镇化中获得了

巨大的收益,但这个群体对城镇化的贡献和他们所获得的待遇

是不均等的。伴随着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国提出了从“又快

又好发展”向“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的战略思路的转变。十

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到

我国下一步的城镇化战略,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

前提下,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应成为下一步城市改革应遵循

的两条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要在城市和小城镇的

发展中关注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城市当中存在着不同的

社会阶层,其中差别最为明显的两个阶层就是以是否拥有本地



户籍来识别的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由于户籍歧视的存在,外

来人口中的大部分的民生问题无法得到保障,和谐社会建设也

难免流于空谈。打破户籍的樊篱,给予所有在城镇生活的人口

以同等的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权益,需要以经济实力为

基础。一些地区开展的有益尝试虽然收效未必理想,但却代表

了一种方向。目前虽然户籍制度仍然难以取消,但却可以采取

一些灵活的、更加贴进百姓实际需要的政策措施来分阶段推

进改革。例如可以通过调查来了解当前城镇外来人口对城市

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列,在成本约束下率先提供这些急需的

公共服务。在我们看来,子女的受教育权、大病保险和工伤保

险应该是优先得到保障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流动人口在城镇

居住的稳定性。近年来一系列关于城市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

政策的出台就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很好的环节。 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就是要在城市发展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坚持人与资源

以及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城市作为一个生态有机体,存在

着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以及与其它地区的资源和经济交换。一

些大城市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过度集中现象,

这导致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过度依赖以及对本地稀缺自然资

源,尤其是水资源的过度消耗.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存在着较

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问题。无论

哪种情况都不是一种宜居的、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为此,城镇化需要坚持区域的合理布局,还需要与新型工业化协

调发展,以此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 国外怎样发展小城镇 发

达国家的城镇化起步较早,他们大多通过对殖民地的剥削掠夺

或战争(赔款)获得大量的资金,以完成原始积累,进而实现工业

化。 英国的城镇化是以乡村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历史



学家估计,早在17世纪,英国就有1/2的农业人口在农闲时从事

工业生产。乡村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与工业的分工,反过来

又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后来,相当一部分工业村庄演化为

城镇。 英国城镇化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在

某种意义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地少人多,英国贵族

通过著名的“圈地运动”,以暴力形式强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产

业转移。同时,城镇化所需要的作为食物的农产品和作为原料

的农产品则主要依靠进口。 美国地多人少,而国际人口的迁移

却满足了美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要。1851-1910年

间,仅欧洲向美国的移民就达2337.3万人,年均迁入达39万人。

这些国际移民中大约有1/4的人是技术工人,他们带来的各种知

识和技术无疑对美国的城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美国

与英国城镇化道路的最大不同点是,美国是在城镇化、工业化

的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解决了粮

食和原料问题,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美

国农产品的出口又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

。 交通革命在国土面积广阔的美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巨

大作用。美国依靠修筑收费道路的方式从陆路开始了交通革

命。19世纪40年代又形成了世界最发达的运河网。1828年美

国开始修筑铁路,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

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促进了西部开发和城镇发展,而且

大大刺激了工业革命,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发

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起步较晚,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主要

来自于农业。 以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拉丁美洲

是这方面的典型,它的城镇化是建立在第三产业特别是传统第

三产业的过度发展上的。20世纪60年代末,拉美工业只能吸收



不到14%的劳动力(现代化部门低于8%),而第三产业却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1969年,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达到39%。 经

济学家刘易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作了研究后指出:“一

个城市在其规模达到30万人以后,就会失去其规模经济效益。

相当经济的办法应该是发展大批的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

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它一些能够

吸引居民的设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