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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的城市化建设
`

胡 培 兆

内容提要
: 我国城市化水平 目前还 比较低

,

但城镇 总人 口是世界最多的 国 家
,

与发

达国家的人均 GD P 相 比
,

我国对城 市人 口 的经济承受力 已十分 巨大
。

从我 国人 口 多的

国情 出发
,

城市化道路应有自己特色
。

城市化水平不 宜与发达 国家攀 比
,

只要超 出世界

平均水平 ( 50 % ) 就足够了
。

为形成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

城市化建设不

单只是农民向城市跑
,

资金
、

技术
、

人才向城 市集 中
,

农村 自身也有个城 市化 建设 问

题
。

新农村的蓝 图应是把广大农村也建设成星星般 闪亮的微型
“
小城 市

” ,

为我 国最大

的一支劳动力 大军建个美好 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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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
,

各国城乡差别和矛盾无例外地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扩大
。

作为工业化发祥地和先行者的西方
,

历经数百年后的今天
,

虽然已是后工业化时代
,

城乡差

别和矛盾也没有能得到完全弥合和消饵
。

我国虽然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
,

但走的却是高起点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就同时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

这

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是纯属中国特色的首创
。

这里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 图问题作个探

讨
。

一
、

开创工农业共同发展的新途径

西方城市化是工业化片面发展的消极产物
。

马克思指出
: “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

大中心的城市人 口越来越 占优势
,

这样一来
,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 的历史动力
,

另一方面又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

土地
,

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 自然条件
。

这样
,

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

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 ” ① 工业化必然要吸纳大批农民进厂做工

,

生产和生活聚集在一起就 自

然形成城市
。

这个过程通常是以伐乡扩城
、

损农益市的行径单向独进的
。

先以牺牲农村
、

农

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

至使乡村长期处于落后贫困状态
。

同时
,

大批农民潮水般地涌进工

厂后
,

原来的小城镇规模就急剧膨胀和空前扩大起来
,

有关工人的社会设施和生活条件十分

`
本文的基本观点已在 2以为 年 4 月 29 日 《人民日报》 理论版的 《以城市化模式建设新农村》 一文中发

表
。

因为篇幅有限
,

只能说个梗概
,

这里作更明确些的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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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和恶劣
,

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

住房拥挤
、

交通堵塞
、

环境污染
、

疾病丛生等
。

住房困难

尤为突出
。

马克思指 出
: “

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
,

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
。 ”

因为
“

随着

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
`

改良
’

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 的
:
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

,

建造

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用的高楼大厦
,

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
,

修建铁轨马车路等

等 ; 这种改 良明 目张胆地把贫 民赶到越来越坏
、

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
。

另一方面
,

每个人都

知道
,

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
” ①

。

恩格斯为此还写过 《论住宅问题 》
。 “

本来就很

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 口 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 ; 房租大幅度提高
,

每所房屋

里的住户愈加拥挤
,

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
。 ” ② 城乡矛盾战后虽然开始得到一些修复和

调整
,

但已付出了巨 大的历史代价
。

而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是沿着工农业关系与城乡关系统

筹协调发展
、

并以工业反哺农业
、

城市支持农村的新路子进行的
,

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以牺牲

农业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祸害
。

我 国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将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

代化相提并论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三农尤为重视
,

率先在农村进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

革
,

解放农业生产力
,

首先让广大农民切实得到改革的实惠
,

随后制定一整套重大决策和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农业发展
、

推进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生活
。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

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绘

制了和谐美好 的蓝 图
,

是七亿农民的莫大福扯
。

因为历史的原 因和农业 的特殊性
,

目前我 国农业 现代化还落后于工业化
,

农业生产方

式
、

农产 品销售组织
、

农民生活水平都还相当初级
,

从而影响农民主力军务农的积极性
,

出

现奇特的
“

剩余劳动力
” 。

都说农村有两亿
“

剩余劳动力
” 。

农村人多地少
,

有剩余劳动力是

肯定的
。

但为什么
“

剩余的
”

都是身强力壮
、

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青壮年农民
,

而留在农村务

农的却一般是老残病弱者呢 ? 这只能说明
,

目前农业缺乏利益引诱
,

心理预期滑坡
,

希望普

遍不在 田野上
,

无奈才务农
。

谁不想在城里歌舞
,

谁甘愿在田里辛苦 ? 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的具体模式还值得研究
。

根据全球对绿色农产品的偏好和我国三农特点
,

我坚持认为发展机

械化大农业与劳动密集型园艺小农业相结合的现代化生态农业
,

仍然是可供选择的模式之

一
。

③ 不能一讲中国农业现代化就只想到机械化
、

自动化和大农场
,

有渺茫感
。

二
、

开创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农村城市化滥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 时代
。

马克思在 1 857 一 18 5 8 年写的 《经济学手稿》

中就说了
: “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

而不象在古代那样
,

是城市乡村化
。 ” ④ 不过

,

象古

罗马那样的
“

古典古代
”

(马克思语 ) 社会的城市
,

是
“
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

” ⑤ 纯

粹的农业城市
,

而资本主义的城市主要是工商业的城市
,

因为工商业的聚集发展使许多乡村

迅速扩张为城市
。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是单向进行的
,

就是农民不断进城转化为市民
,

使农业人 口减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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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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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低限度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里就说 :“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
,

是

消灭旧社会的堡垒—
`

农民
’ ,

并代之以雇佣工人
。 ” ① 现代西方也把从事非农产业人 口 高

比重当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

如美 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就把这一指标定在 70 % 以上
。

非农人口 主要集 中在城市
,

城市人 口占比大小也就成 了城市化程度 的标志
。

当今世界的城市

化水平是 50 %
,

发达国家一般在 75 % 以上
。

但并非城市化水平越高现代化水平也就一定越

高
。

如巴西的城市人 口 比重 比美国大
,

但它仍属发展中国家
。

城市人 口 比重不完全由经济发

达水平决定
,

还要看历史和现实的其他许多因素
。

200 8 年
,

我国 城市化水平还只有 45
.

7%
,

但城镇总人 口突破 6 亿
,

达到 6
.

07 亿
,

占世界城市总人 口 的五分之一
,

是世界城市人 口 最

多的国家
,

比美国城市人 口多 1倍
、

比日本多 6 倍
、

比德国多 8倍
、

比英国多 9 倍
、

比法国

多 n 倍 ! 与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 GD P 相比
,

我国对城市人 口 的经济承受力已十分巨大
。

如

果照搬国外城市化模式
,

我国今后还需要 4 亿左右 的农民进城落户
,

这 需要多大的迁徙成

本 ! 同时城市至少需要增加提供 2 亿个就业机会
。

有人说我国
“

城市化滞后工业化
” 。

这个

结论在今天已不符合我 国实际
。

因为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主要标志
,

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缺 口

大
,

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

而现在却是工业化水平吸纳不了过多的劳动力
。

就是农民进 了

城
,

大量的也还是不能扎根城市而处于流动状态 的农民工
,

人不 了城市户 口
。

城市化规模

必须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相适应
。

所以
,

从我国人 口 多的国情出发
,

城市化水平不宜与发达 国家攀比
,

只要达到和超出世

界平均水平 ( 50 % ) 就足够了
。

改革开放 30 年来
,

我国人 口 城市化发展很快
,

提高了 27
.

8

个百分点
。

其中
,

19 78 年到 1988 年增加 7
.

89 百分点
,

城市人 口 增加 1
.

14 16 亿 ; 1988 年到

19 9 8年增加 7
.

5 4 个百分点
,

城市人 口增加 1
.

29 4 7 亿 ; 19 9 8 年到 2X() 8 年增加 12
.

3 5 个百分

点
,

城市人 口增加 1
.

00 59 亿
,

使城市总人 口 比 19 78 年增加 2
.

5 倍多
。

中国工业化 的城市人

口 占比若以 51 % 计算
,

只要再提高 5
.

3 个百分点
,

城市人 口 超过总人 口的一半
,

就可说达到

了实现工业化所要求的城市化水平
。

这也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恩格斯

说
: “

只有使人 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
,

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

系
,

并使交通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
,

… … 才能使农村人 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

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

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

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 出来
,

这完全不是空想
。 ” ②

这样
,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就应该有 自己特色
,

这特色按我的理解就是 《中共中央关于推

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中提出的
“

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

形成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 。

这意味着城市化建设不单是只有农民跑向城市的途径
,

资金
、

技术
、

人才往城市集 中
,

还有农村 自身也有个城市化和准城市化建设的问题
。

就是说
,

我国城市化

和新农村的建设可以是双向同步
、

互动相促进行的
。

一方面
,

今后还需要有 1亿左右农民转

业走向城镇参加城市化建设 ; 另一方面
,

也要把全国农村建设成城市般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因此
,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应该视为是个泛概念
,

包括农村生活条件和环境上城市档次
,

逐步

把农村也建设成星星般闪亮的微型
“

小城市
” ,

村村 良田美池
、

绿树明瓦
、

村容整洁
、

公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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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
、

网络连接
,

比古人憧憬的桃 花源还美好的农家乐园
。

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

图
。

三
、

开创为劳动力大军建设美好家园的新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以公有制 为主体和有健全 的宏观调控机制
,

显示 出无 比的优越

性
,

眼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就证实了这一点
,

但 同样也存在景气循环现象
。

一方面有 自身内在

的周期波动性
,

另一方面有外在的经济全球化的蝴蝶效应的连动影响
。

因此
,

我国也只能实

行有弹性的景气就业政策
,

失业率曲线走势时高时低就属正常现象
。

改革开放 以来
,

百业勃

兴
,

劳动力需求强劲
,

于是大批农民进城务工
,

形成一支上亿众浩浩荡荡的农 民工队伍
。

他

们 以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
,

为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这是一支举世无双
、

能张

能缩
、

能进能退
,

特别具有职业转换灵活性的劳动大军
,

是我 国经济转型期不可缺少的机动

力量
。

可以肯定地说
,

至少在我国转型期结束之前农民工都将存在
,

不会短期 内消失
,

甚至

会永远存在
。

有 的研究报告提出要力争实现农 民工
“

返城不返乡
”

的目标①
。

这是不合中国

国情
,

也不合经济周期律的
。

广大农村就担负着我国劳动力资源最大蓄水池的作用
,

在转型

期对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和缓解失业问题
、

减轻城市压力
,

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

目

前因受世界金融危机造成外需缩 小的影响
,

有 20 00 万农民工返乡
,

就消解 了失业滞留在城

市的压力
。

这也是农民工的独特就业方式对社会的贡献
。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介于农民与

工人之间的特殊阶层
,

因为他们的艰难境遇与他们的贡献严重不对称的弱势景况
,

长期来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

原来的三农加农民工
,

可以说是四农
:
农业

、

农村
、

农民
、

农民工
。

农

村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建设
,

也就是我国最大一支劳动力大军的家园建设
,

意义重大
。

当然农

村的城市化建设有别于城市
,

不是摩天大厦
、

商业广场
、

宽阔马路
、

高架路桥等的建设
,

而

是把广大农村处处建设成五谷丰登
、

六畜兴旺
、

莺歌燕舞
、

桃红柳绿
、

具有乡风民俗特色的

宜居舒适的美好家园
,

与城市的生活质量就没有本质差别
。

而且只要按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所说的去做
,

坚持不懈地搞好
“

城乡规划
” ,

合理筹

办
“
村落分布

、

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

和
“

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
、

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 ,

就能逐步实现
。

改革开放 以来全国各地就已陆续 出现有不少城市型的新农村
,

如烟台的新牟

里村
、

苏北的华西村
、

厦 门的马塘村等等
。

温州的龙港镇是农民 自费造城 的奇迹
。

20 多年

前只有 6 0( 刃 多农民的 10 个小渔村一起规划
、

联合行动
,

建成现在 20 多万人 口 的
“

农民

城
” 。

现在农村洋楼式新房盖了不少
,

但布局混乱无章
,

环境芜杂污秽
,

却是普遍现象
。

而

且
,

一般不是拆旧房盖新楼
,

却是延外盖新留旧
,

将大量老屋空置着
。

市里有城建局
,

乡里

也可成立个类似的村建公共服务 管理机构
,

把村建规划得好些
。

20 年前
,

我就曾提出为规

划农村建设可以考虑建立
“

村建局
” ② 加 以指导

。

农村有许多独具文化价值的古建筑
、

古

树
,

有现成的青山绿水
、

飞禽走兽等资源
。

只要统筹规划
,

科学管理
,

就可将农村建设为田

园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① 中国社科院
“

农民工返乡机制研究课题组
” : 《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工》

,

(光明 日报》 2X( 为

年 4 月 9 日
。

② 参见拙文 《农村土地要设专门管理机构》
,

《经济 日报》 1989 年 4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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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支撑点

农村城市化建设虽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 由之路
,

但若没有强有力 的物质力量的

支撑
,

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

挂画 自娱而已
,

意美而实难至
。

这里就从生产力和人 口布局的角

度
,

特别提 出两点
。

一是在民营经济中分列出乡镇企业
,

将其纳人三农范畴
,

充分发挥其在
“

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
” ① 中的作用

。

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曾率先在产权制度改革
、

活跃城 乡经济方面起

过突破性作用
,

只是后来确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后
,

乡镇企业才逐步消融在 日益繁荣的民营企业中
,

与三农的关系也疏淡了
。

为调集建设城市化

的新农村的力量
,

有必要重新唤起乡镇企业的历史功能
,

凡落户乡镇域内的以 三农为依托
、

直接为三农服务的企业
,

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乡镇企业
,

都属三农企业
。

按
“

工业反哺

农业
、

城市支持乡村和多予少取放 活
”
的方针②

,

可考虑给三农企业 以特殊政策
,

在税收
、

贷款等方面予以优惠
。

二是在确保耕地
、

生态不受侵蚀危害的前提下
,

允许城市居 民回乡购建 自用住宅和创

业
,

以利于开发荒芜的宅基地和更新闲置的老屋旧房
。

三农建设是全国人 民的共同事业
,

城

市也要尽义务做贡献
,

为此三农要为城市居民提供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的平台
,

吸引他们到

农村创建非农产业和过休闲生活
。

就城市建城市
、

三农建三农
,

城乡二元经济的分割状态恐

难有个尽头
。

农村是城市的故乡
,

城市居 民有浓厚的乡恋情结
, “

叶老归根
” 、 “

荣归故里
”

是永恒传统
。

相对说城市居民比较富裕 ( 20 07 年城乡居 民收人比为 3
.

33 : 1 )
,

如能逐步拆除

农民进不了城
、

市 民下不了乡的户籍藩篱
,

也将能逐步形成一支城市居民回乡的金归族
,

对

繁荣农村经济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市场
、

资金跟人跑
,

是规律性的现象
。

这两点比任何下乡举措更有利于扩大农村需求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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