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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 扩内需
要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

口许经勇

200 9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 ,有一个新亮点 ,即把加大经

济结构调整力度 ,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 ,也就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十分突

出的位置 。这是针对我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

过多依赖投资 、出口 ,过于依赖第二产业 ,过

于依赖物质消耗的倾向提出来的 。200 9 年

前 3 季度 ,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

动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一3石% 。过

多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

的 ,风险是很大的;过多依赖出口拉动经济

增长 ,也已经给我国带来沉痛的教训 。客观

上要求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提升城镇发

展质量和水平 , 放在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

度 ,扩大国内需求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的视野来认识 。这就说明了 ,城镇化在下

一轮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中 ,扮演着拓展空间的重要角色 。城镇化是

扩大内需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是支撑

未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和发展

空间。与目前世界平均城镇化率 49 % 、发达

国家平均城镇化率 78 % 相比 ,我国目前城镇

化刚进人黄金时期 。2008 年 ,我国城镇人口

6. 07亿人 ,城镇化率(包括进城半年以上的

农民工)45 .6 8%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

力还不及城镇居民的30 % 。如果在今后的几

十年中 ,能够把 7 亿农民中的 4 亿多人转移

到城镇 ,内需市场将会有一个很大提升 。我

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 就意味着

100 0 多万农民转变为城里人 。伴随着城镇

化的稳妥推进 ,既可以通过扩大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带动投资的增长 ,又可以通过农民转

变为市民所引起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消

费的扩大 ,为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提供新的空间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然把当前的城镇

化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高度来认识 ,必然赋予

城镇化新的内涵 。其中特别强调要注意提升

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 。城镇化包括有形城镇

化和无形城镇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有形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无形城镇

化是指农民职亚的非农业化 、生活质量城镇

化 、社会身份市民化 。我国的城镇化包括两

个相互联系 、相互衔接的过程 ,即农民转化

为农民工 ,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作为

一项制度安排 ,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背
离的。 目前我国城镇化的测算因子 ,不仅包

括拥有城镇户籍的市民 ,还包括数量庞大的

农民工 。这种测算方法是不够严谨的。200 7

年 ,全国的城镇化率为 44 .9% ,但按拥有城

镇户籍测算只有 28 .6% , 有 16 .3% 是由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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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化 ”起来的。如果我国的城镇化只完成农

民向农民工转变 ,而没有实现农民工向市民

的转变 ,不仅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完

全转移 , 也不利于城镇化目标的真正实现 。

从战略上看 ,也不利于城镇劳动者素质的提

高 ,不利于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 ,不利于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

同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

现在的问题是城镇化道路应当如何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

色城镇化道路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 ,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发挥

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壮大县域经

济 。当前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的发展上 。 ”这是因为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

国大城市毫不逊色 ,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

有着较大的差距 , 突出表现在中小城市偏

少 ,规模偏小 ,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强 ,所

发挥的辐射带动作用很有限。这是我国城乡

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城镇化

道路的重要特征 ,就是它始终是和解决我国

的 “三农 ”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共十七

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作了科学的界定: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 发挥好大中

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依法赋予经济

发展快 、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

管理权限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 , 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

制 。”由此可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强

调要把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 ,是因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 “三农 ”的关

系特别密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农村

发生三次大的历史性变革 :第一次是废除人

民公社 ,实行家庭承包 ;第二次是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 ”,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 ;第三次

是发展小城镇 ,鼓励农民进城(小城镇)务工

经商 。我国农村只有相继发生这三次大的变

革 ,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 。如果说

我国以往发展大中城市 ,始终没有顾及 “三

农 ”问题的解决 ,那么 ,当今强调发展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 ,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 “三农 ”问

题 。所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发挥好

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 ,提出要

壮大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区域性经济 ,以

县城为中心 ,以小城镇为纽带 ,以第一产业

为基础 ,以乡镇企业为主导 ,以广大农村为

腹地 。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 ,就是城乡经济

协调发展的过程 。把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上 ,有利于构建新农村

建设与城镇化的互促共进机制 。把城镇化的

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是符合我国当

前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在我国城镇化

加快启动的阶段 ,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 ,发展空间较大 。但

是 ,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 ,大城市容纳

人口的程度和提供就业的机会将会越来越

有限;相反的 ,在这个阶段 ,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的发展潜力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

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对全国 109 个镇

的典型调查资料 ,我国小城镇第一产业的比

重 , 已从 1985 年的 62 % 下降到 200 5 年的

38 % ,二 、三产业的比重也相应地从 26 % 和

12 % 提高到 38 % 和 24 % ,有 58 % 的农村劳动

力在小城镇范围内实现由第一产业向二 、三

产业转移 。从 20 00 年开始 ,我国城镇化率以

年均 3. 78 % 的速度增长 , 其中 200 1 年至

200 7 年 ,地级以上的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

平均增长 70 .1% , 但是市辖区人 口仅增长

30% 。这反映我国城镇化更多的一种土地城

镇化 ,产业集聚超越于人口集聚 ,小城市和

小城镇更是如此 。这是当前我国城镇化的质

量和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

而要深刻揭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

内在联系 , 就必须对城镇化的内涵有个全

面 、准确的理解 。城镇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与集中;二是转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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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部分人的生存条件 、生活方式 、生活质

量的城镇化 。第一种含义是城镇化的形式;

第二种含义是城镇化的内容 。我们应当把评

价城镇化标准的重点放在第二种含义。衡量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 ,是农民身份

市民化 ,生活质量城市化 。在当前我国城镇

化过程中 ,存在着 “城中村 ”、“农民工 ”和 “小

产权房 ”。这三者都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是城镇化的 “拦路虎”。要改革城乡二元结构

体制 ,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 ,又取决于发展

的程度 ,而且改革的力度又不能超越于发展

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

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

化的重要任务 ,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

限制 。也就是说 ,要把解决农民工转化为市

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如果说 ,前

一个阶段城镇化的重点 ,是放在解决农民转
化为农民工 ,那么 ,从现在开始 ,我们则应当

把城镇化的重点 ,放在解决农民工转化为市

民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

平 。目前 , 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口已经超过

100 万 ,相当于户籍人口的65 % 。仅湖里区

就有外来农民工40 多万 。使得教育 、文化 、

卫生 、就业 、保障 、交通 、服务 、土地等方面的

供给处于紧张状态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这

就很有必要结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

济结构的调整 ,把城镇化的重点放在解决农

民工转化为市民方面来 。从影响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因素分析 ,一方面是外部的制度性因

素;另一方面是农民工自身的因素 。外部的

制度性因素 ,如户籍制度 、就业制度 、土地制

度 、住房制度 、教育制度 、医疗制度 、养老保

险制度等等; 从农民工自身的条件分析 ,也

存在如何融人城市 、适应城市的问题 ,这就

必须加大对进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 ,加

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 ,让农民工更有能力

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真正实现其

社会身份 、自身素质 、从业能力 、经济收人 、

社会保障 、意识行为等方面向市民转化 。这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只能是逐步地实

现 。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应当

对农民工的阶层分化和代际分化进行具体

分析 ,以明确农民工市民化的对象 、步骤 、途

径 。我国农民工经过 30 多年的演变 ,已经出

现明显的分化 。就阶层分化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农民工 ,除相当

一部分因年龄偏大返乡继续务农外 ,大多数
仍然维持着打工者的地位 ,少数人变成个体

工商户 ,极少数成了企业主 。就农民工的代

际分化 ,可以分为三个年代:第一代是改革

开放后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这一代

农民工的年龄已经偏大 , 除少数人发了点

财 ,继续留在城市发展 ,大多数人都已经或

将要回到农村 ,不存在着市民化的问题 。第

二代农民工 ,俗称 80 后(即 20 世纪 80 年代

后)出生的农民工 。是目前在城镇居住的主

体农民工 。由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人 ,往往

高于农民的收人 ,并且随着政府解决农民工

问题的政策力度的加大 ,他们在城镇开始获

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把子女带到城镇生

活的现象日益普遍 。这些孩子在城镇接受教

育 ,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进城务工的第三代农

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 ,

他们大多数离开学校后就进城打工 ,他们没

有务农的经历 ,一般都不愿意回到农村 。至

于第三代农民工 ,从小就到城镇来 ,更是难

以再回到农村。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将是

外来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对象 。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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