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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 50%

大关，可谓已从农业社会步入到城市社会。

学者和专家感叹“中国用 30 年时间走完了

西方国家 100 年才完成的城镇化进程”。但

中国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笔者探访过东南

亚诸国之后，也曾慨叹中国城镇化的伟大

成就，但游走欧洲之后却觉得“路漫漫其

修远兮”。众所周知，在中国超过 50% 的

城镇人口中，有 2.6 亿是游走于城市与农

村的“半城镇化”人口，其享受的社会福

利和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与城市户籍人口

尚有很大差距。近些年来各界都在探讨“如

何使农民工市民化”，可是我们的城市有这

么大的承载力吗？农民工真的都能够适应

城市生活，并扎根下去吗？农民工的家眷

如何安置，继续两地分居还是一起实现城

市化？这些疑问均有待解答。

自从十七大以来，国家一直在倡导新

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发展，试图通过城市

和乡村的均衡发展来缓解日益扩大的城乡

差距，部分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在向农

村地区倾斜，甚至于学校和工业的布点也

有向农村渗透的态势。各地都在推进新农

村建设，试图向农村注入经济发展的动力，

实现农村内部的经济良性循环。但试点乡

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建设模式尚难以普遍

推广，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也

还不清晰。

实际上城乡统筹不仅仅关系到农村的

均衡提升，也关系到城市的健康发展。其

实 2.6 亿农村户籍进城人口的城镇化问题

未必一定要通过“市民化”的途径来解决；

这个大群体中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比

如“50、60 后”的第一代农民工，其家乡

情结普遍较浓，对农村生活更加适应；“70

后”农民工次之；而“80、90 后”农民工

普遍更倾向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且其教

育经历也更加适应于城市生活。由此可见，

为化解既有的“半城镇化”悖论，对于不

同类型的农村籍人口要区别对待和引导。

这其中包括要分析人口流出地的特征，诸

如产业特征、资源环境特征、文化特征和

家庭结构特征等，以辨识其流出人口的迁

移意愿与约束。

延续上文的分析，从乡镇的视角看，

城乡统筹的实质推进应包括以下议题。

一是城乡产业经济的议题。在新的交

通条件下，产业经济的空间布局要兼顾农

村和乡镇的就业需求，宜适当引导一些劳

动密集型产业入驻县城和集镇，以顺应部

分流出人口的回流意愿。部分农村劳力在

原籍兼业，利于照顾家庭生活，从而既可

缓解乡村的突出社会问题，同时也可促进

乡镇的公共服务及消费能力提升。

二是城乡公共服务的议题。不能把城

市的设施配置标准简单地套用到农村，而

是要深入研究农村的真实需求。现行《镇

规划标准》中的“集镇—中心村—行政

村”的三级配置模式是否适用于所有乡村

地区？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正在发生哪些

变化？这类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回答。笔

者近些年的调研发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平

原丘陵地区，由于交通设施已大大改进，“集

镇—行政村”的两级配置模式已经足够。

三是人口发展的议题。笔者的调研发

现，对于人口高流出地区的农村而言，其

老龄化程度非常之高，一些村庄甚至有

80% 以上的男性劳动力都已外出务工，留

守人口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随着时间

的推移，农村地区的人口将持续减少，且

人口的结构将呈现非常大的差异性，所以

必须以动态的眼光来统筹乡镇的人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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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城乡空间组织的议题。镇村体系

是城乡统筹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集

镇—行政村”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可能更适

合于今后的发展。要强化集镇的服务功能，

而在行政村层面主要是负责协调村里的日

常事务，提供日常的医疗和商业等服务。

另一方面，对于规模日趋萎缩的村庄，需

要创新规划理念，以“精明紧缩”的发展

模式来应对村庄的缩小甚至消失。

概括而言，要清醒认识我国城镇化发

展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坚持城乡

统筹的发展思路；尤其要深入认识和了解

农村，从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的需求角

度来研究农村。唯有准确把握发展趋势，

科学统筹城乡发展，方能逐步化解中国的

“半城镇化”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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