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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S2010-04）述要(2010-05-18) 

   

 李人庆研究员 
 

2010年5月18日，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S2010-04）在所会议室举行。本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室李人庆研究员做了主题为“城乡空
间制度格局与城乡关系转型----人口、土地与财政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讲座。参会人员就其报告和研究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晓山所长主持了本期学术报告会。本所研究人员、硕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等近50人参加了午餐会。 

报告内容简要： 

城市作为人类联系的一个特殊形式作为切人点，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向城
市空间聚集的过程，城乡具有地理区位的空间特征，但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聚集度的数量关系问题，更具有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内涵，城乡关系是一系列
社会关系 、经济关系、产业关系、 地理区位和聚集关系一系列制度关系的体现。中国城乡关系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
是三农问题能否得以解决的关键所在。其争论虽然颇多而激烈，而此方面最缺乏整合、系统性和理论性研究，因此，报告人将城乡关系研究纳入空间制
度分析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飞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经济社会关系和聚集规模效应与城乡制度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通过运用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及土地财税理论分析了城乡关系的社会基本要素：人、财、物（土地）三者之间的相关关
系。指出了中国城乡二元空间体制再生产的制度逻辑以及人口城市化无法实现其背后的制度逻辑。 

报告人首先介绍了中外城乡概念的差别，就中国城乡关系的独特性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起点和路径及格局与
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很大的差异，也与其他发展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中国城乡关系是从中国近代史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演变过来的，其制度逻辑包含着很强
的计划体制和城市偏向倾向。我国城乡关系的制度逻辑根源于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发展初期的抑制消费强制积累的发展方式，其特点是城乡之间的城市偏
向政策，抑制农村消费，抑制人口城市化，通过人力积累资本，进行城市工业化投资建设。在金融上将农村作为蓄水池，将积累的资金转移到城市工业
化中来。抑制农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建设，垄断农村农产品流动市场通过剪刀差来获得农业剩余。其本质就是抑制消费，增加积累。其工业
化和城市化空间布局，除可政治和战略性的考虑之外，在有限的资金下，主要还是按照工业聚集和配套建设实施的，是一个国家计划下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过程。 

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制度逻辑在市场化改革后的分权体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下被强化了，而不是被削弱了。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的城乡不平等
和社会经济差距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三十年间不仅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其中的根源并不在于市场化本身，而在于我们转型过程中城乡制度区隔所造成
的。 

城乡关系问题结症主要体现在： 

在我国改革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后的中国城乡关系不同于一般城市化或者城市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空间布局结构和空间聚集要素结构之间的二
元化割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就是形成了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和规模，但排斥福利和消费的空间聚集和规模效应，空间聚集和规模效益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割裂是中国
城市化空间结构的一大特征表现。这与西方城市化聚集形态结构生产与消费一致性同步发展有着显著的不同。其表征就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远高
于人口城市化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没有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抑制了就业聚集效应和非农劳动力的转移以及福利扩散效应和增长乘数效应。 

其劳动力市场化形成劳动力流动与土地非农化转移相割裂。工业化所形成的人口聚集仅仅表现为生产空间聚集，并没有形成消费聚集。中国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是在数亿农民工城乡之间流动实现的。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收益大多属地化被输入地获得，这就使得中国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不
断扩大。内需不足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收益被城市政府所获得，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和增值收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被剥夺。并
且在这个过程中排斥农民获得城市居民资格和福利。形成财富和土地向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集中，开放劳动力市场但抑制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福利分享。 

第三个表现就是城市化投资的行政化和聚集效应，中国城市化聚集效应具有很强行政性取向。城市政府吸金能力强，行政级别越高财政能力和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越多，就业机会多，其福利门槛越高，人口城市化排斥力愈大。小城镇门槛低，聚集力小，城市化吸引力不足。因此从城市梯级层次上
看，城市化投资和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着背律二反的效应。 

第四个表现就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城中村，和郊区城市化地区农民不愿意转为市民的中国特有的逆城市化特点，以及外来
城市务工人群的郊区化和农村宅基地下的小产权房问题。 

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区隔和制度性歧视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形成是与我们的制度性设置密切相关的。市场化改革解放了劳动
力，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效率，解放了生产力。但原有二元制度结构土地和户籍以及背后的财政福
利等社会管理制度并没有改革，而且在地方分权改革和市场化条件的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包干下，人口属地化管理和福利属地化还被强化了，地方政府本
身也成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垄断土地非农化，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收益在这个制度格局下被垄断、分割和剥夺。 

改革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的进入展开的，对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在生产要素的功能配置和分配上产生了重大影
响。早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内生需求产生的，对农民收入分配和城乡关系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轻工业的发展和需求饱
和。乡镇企业逐步走向衰落和转型，中国经济发展也逐步进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形成中国外向型经济格局。其基本特点就是出口工业化和三来一补、
两头在外。这种格局的形成既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又进一步地强化的这个结构。 

农业的低收益，农民工的低工资，地方政府垄断土地收益都极大地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实现了低成本的工业化。与此同时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巩固
和固化了原有二元结构中的促进积累和生产，抑制消费的功能和制度属性。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增强工业竞争力不断地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但
为了抑制消费拒绝公共福利和公共品建设，拒绝人口城市化。通过剥夺土地非农化收益来赢得地方政府在工业化竞争中的优势。 

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面临经济危机受到巨大
挑战，发展的环境和可持续性，以及发展公平性问题日益凸现。 

二元制度所造成的土地使用和城市化过程中房价急速上涨，显现出制度已到了一个关节点。正是因为需求不足造成资本从实业退出城市投资过剩，
地价飞涨，，也正是因土地二元制度和政府土地垄断造成地价飞涨。只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土地和金融制度，打破城乡制度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
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市场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转型，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空间与动力。 

其政策内涵在于其形成并不是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制度性和政治结果。因此要改变这个结构和结果，仅仅依靠量的调整对农村的增加投入和进
行新农村建设是不够的，这只能起到缓解作用，但并不能扭转，需要在城乡制度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整和改革，才能扭转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
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在城乡制度变革中存在着制度的路径依赖和相互锁定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依赖于非农就业机会，而
非农就业机会在于服务业发展，在于促进城市化进程，在于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人口福利制度。户籍制度背后是福利制度，福利制度背后是财政制
度，财政制度背后是社会管理制度和行政体制。因此，城乡制度是一系列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土地和财政三者关系问题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的核心所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一体化，需要在人口、土地和财政制度之间实现联动改革。 

国家财政增长和集权体制为改变这一结构提供了基础，需要政治决心和循序渐进的推进。城乡关系问题土地问题是关键，要用市场化机制，而不是
单纯的用行政性办法进行土地资源和用途管制，应首先从农民权利着手，在城市获得住房市场化条件下，应该同样给予农民财产权利，从放开宅基地和
农村建设用地做起，赋予农民财产权利；打开城门，开放田野，实现城乡双向流动；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上的配置作用和土地公共财政地位；要赋
予农民国民待遇，基本权利保护，取消歧视性政策；要改革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和土地财税制度，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保障和条件；要进行政府改革和推进
政治民主化，完成社会经济转型；要提高政府效率，而不仅仅在口号上治国，这往往是误国的，治理要从分权到赋权；要高举和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特
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警惕经济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向金融与财政的转变，土地和房地产经济投机盛行；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为不同地区量身定制不同的和切合实际的城乡发展计划等改革方式解决改革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城乡关系转型就是要从城乡割裂发展转变到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 也就是在城乡空间格局上的连续体发展,人口资源土地的合理布局配置,实现资源
的有效利用,减少社会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其中制度一体化是根本,要素市场化是核心. 一体化不仅仅是以城带乡,而是城
乡双向开放,互补发展,其表现是空间经济布局的重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其核心是公民社会和国家建设过程, 一体化并不等于平等化，而是一种开放和流动
机制，不是静态的，动态的过程. 

 

李人庆研究员在其报告中提出一系列城乡空间模型发展的理论基础书籍与相关文献对我所学生更多启蒙。在报告结束后，参会人员对其报
告的城乡空间模型发展的理论依据、内容及相关中国实际问题及现象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对城乡关系的基本判断：改革后城乡关系究竟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有与会者对城乡关系恶化的判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我们城乡关系在改革后是在软化和好转，而不是在恶化。报告人认为这可能是在城乡关系比较
视角和主观差异感受的影响。如果城乡之间对位比较，无疑从数据还是事实来说这个差距都是扩大了，虽然整体生活水平都是提高了的。其中最重要的
判断是在城乡二元制度机制上并没有缓解，而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深化。尤其是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城乡财产差距急剧扩大和金融效应，城乡财富
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城乡收入差距是不是主要体现在经济地理和产业聚集中的中心外围与收入差距不收敛来解释？ 

有学者问 ：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对于我国城乡结构变化及演变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中心外围理论与收入差距不收敛，不断加大，那么基于怎样
理论视角去分析城乡分割？报告人认为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已有的理论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但中国的制度特点所形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割裂，人
口与土地的割裂以及城乡福利的属地化管理方式等都是中国城乡制度的特有现象。不是简单地用中心外围理论就能解释的，其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是与
西方经济地理中心外围有所差异的。 

三、报告中分析城乡关系中的制度锁定，那么进一步研究如何解决这种锁定问题？ 

城乡关系中的制度锁定是现实存在的，但首先应确定解决的方式和方向，具体的步骤和次序以及措施是可以通过逐步试验探索解决的。问题关键是
要解放思想和破除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为改革寻找确定的方向和突破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理论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四、报告中的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及指导意义何在？ 

    报告中所涉及的福利制度坚持属地原则，但大多问题都发生在异地，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空间问题？其次，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如果看中国农民可以投票，那么，会对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再次，基于对城乡差距实施判断与解释：除了相对贫困的农村与相对富裕的城市差距
对比外，城市中不同阶层与农村整体的比较，如何将整个城乡整体结构细分？ 



 

中国城乡关系问题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实践探索，理论的意义可以指出应遵循的发展改革方向，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现行制度，起码我们
可以通过制度政策调整缓解目前的问题。如为促进工业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一致性，就可以在发展政策制度上进行必要调整将城市建设规模和
土地利用、基础设施融资规模上与人口城市化转移挂钩等等制度措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李人庆演讲现场 

  （农发所  韩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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