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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城乡中国的格局状态，比如64%的城市化率，这个城市化率表示实际

上整个中国的空间已经形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一个是乡村空间，一个是城市空间。形成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以

后，现在到底继续单向的走城市化的路，还是像有一些所谓的把要素都回到乡村，是这么两个极端的路。现在可能要

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思考下一步的中国城乡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现在的现实是城乡的巨大差

距，这个是跟世界各国在城市化率达到70%这个状况以后，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就是巨大的城乡差距。

第二，现在3亿人一定要他回去，比如说现在城市化，让他去落到城市，人口的城市化，但是现在落不下来的，

整个城市化的模式还是一个回村的城市化模式。

第三个就是农业竞争力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世界各国农业占GDP的2%由2%的搞农业的人来做，所以在农业份

额下降的过程中，农业的生产率是提高的，农业的竞争力是提高的，农业的回报是上升的。我国是农业占GDP的

6%，将近25%的人在从事的农业，农业竞争力就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要素重组的困难，人不

能进城，土地跟人口之间的关系不能调整，其他要素，像机械等等这一些投入的提高，反而带来成本的上升。所以在

整个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这种反常的城乡发展模式，带来农业竞争力的下降和乡村的困局。所以中国这一轮的乡村

困局，跟历史上是有非常大差别的。

传统的中国乡村没有结构变革，没有结构变革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要素在乡村内卷，这里面以家庭为单位，

对土地过密的使用，提高土地生产率，另外对劳动的过密使用带来农民辛劳程度的提高，但是整个乡村的要素困到乡

村，乡村没有发展的前景。

集体化时期，乡村的困局使我们对乡村进行改造，包括组织方式的改造，包括产权制度的改造，包括城乡关系的

改造。这个期间有结构变革，有了工业化，但是这个工业化是将乡村排斥在外的，乡村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没有参与

到工业化的竞争，最后体制的成本和束缚就会带来乡村的困境。

这一轮的乡村困局，我认为它是一个大力的转型下乡村系统功能的失衡和失去活力。所以这个失衡是什么？整个

中国乡村这一轮有结构变革，跟传统集体化时期，最大的差别已经有了结构变革，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也出

村了，但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整个乡村由于在整个结构变革中的各种因素，带来人口、土地、村庄和产业

之间不匹配，就会产生的功能失衡。功能失衡，现在核心的问题：

1.人的问题。三代人在整个未来的城乡关系中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农二代继续不回村的

趋势，那他们的归属未来到底在哪里？而且这个归属基本上决定了整个中国未来现代化的走势。农三代现在核心的问

题就是他们的城市权利，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了，这一代人如果不能获得城市的权利，使整个中国的

现代化面临重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和整个城乡断裂的问题。三是农一代如何体面的老去，现在已经不是说他在农村搞农

业，到底谁去搞农业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对待他们，和他们的老去。

2.产业的问题。当然乡村的凋敝根源于产业的凋敝，产业的凋敝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我觉

得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农业未来到底是走单一化还是走复杂化，这个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整个中国

为了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保粮食安全作为整个农业产业最重要的功能，最后使整个中国农业产业市场变得越来越

单一。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和整个东亚的情况来讲，农业的产业不是变得越来越单一，农业长期保持一定的复杂

性，来实现了整个乡村产业，有农业，有副业，有工业。农业的复杂度，现在在台湾、在日本、在韩国复杂度越来越

提高。如果我们农业变得越来越单一的话，农业的回报也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尽管现在开始扩大规模，最后的结果是

什么？结果要素组合不匹配，最后仅有规模的扩大，解决不了农业的竞争力的问题，农业没有回报，外面的要素也就

进不来，乡村也就没法去实现产业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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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房的问题。表面上是乡村的住房条件改善，但本质上是城乡财富积累的差距和积累方式的不平等。整个中国

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城里人通过住房的资本化，来增加财富积累的过程。但是农民由于不能在城市市民化，所以

农民的财富积累在城市没有通道，只能将在城市积累的这些收入回到乡村去盖房，但乡村的住房不是财富，所以它一

方面不能在城市积累住房财富，另一方面回到乡村的住房又不是财富，又不是财产，所以这样会导致城乡财富的巨大

差距。

4.土地问题。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利用的效率极低，配置的效率极低，土地的空间配置极糟。另外就是整个乡

村的无序和整个乡村发展没有土地的支撑。

整个中国乡村的问题核心是一种功能性的。所以在思考整个乡村未来发展问题的时候，首先核心的是要思考城乡

形态。70%以后的城市化和乡村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美国的整个城乡形态，不是只有一个城市形态，美国的

整个城乡空间形态是三个空间，一个是城市空间，中心城市空间，一个外围的郊区空间，三是非都市区。这三个空间

实际上是非常完整的诠释了70%的城市化率以后的城乡形态，它是一个城乡融合的形态。所以推动城乡融合形态的最

主要的力量是什么？是郊区，郊区化，这里面表现为郊区人口的增长，郊区人口的迁入，还有一个就是郊区和中心城

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乡村的多样化，第三个空间就是非都市圈，这个空间里面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乡村和小城镇的发

展，在这里表现为是什么？整个非都市区人口也开始不是只往外走，还是有人回来。另外乡村经济多样性，还有一个

就是乡村产业的非农化，所以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我觉得城乡融合的形态是城市化率70%以后的基本形

态，我们未来的要寻找的就是如何实现一个城乡融合的形态。

如何寻找城乡融合的路径，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现在一定要改变两种极端的思维，现在单向的城市化思维和完

全的乡间思维都不是城乡融合的基本路径。现在要走向城乡融合路径，首先要对整个城乡融合的三个空间要进行认

识。

第一个空间是都市圈。怎样城乡融合，有点类似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城乡融合形态，就是从乡村到城市形成一

个连续的城乡融合的联系体，再到城乡之间经济的功能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城乡没有等级的差别，城乡的社会实现融

合，城乡没有社会的等级差别，从村到城流动，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空间。

第二个空间就是大城市的郊区。这个一定要有认识的。现在大城市郊区是整个城乡隔离最明显的地区，原因在

哪？原因就是说把整个大城市的郊区还是等同于传统的农村。所以我觉得在城乡融合的形态里面，整个大城市的郊区

化应该是作为整个城乡融合的重点区域，像郊区的乡村一定要跟城市融为一体，在整个功能、规划、要素配置上一定

要实现一体化。

第三个空间是传统的县城。我不主张这些地方以县为单位直接延伸到乡村的城乡融合，这个做不了。因为传统的

这些县城没有那么大的功能来支撑整个县域范围内的城乡融合，我觉得核心是县城和延伸区的融合。

所以这样推进整个城乡融合土地配置的改革非常关键。我觉得这里就点三个：一是以都市圈为尺度来进行土地的

功能和空间配置，二是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三是统一的土地市场。乡村这一块，通过调整城乡融合的空间失衡状

态，来实现整个乡村功能的再配置重构，农业的工业化两个份额的同步，改变现在农业的GDP跟农业就业的份额两个

比例不同步的状况，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要素的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和升级，整个中国农业的产业革命最重

要的不是单要素的突破，要实现农业的人口、土地、资本、服务，包括技术等要素的匹配和重组和升级。提高单位土

地的回报率，中国传统是靠提高土地生产率来支撑着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整个农业产业振兴的过程中，现

在还是在土地上要做文章，但是要提高土地的效率，来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而不简单的是土地的生产率来保持它的

升级。土地配置的重构，进行一场整体性的土地配置重构，现在整个乡村的土地配置太为破碎，进到一个村庄以后，

各种功能的土地，闲散的土地，还有被分割的土地，导致整个乡村支离破碎。应该以乡村为单位的土地筹划作为整个

国家乡村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个改革”，农地的改革，建设用地的改革和宅基地的改革，有了前面的这些变化以后，接下来人就会发生改

变，现在是单向的人出去；有了城乡融合的形态，有了产业的革命，人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出村的人一部分就会

回来，还有搞农业的一些企业家就会进来。有一些喜欢乡村生活方式的人就会被吸引来，像李小云，对乡村有想法的

人进来，最后对传统的农业人力资本进行改造和利用。最后整个村落形成一个新的形态，大多数的村庄实现体面，一

部分的村庄实现活态。村落的半径适度集中，我不主张大面的村庄大规模的行政性的集中人口的集聚，但是原有的传

统自然村落过小的半径已经不适应现在整个乡村的形态，应该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整个村落的半径尺度扩大。

乡村村落功能的空间定位，已经不是传统中国乡村村落功能，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比如文化的功能，老百

姓聚集的功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形成一些老人在这里的聚集，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最后实现的是什

么？整个村庄是老人在这里能够有体面老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外面游子在相对集聚的村落，能够真正作为乡愁寄托的

地方，村庄适度的开放以后，成为外来的人进到乡村，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书记/院长、教授，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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