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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战略反思：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 

贺雪峰 

  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农村小农经营的部分，一

是进城务工的部分。离开其中任何一块，农民的日子都不好过。若大量农民进

城买房或者搬到贫民区去，他们的收入只剩下务工收入，他们生活的贫困就会

增加。 

  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而目前中国

的经济结构决定，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

闭是必然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

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

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我反对通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或者建贫民区来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而

主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城乡互动的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稳健的城

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

进城的积极条件 

  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热情高 

  报载重庆市鼓励农民进城购买商品房，重庆一些县城一半以上商品房被农

民购得，县城房价因此上涨。考虑到很多农民难以一次性支付房款，有人建议

银行应该允许农民按揭贷款购买商品房。重庆市有关部门也因此期待在较短时

间将目前47%的城市化率提升到70%。 

  与重庆市县城房价每平方米只有千元不同，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房价一

般都在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正是农民务工的目的地，数千

元的房价远远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购房能力，农民几乎没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购买

房子。因此，秦晖建议，深圳应该划出一块土地，让农民自搭自建，发展出全

国第一个贫民区，农民因此可以在这里家庭团聚，落地生根。贫民区并非政府

之耻，恰恰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 

  无论是鼓励农民进城购房还是允许建城市贫民区，都是要应对农民工进城

的需要。农民工有强烈的进城需要，国家也可以借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

率提高了，农村人口自然减少，农业规模经营也就有了可能。因此，农民进城

购房并城市化是大大的好事。若农民无力购房，建城市贫民区也是不错的选

择。重庆市的做法和秦晖的建议异曲同工，很有合理性。 

  在城里买了房子，农民一家子就可以到城里生活了。他们再在城市务工经

商，也可以免受离妻别子之痛。农民有了房子，也就不用交房租了。当然，最

高兴的还是房地产商，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增加了。政府也高兴，不仅城市化率

上去了，而且房地产市场繁荣，财政收入有了保证。 

  所有这些，使得一些学者有极高的通过土地制度、按揭贷款制度、户籍制



 

度改革来加快农民进城步伐的鼓动热情，使得政府有很高的推进积极城市化战

略的积极性。 

  但是，站在农民角度和站在中国长期现代化可能遇到困难的角度看，鼓励

农民进城的积极城市化战略却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全家进城 日子更穷 

  从农民角度看，农民无疑是有着进城积极性的。大量农民脱离农业进城务

工经商，只要条件许可，农民更是渴望到城里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这正是当

前已有大量农民不在村里建房而到城市买房的原因。不过，农民在做决策时总

会有些犹豫，就是进城容易生活难。他们即使进城买了房子，他们能在城市住

得下来吗？住下来能生活好吗？ 

  假设农民在城里买了房子，或至少有贫民区可住，从而全家老少都进城享

受城市生活来了，他们的处境将会如何？我们来看看。 

  进城农民的一家老少，其在城里的支出肯定要比在农村大，因为城市生活

比农村昂贵，农村很多东西是免费的，城里的任何东西都得花钱买。 

  再来看收入。进城农民能够买得起的商品房，只可能是内地小城市的房

子，他们不可能买得起沿海大中城市的商品房。这些内地小城市的务工经商机

会不多，且尤其是务工收入较少。相对来讲，沿海大中城市务工机会多，收入

相对高。若进城家庭满足于在小城市务工，他们的收入就会比之前在沿海所得

更少。其结果可能是进城后务工收入更少了。收入少而支出多，他们的生活就

会更加困难。 

  进城后，一家老少可以全家出动赚取收入，可以让老人帮人看门，让小孩

去捡破烂。城里的破烂的确是比农村多。若只有几户农民全家搬进县城，县城

看门、捡破烂的机会就会有。若农民进城买房已经成为潮流，则城里显然就没

有那么多的看门和捡破烂的机会，因此农民进城后想通过全家老少出动增加收

入的机会并不多。 

  相反，在未进城时，农村老人和小孩在家种田还是可以赚些收入。在农

村，老年人是不存在退休一说的，只要还能动，他们总要做些事情。小孩子至

少可以做些喂猪养鸡的家务。当前农村人均耕地很少，农业劳动强度不高，几

个不能外出的老人和妇女同志就可以勉强对付。 

  不要小看了这些老头老太太对付的小农经营，他们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

且往往还可以解决全家的肉禽蛋奶问题，解决全家的粮食供给问题，可以应付

家中一般性的开支。也因此，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所赚回来的打工钱，就成了一

家一年来净赚的收入。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收入各占一半。正

是务农的收入，使农民可以将外出务工收入作为一年的净收入积攒下来，或者

在村里修建楼房，或者到县城购买商品房。 

  一旦全家老少进城了，则务农的那一半收入就没有了。进城务工收入维持

一家老少的城市生活，就越来越捉襟见肘。进城一家老少终于明白，仅仅靠务

工收入不足于支撑一家老少的城市生活。城里生活反而不如农村生活舒适。 

  若农民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又到沿海务工，则农民进城就显得滑稽。因为

他们将一家老少搬到生活费用昂贵的城里，自己却到沿海务工以勉强维持一家

人在城里的糊口生活。一年又一年，一分钱都无法积攒下来。而之前在农村，

外出务工是可以攒钱的，也就是可以攒下一些未来的希望和宏大的志向。 

 



  若一家老少都搬到沿海大中城市，就只能到贫民区去。这时候一家人倒是

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代价也大。不说贫民区本身的环境好坏，仅仅因为失

去了务农收入的那一半，在沿海贫民区生活的一家子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

下降。他们即使可以糊口，却很难有积攒下收入以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进城

只是为了糊口。——其实，农民今日在家务农也是可以糊口的，他们之所以外

出务工，是为了有更多收入积攒下来，以为未来积攒希望。 

  简言之，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收入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农村小农

经营的部分，一是进城务工的部分。离开其中任何一块，农民的日子都不好

过。若大量农民进城买房或者搬到贫民区去，他们收入的两个部分就变成了一

个部分，他们生活的贫困就会增加。这是农民进城的问题之一。 

  可能失去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 

  农民进城的问题之二是，若农民已经全家搬到城市，他们事实上就彻底脱

离了农村，就再也没有可能返回农村了。若如此，事情就会变得麻烦。 

  众所周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高，且中国经济结构主要集中

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利润低，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

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这样，在沿

海和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 

  现在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他们失去城市的就业，他

们也可以回到村庄，过至少可以保障温饱的生活。其实，这正是中国目前能够

在经济外向程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效应对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甚至是中国目前社会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

秘密。 

  而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农民不再能够从农业中获取他们的另一半收

入，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就势必会引起连锁

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

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

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正是因此，我反对通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或者建贫民区来推进积极的城市

化战略，而主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稳健的城

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

进城的积极条件。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保持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一体化

的城乡制度设置，有助于农民更加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利于提高中国现

代化的安全系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

结构、农业发展条件、农民生计和农民意愿等等因素。城市化战略是一项需要

全面考虑各项条件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切忌拍脑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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