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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基本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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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各阶层的差距日益突出，而其焦点

则在“三农”问题。鉴于“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环节之一，最近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再一次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应该抓住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着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机遇，力争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突

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飞跃。 

    

    1．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还农民公正与公平 

    

    由于农村、农业、农民在整个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解决“三农”问题必然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扶持。

但在目前，首先是要还农民平等公正的获取经济利益和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因为现在我国的制度安排

和经济政策并没有给予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平等的权利。如在劳动权利上的不平等，城市人口享有明显

有利的就业机会；在居住权利上的不平等，农村人口对居住地的选择受到各种限制；在税收和福利上的

不平等，农民工在城市创造了财富，却不能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在财产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农民集体

拥有农村的土地，但却无权支配自己的土地，地方政府要收购农民的土地，价格只由地方政府说了算，

但实际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农民和地方政府本应是平等的交易对象，如果农民的平等权利都得不到

保障，讲帮助和扶持难免显得虚假。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长期推行传统工业化道路中，靠集中农

村、农业和农民身上的积累来加快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这种传统思路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 

    

    2．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村人口的转移 

    

    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其工业化进程无不

伴随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其实质是人口分布结构必须要与经济的分布结构相适应，经济分布

结构的变化也必然要求人口分布结构与之相适应。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

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顺应这个规律，就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就会制约经济健康发展。但我们目

前的制度安排和有关政策，使这些农民工虽已长期在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作，却不能成为城市或这

一地区平等的一份子，不能形成对城市和工作地的归属感。一方面，人为地限制了人口分布结构与经济

分布结构的相适应，不利于经济发展全局；另一方面，每年大量农民工不必要的往返流动，造成社会资

源的严重浪费，乃至形成社会安全的严重隐患；而且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作，创造了

财富、创造GDP，而人口却算在其原来的农村，造成经济社会统计上的严重混乱。 

    

    3．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必须彻底转变观念 

    

    目前，对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似乎已经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农村

劳动力转移”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区，与当年“盲流”的观念异曲同工。因为，作为人口

分布结构与经济分布结构相适应的客观进程，并不只是暂时性的劳动力转移，而应该是长期性的人口分

布变化。目前大量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多年，仍然不是城市人口，完全是由于传统的制度安排。这种

极不公平也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是农民工及其子女不能享受公平平等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



权利的根源。须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靠政府分配、获取“铁饭碗”的机会越来越少，岂不成了如果

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拿不到“铁饭碗”，就永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就永远不能实现。如此，大多数

的城市人口，倒真是要庆幸我们或我们的父辈受惠于计划经济体制。 

    

    4．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转移，在实践中的确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一些不同意

见也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由此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社会保障的承受力问题

等等。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其一，社会的稳定必须建立在社会制度的公平合理之上，如果社会不能公平

对待占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民，甚至出现美国曾经出现的“内部殖民化”的问题，社会的长期稳定从何

而谈；其二，城市社会治安的改善最终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贫富差距的缩小，尽管大量农民工

进城的确给城市社会治安增加了压力，但使之享受平等的待遇也有利于提高其归属感，因而有利于社会

治安；其三，农民工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是否会增加地方财政的社保负担需要认真测算，但结论很可能

是相反。因为，进城的农村人口主要是青壮年。正如一些退休老职工较少的企业不愿参加社保一样，他

们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主要是为社保贡献。更何况，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和税收，理应获得社会保

障。  

    

    5．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基本对策 

    

    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和限制，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转移这一自发的趋势正

在日益扩大，其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甚至不亚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大地的

推广，我们应该顺应和推动这一历史潮流，而不应该限制和阻碍这一潮流。为此，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下决心全面放开户口迁移，建立全国区域、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公民在何地居住和就业就取

得何地的户口，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全面取消在城镇就业问题上对农村人口的限制，不分身份、不分

地域，使人人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三是改革和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涵盖在城市工作的

农民工及其子女，其基本社会保障随其工作和居住地的转移而转移；四是对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及其

子女，其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现状，也允许其自行处置，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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