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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城市化战略，就是城市化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国的专家学者曾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

的城市化模式。这就是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市模式。目前，在实践中，三种模式有并

行的趋势。   

  第一，小城镇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有其独特性，中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人数高达2亿多人，靠大城市解决不了这样多的人口失业压力。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发展小城镇，

使广大农民由农村迁移到附近的集镇，小城镇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还认为，小

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它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将城市中的高科技、文化、经济联系推向

农村，协调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80年代中期以来，小城镇在我国，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

区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国有小城镇5万多个，吸纳人口一亿以上。当然，小城镇模式显然有

其局限性，它更多地是适合于江南地区，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小城镇模式显然是

不适用的。近来，人们也常常批评，小城镇的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低下、能源耗费指标高，吸

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另外，小城镇城市化程度较低，它实际上可能是城市化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过渡。另外，也有批评认为，小城镇的战略使得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速度变得更为迟缓。   

  第二，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小城市都不是解决中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小城市或小城镇投资效益低下，土地浪费严重。目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或

小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换言

之，出现了城市建设中的“农村病”。因此，与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资于5万多个小城镇或小城

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100万，它既可发

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第三，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过去，人们多持批评态度，认

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等。然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大

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商业、服

务业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巨大，聚集效应造成了经济的高度繁荣。经济繁荣和人口密集也创造了无数

的就业机会。在超大城市的发展中，周边卫星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卫星城与中心城市相呼

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密集型的居住模式与分

散型的居住模式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控制环境污染。超大城市

的优越性在亚洲的模式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亚洲国家人口密度大、资源有限，因此，超大城市的发

展更为突出，象日本、韩国、泰国等都是超大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新加坡、香港等更是超大城

市的聚集区。我国也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集中

联片超大城市区域。一般说来，由于水源的短缺，我国北方不适于建设集中连片的超大城市区域。 

 

  笔者以为，以上三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我国地域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城市化绝不

可能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模式。哪一种模式适合该地区的情况，就应采用哪一种模式。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还有第四种模式，笔者称之为“乡村生活的城市化”。这里就遇到了什么

叫做“城市化”的问题。传统上，城市化指的是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该区域内非农产业占据主导

地位。然而，当代社会中传播、通讯、交通的高度发达，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聚

集”可以是跨区域的；在产业结构上，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几乎统治了各个产业领域，在生物技术

指导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批生活稳定的中产阶层已从市中

心迁到了城市郊区居住，他们在郊区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区别。因此，在当代

社会，城市化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



式也可能在农村得到普及。从我国的现实看，当我们向城市农民工询问他们将来的去处时，大多数

农民工表示，他们挣够了钱最终还是要回家乡去，在家乡办工厂、做买卖，要象城里人一样安排生

活。因此，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乡村虽然仍保留，

但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闲暇

生活等，这些都与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而且，由于农村中的自然环境优于城市，而使

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更具吸引力。   

  在大中小三种模式的选择上，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

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

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作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

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流

入城市的农民工，基本上还是与该城市的人口成正比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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