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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分治——中国政治改革的基础 

中国从近代开始从一个中世纪国家往现代社会迈进。 经过二百年的各种纷争，沿海、沿江的商

埠城市崛起了，很多传统的，高厚的城墙中的中世纪城市消失了。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中

国的市场经济在沿海，在城市中普及。以工业化为基础，以市场为载体的现代社会的胚子在中国

的城市出现了。 但是，我们的乡村社会，仍旧在村社、小土地耕种、人力劳动为主的基础上。

沿海的情况好些，内地很多农村，仍旧处在传统农业的状态，甚至于有的地方没有脱离原始农

业。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社会被迅速撕扯成“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现代工

业——传统农业”、“市场经济——习俗、指令经济”等等不一而足的二元化状态。 从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出发，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并不统一。 各种二元的冲突随处可见。 城市的优势让

乡村难以与城市平等对话，平等建立交流机制，平等交换产品。所以农民始终被各种“剪刀差”

所束缚。近年来，更是成为城市土地掠夺、劳动力掠夺的受害者。 我们原有的各种体制，源于

近代对城市经济的反动，本质上是反对城市、反对市场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在城市当中

重新兴起。城市的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有更为尊重个人、更民主化，这样才能保证契约、保证私人

权利。 但是，乡村经济对城市所发出的“代议”要求并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更好的“传统秩

序”、更稳定的政治环境。需要一种集体的权利去与城市谈判，不能再继续“剪刀差”，继续

“土地征用”，继续“农民身份歧视”。 在这种二元形态面前，我们的制度却是一元的，一直

采用“市管县”、“城管乡”的模式。为什么如此呢？刚才说了，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之初，是打

倒了旧社会的城市买办经济，建立的非市场经济的工业化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城市是农村的中

心。所以不必要担心二元化的制度需求。 但是，如今时世易矣，倾向城市的制度，在“城市利

益集团”的驱动下，很容易重新变成对农村掠夺的一种制度。执行制度的政府机构，也很难断定

某种政策在有利一方，损害一方的时候如何取舍。 这样，制度不免犹豫不决。 因此，在下一步

的改革中，中国必须面对社会二元化的现实，将城市和乡村分开治理。 城市的制度设计中更多

关注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市民社会兴起、个人权利兴起、契约平等兴起。 乡村的制度设计

中更多关注面对市场经济的强大时，乡村所需要的合作、公平、秩序、教育等等问题。 这样，

或可扭转二元愈演愈烈的形势，避免在两种冲突的需求当中无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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