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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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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统筹城乡发展，并不是从外表上、形式上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民

变为市民。而应该从收入上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注重农民待遇与市民

待遇的对等化。政府更应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推动城乡经济

社会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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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必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

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格局。这是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实情出

发，提出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发展道路。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

发展，既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条件，又为进一步改造城镇化提升城市发

展空间铺路搭桥。农村、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工业化的带动，城市工业化的发

展离不开农业、农民的支撑和提携。中国农村的发展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

论农村，必须在体制和战略上转变城乡分割、工农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实行城

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不必过分刻意强调从身份上把农民变

成市民，应该从收入上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据统计，2008 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065 元，农村农民

人均现金收入为 2528 元，两者相差 3 倍多。如果不从收入上缩小二者的距离，

即使从身份上把农民变为市民，农民实质生活和经济状况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

化。要提高农民收入，仅靠农业，农民走不出维持温饱的圈子。有的地方的农民

搞特色果业、蔬菜是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农业本身是弱质产业，受气侯及价格

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其收入是很不稳定的。要真正实现农民的小康，必须从统

筹城乡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农村和城市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村

劳动力丰富、土地资源和多种多样农产品的优势与城市企业对口结合，搞农村工

业化，提升农业产业化链条。比如无锡市，探索走“一村一品，一村一企”特色

发展之路，全市排出 700 多个企业与 700 多个村一对一互动发展，村企互动，以

企带村，以企促村，村企互赢，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村企互动是以工促农，以城

带乡的科学探索.从基层实践看，村企互动一方面可以把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首要任务落到实处，通过企业将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

方式、物质装备、生产技术等要素导入农业领域，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加快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另一方面可以为工业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发展新

型乡镇工业；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村企结队，实现工农要素高密度的相互渗透，

把工业理念传递给农民。在工农互动中培养新型农民，从实质内容上把农民变为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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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必过分的强调农民的居住条件、环境一定等同于城市

居民,注重农村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有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做的是拆了旧房盖新房，举债搞村庄建设，在居住环

境与条件上一律向城里看齐，照搬照抄城镇小区建设模式，一幢幢崭新的小洋楼建起来了，

农民文化广场建起来了，内部装修和城市家庭一样，地板、马桶一应俱全，这些华而不实的

“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只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强大的经济作

后盾，整洁、文明、华丽的外包装也不可能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对等化。统筹城乡发展，并不

是从外表上、形式上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变为市民。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前提和基础，其有效供给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针对农村经济建设、基础设施落后

的情况，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加大城乡资源整合和对接力度，充分发挥城乡双方的优势，借

用城市资金和经营理念，努力实现多元化投资机制，辅之于市场化的手段，实现政府、民营

组织、个人等多元合作的供给网络，广泛吸引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农村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

领域，逐步拓宽筹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在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首先加强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水、电、路、通讯等设施的改造，为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的对接上提供必

需的条件。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生活、人居环境，不可搞竭泽而渔、卸磨杀驴之事。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应注重农民待遇与市民待遇的对等化  
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城镇企业进入农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工农业交融发展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典型代表，也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

不断发展，大约 1.2 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但是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安全、养

老等方面的待遇与城市市民却有着天壤差别，享受不到同城同待遇，全国一盘棋的社保动态

管理体系无法建立。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城乡两套不同的制度，城乡不同公民身份制

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等，这些不统一且不公平、

不公正的制度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差异，是造成城乡对立，关系失调、运行脱

节的根本原因，也是抑制城乡乃至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度障碍。如果继续对城市

与农村的政策、制度、和体制不平等，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就会动摇，农民的国民

待遇得不到保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当前，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

题既涉及地区协调，又涉及城乡对接，既要考虑城市的承受能力，又要照顾到不同类农民工

的基本需求，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应加强政策规划，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

义务教育、农民工基本医疗及公共就业服务等问题。  
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政府应在政策上下大力气，进一步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  
应该承认，这些年来，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如

农业税的取消，各种农副产品补贴的发放，以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目前，农村经济发展仍比较缓慢，乡镇企业发展仍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城市企业不愿进驻

农村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政府仍应继续在政策上给农村、农业较大的倾斜力度。这种倾斜是

城乡走向平等，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说过去我们是因牺

牲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来推动城市和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在今天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到

一定水平，而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已经成为制约工业和城市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

应全盘考虑，从政策上更多地给农村、农业和农民一个补偿，宏观经济政策有所侧重，这显

然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性选择。首先，国家在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发改委有

关人士介绍：2008 年，中央“三农”投入约 5900 亿元。年初，中央安排“三农”投入 5626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307 亿元。在春耕生产关键时期，国务院又及时出台了 10 项扶持农业和粮食生

产的政策措施，增加农业投入 252.5 亿元。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补

贴”资金达到 1029 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其次，国家应从体制方面作深层次的改革。在一

些涉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深层次改革，如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统一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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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以及形成促进农村土地依法流转的机制等方面，应尽快出台政策措施。最后，利用

外资政策要向农村倾斜，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引资的数量和规模，不能光在城市做文章，招

商引资政策也应适当向农村倾斜，对农村而言，高科技农业、绿色农产品、现代化农副产品

加工企业建设都迫切需要在扩大开放中引进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