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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误区之一：把城乡融合发展片面理解为

增加农业农村投入，将乡村振兴等同于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把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国家现代化，农业农村必须现代化，必须通过加

快农业农村发展补足乡村发展短板。但需要全面认

识的是，城市与非农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农业农

村占GDP比重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

普遍趋势。依靠第一产业已经低于10%且仍持续下

降的经济比重支撑总人口占比超过40%的农村人口

实现现代化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乡村难以承担超过

其承载能力的责任和功能。虽然各界一直强调农业

农村优先投入、优先发展，但却不能因此忽视乡村创

造财富能力有限、人口承载力有限、无法承载比例如

此之高的农村人口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事实，不能忽

视农业人口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的收入增长效果，

更不能用乡村振兴对抗城镇化。人地矛盾仍然是乡

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农

业农村发展对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同等重要，乡村

振兴不能仅在农业农村一个维度推进，不仅不能弱

化、相反应进一步强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研究

和制度安排，以“城乡融合”破除“城乡分割”，在强调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同时，同等强调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在城镇化大框架内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同时推动乡村冗余要素

向城市转移、城市优质要素向乡村转移，通过城乡生

产要素双向流动逐步实现城乡产出、人口、要素总量

和结构均衡。

二、认识误区之二：城镇化占用大量土地而我国

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不足，故城镇化率不能太高，把

耕地保护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全球和中国城镇化实践清楚显示，与农村农业

相比城市是更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

城市单位面积土地创造的产值与容纳的人口远高于

农村。从人均占地看，按照城市规划与实际发展状

况，城市人口密度一般为每平方公里一万人，即人均

100平方米可以满足一个城市人口就业、居住、消费

等所有日常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空间。我国大城

市人口密度多高于每平方公里一万人，中西部一些

县级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为每平方公里8，000人

左右，人均占地达到125平方米。而与城市相比农

村人均用地要多得多，从人多地少、城镇化会占用大

量土地得出我国城镇化率不能太高的结论是站不住

脚的，将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对立起来是经不起推敲

的。相反，恰恰是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均占地越少，越

是人多地少越需要推进城镇化。造成这种片面认识

的原因是只看到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不断减少

的表象，忽略了城市集约节约土地的实质。我国城

镇化过程中耕地不断减少的根本原因不是城镇化，

而是城镇化不彻底形成了以3亿农民工为主体的城

市两栖人口，造成城镇化高速推进、城市常住人口不

断增加、城市占地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村居民点没有

随着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反而也在增加。

所以，需要通过更全面地推进城镇化、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来解决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而不是将

两者对立起来。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全球经济爆发式

增长的过程，就是人口从人均劳动生产率低、收入

低、就业不充分的农村流向人均劳动生产率高、收入

高、就业相对充分的城市的过程，直至实现城乡产

业、就业、人口的相对均衡。所以不能因噎废食，人

口密度大、人口总量多的巨型国家特征恰恰为中国

城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可以比人口

密度小、人口总量小的国家建设更多高水平的大都

乡村振兴须走出城乡关系认识误区
◇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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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城市群，获得更多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更好提

升产业层级、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更广泛地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认识误区之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

是农民的最后立足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

革与农民进城不利于农民利益保护，把保护农民利

益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土地和农村是农民最

后的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失业了，回家有地

种，而且农村生活成本低，仍然可以生活下去。这种

说法经不起事实推敲。以河南省为例，作为全国农

业大省、全省人均一亩耕地，实际经营状况是不考虑

劳动力投入、仅扣除一年两季种植小麦、玉米的种

子、化肥、农药、耕种操作等需要支付资金的各种投

入后每亩净收益为800～1，000元/年，意味着靠1亩

承包地这个“命根子”，一位农民年收入最多1，000

元（远远低于2018年年人均3，500多元的贫困标准、

低于各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每个月

只有83.3元、平均每天只有2.8元，即使农村物价低，

这样的收入水平也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甚至吃饱饭

都是问题，所以靠人均1亩土地和农村的低生活成

本为农民提供最后的保障、把农村作为农民的最后

立足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样的底线不具任何实

际意义。如果真的出现大量农民工失业回到农村仅

靠种地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对中国来说无疑将是一

场巨大的灾难，是全国人民不可承受之重、是中国现

代化不可承受之重。如果要把人均1亩承包地作为

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那就等于认为农村居民的社

会保障水平将长期处于极低甚至不具实际意义的状

态，显然这与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目

标背道而驰。在现代化快速推进、外出务工已经成

为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工市民

化需求越来越强烈的新时代，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会造成农民流离失所，

相反，应彻底破除“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是农

民最后立足地”这一观念对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障碍，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

下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及其他各类资源资产的产权

归属与权利界限，疏通农村土地及其他各类资源资

产的流转和市场交易渠道，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

换关系，激发提高农村土地及其他各类资源要素的

活力、效率、效益，拓宽与提高农户获得财产性收入

的渠道与能力，提高农业农村对资金、技术、人才、优

质劳动力的吸引力，使城乡融合发展、要素双向流动

落到实处。

四、认识误区之四：城镇化会破坏传统文化与生

态环境，将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乡愁”等与城镇化

对立起来

近年来，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规划千城一

面、建设贪大求洋、过度开发等导致传统文脉、自然

景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较为普遍，并出现了

污染、脏乱、拥堵、嘈杂等城市病，但这些现象并不仅

出现在城市，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与过去相比，农

村民居与村落的特色也在弱化、千村一面问题同样

突出，垃圾、污水等导致的脏乱差问题同样突出，滥

用化肥农药致使土壤质量下降、农产品质量品质下

降等问题同样突出。这些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社会飞速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既出现在城市

也出现在农村，不能片面地归结为城镇化造成的。

城乡人居环境出现相关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乡

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太快，而政府、民众的思想观念、

认知水平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没有跟上造

成的。在工业消费品匮乏、传统农业及手工业产品

为消费主体的年代，人们生活简单朴素，产生的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数量少且各种不能自然降解的有毒

有害残留物质含量极低，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可以

就近就地排放通过自然生态循环自净，不会产生明

显的环境问题。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20年来工业

化快速推进使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工业化程度

迅速提高，消费品日趋丰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

数量均呈几何级数增加，其中塑料垃圾袋与各种包

装材料形成的生活垃圾已不能就近就地通过自然生

态循环自净，食品衣物洗涤、居民洗浴等形成的生活

污水中的化学物质比例和种类大大提高也已经不能

通过自然生态循环自净，垃圾污水等有害物质的数

量及处理难度均大大增加。生活方式的工业化既给

城乡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对改变传统的自然

生态循环为主的垃圾污水处理方式，投入资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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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管理体系对其进行集中收集、集中处理产生了

客观要求，这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即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就要承担现代化的后果，

就必须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垃圾污水等进行处理整

治，否则就要承担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的代

价。与乡村相比，城市人口密度大需处理的垃圾污

水数量更多、难度更大，如果不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

财力对垃圾污水等进行处理整治，在生态环境和人

居环境恶化方面会受到更大的惩罚。但是，由于思

想观念、认知水平落后，尤其是发展初期公众与政府

均缺乏垃圾污水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的理念，再加上

各级地方政府财力确实不足，农村没有对生活方式

的工业化带来的垃圾污水采取相应的措施，城市虽

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农村与

城市均出现了污染、脏乱差等现象。所以，城乡生态

环境与人居环境出现的问题是对进入工业社会后居

民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垃圾污水处理等环境问题预

判不足、应对不足、投入不足造成的。不过城市相关

问题出现的相对较早，经过增加投入、强化管理情况

已经逐渐好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经从口号落

实到行动，并产生了一批批实质性成果;乡村相关问

题比城市出现的稍晚，近年来通过增加投入、大力整

治也出现了明显好转，但由于居住分散、人口密度

低、治理成本高、治理难度大，进展稍慢于城市。所

以，城乡同时出现的环境问题既不能作为反对现代

化的理由，也不能作为反对城镇化的理由，而是要通

过转变观念、增加投入、完善治理来解决。

至于城市“千城一面”、农村“千村一面”也是由

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速度超乎寻常，对历经数

千年传统农业、乡村文明形成的传统村落结构和民

居形态如何适应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

在人口高密度集聚、业态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中如何

演化等问题，既缺乏经验，又没有也来不及认真研究

思考，于是被动接受、照搬照抄甚至主动模仿发达国

家现成模式造成的。村落民居等传统文化需要继

承，但不能为了继承传统文化而拒绝现代化，相反应

该研究和思考村落民居等传统文化如何以现代化的

形式表现出来，使之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

满足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各种需求。在城乡现代

化建设实践中，应对传统民居形态如何以现代形式

体现在当代乡村聚落和民居形态中、如何以现代形

式体现在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中进行反思与研究，

探索出切实可行的表现形式，同样不能将之作为反

对现代化、反对城镇化的理由。

所谓乡愁，其实质是人们对美丽田园风光、良好

人居环境、简单人际关系、简朴生活方式的向往，对

简单、轻松、欢快、美丽田园生活的向往，而不是对

“缺乏活力”、“无法使用”乡村遗迹的向往，更不是对

贫穷、落后、困顿、不便的回味。目前部分地区城市

发展中确实出现公共机构及产业功能区人口密度

低、环境秀丽，而居民居住区高度集聚、建筑越来越

高、密度越来越大的趋势，对于居住在密集“高层塔

楼森林”的老百姓来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确实成为一种奢望。但是，目前不但城市看不

见乡愁，不少农村也同样承载不了真正的乡愁。随

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演进，乡村青壮年人口外

出、经济活力下降、人居环境恶化，呈现衰败乃至凋

零迹象，在乡村感受到的是贫穷、落后、困顿、不便，

而不是简单、轻松、欢快、美丽的乡愁。所以，留住

“乡愁”需要的是新的城乡建设方式，立足现代农业

生产方式、秉承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新思路

新理念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才能真正留住“乡愁”;

换一种城市规划建设思路，通过科学的、人本的城市

规划建设与管理，同样可以产生能够承载“乡愁”的

美丽城市。“乡愁”与现代化、城镇化也不是对立的，

相反，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与科学合理的美丽乡村建

设一样，均可以承载乡愁，“乡愁”也不应成为反对现

代化、反对城镇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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