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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找到强劲新引擎

T02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
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
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结构和功能
转变———这一城镇化的浪潮，正在中国
广袤的大地上发生。

城镇化真正成为中国民众耳熟能
详的“热词”，上升为国策，始于2009年。
这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
镇发展质量和水平”来扩大内需，成为
2010年经济工作部署和发展的一项重
要战略。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高层在多个场
合就推进城镇化做出重要指示，城镇化
的热度迅速升温。

当年12月16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
强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把积极稳妥推进
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扩大国
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
镇化”。

3月18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

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则
直言“中国扩大内需，城镇化是最大的潜
力。”

事实上，在更早的党的十六大、十七
大报告中，就已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
化道路”，十七大提出了“核心是促进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思
想。

通常来看，在2009年之后，有关城
镇化发展的论述和实践，被进一步提升
到战略高度进行部署。 在学术界，从
2001年开始，已有一批学者认为用“城
镇化”替代“城市化”的表述，更符合中国
发展的实际。 经济学家党国英认为，“中
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
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未来50年中国
城镇化进程不仅会影响我们自身，而且
对全球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中
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本在于民间蕴藏
着的极大积极性，全世界最大的投资机
会就在中国的城镇化。

往北，湘江北上，金霞新区、青竹湖
小镇横空出世；往东，星沙大气挥洒性
情，书写城市新语文；往南，省府板块直
接株潭；往西，先导区将城市的想象伸
到了遥远的地方；中心区域，南湖片区
滨江城市新坐标正在崛起； 三角洲，两
馆一厅和众多高楼“百舸争流”……

这是你现在看到的已经长大了的
长沙。到2012年，长沙建成区面积将达
300平方公里， 城区人口达300万人。而
在1978年， 建成区面积53平方公里，城
区人口为94.8万人。30余年，长沙城长大
了5倍。

长沙城镇化的进程，正是中国城镇
化历史的缩影。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目前中
国总人口近13.5亿，城镇人口占51.27%，
约为6.91亿。这表示，目前中国城镇人口
已经超过农村人口， 在中国文明史上首
次成为一个城镇人口居多的国家。

从更为纵深的视角观察，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城镇人口仅占总
人口的10.6%；1979年中国刚刚启动改
革开放，这个比例也只有不到19%。这就
意味着， 过去30余年经济迅速发展期
间，中国大致走完了英国花了约200年、
美国花了100年、 日本花了50年走完的
城镇化历程。

中国城镇化的积极稳妥健康发展，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2011年，广东、江
苏、浙江、辽宁等省份的城市化率都已
超过60%。正在引领中部崛起的湖南，城
镇化亦进入加速阶段。湖南省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2011年， 全省城镇化率达到
45.1%。

城镇化， 这一意义巨大的社会变
革，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实实在在
的一部分。当便利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延
展到乡村，当低矮的平房被鳞次栉比的
高楼大厦所取代，当城市文明悄然浸染
到边陲小镇，我们看到，中国的城乡正
在脱胎换骨。

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
增速仍保持在预期范围内。这背后离
不开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当前中国仍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城镇化深入推
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

“城镇化， 对中央政府多年来一
直热切期望的扩大内需、 启动消费，
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侯云春
表示。

有专家测算，一个家庭，由农村
进入乡镇，消费增加一倍，再进入县
城，消费再增加一倍，如果再进入中
心城市，消费还会增加一倍，即一个
中心城市家庭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农
村家庭消费的8倍。

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民工资性收
入进入高增长期。2003年，我国农民
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2011年达到
6900多元。 这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
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城镇化，也将为继续扩大投资、
拉动经济发展提供弓箭和动力。”国
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据测
算， 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
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更意味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
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极
其深刻的变化。

“城镇化，还将为资源节约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树立良好的典范。”中
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就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

城镇化的中国奇迹

城镇化已是国家战略 稳增长的强劲引擎

■记者 刘永涛

延伸阅读

在欧美，城镇化呈现“农村———
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逆城
市化)”模式。而中国的城镇化，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遵循的方向为：农
村———小城镇———城市———特大城
市。当前，我国已形成三种典型的城
镇化模式，即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
心的城市群模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模式以及就地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是世界潮流

三角洲如今高楼林立，城市迅疾发展。 记者 童迪 摄

溯
源
篇

“从基层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
的。”上世纪40年代，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
通在《乡土中国》一
书中开篇即说。若以
一个较为简单的角
度理解，那就是无论
中国哪种阶层人群，
都是从乡村分离而
来的。

这种分离在中
国工业化高度发展
的近十年中，以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速度
进行着，亿万农民离
开 乡 村 涌 入 城
市———截至 2011年
末，中国城镇化率达
到51.27%， 比2002
年提高了12.2%，意
味着超过一半的中
国人生活在城市。

城乡因此巨变。
过去30余年经济迅
速发展期间，中国大
致走完了英国花了
约200年、 美国花了
100年、 日本花了50
年走完的城镇化历
程。而城镇化的持续
推进，又成为中国未
来经济发展的强劲
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