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连线

“新型城镇化，难点还在
于流动人口享受市民化的待
遇， 其中享受住房方面的市
民待遇更是难上加难。 很多
农民进了城，留不下来，因为
没有住房。”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黔东南州州长廖飞
说。

廖飞说，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逐步实现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
人们自由迁徙、 安居乐业创
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但目前，
国家对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
住房还是两条线， 例如在贵
州， 城镇主要通过公租房和
廉租房解决， 而农村主要采
取农村危房改造和扶贫生态
移民工程。“这两大政策体系
实施的部门、 工作对象和资
金渠道都不尽相同。 就像两
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如何破解农民在住房方
面享受市民化待遇的难题？
廖飞认为， 统筹保障城乡住
房是个良方。一方面，要消除
农民获得城镇廉租房的障
碍， 使贫困农民不花一分钱
就能享受城镇保障。 另一方
面， 政府要帮助这些农民协
调生活问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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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在电子电路中， 孤岛效
应是指电路的某个区域有
电流通路而实际没有电流
流过的现象。一个个处在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节点中上
下两难的县城，成了中国现
代化道路上的一个个“孤
岛”：资金、劳动力源源不断
地从县城被抽取到发达地
区， 然而中国大地上正在发
生的现代化进程却似乎与
此无关， 高速行进的现代化
“快车”从此一掠而过，没有
留下任何痕迹。

破解“孤岛效应”

这些孤岛的存在， 消解
了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努力。
不但肢解了中国的城乡，造
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畸形，
还使得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了
巨大的心理隔阂。 许多农民
工进城， 却无法被容纳、吸
收，而多年的城市生活，又使
得他们无法回到乡村中去，
从而成为城市中的“游民”。
城镇化，恰恰成为破解“孤岛
效应”、缩短城乡心理距离的
绝佳解决之道。

从国外经验来看， 随着
现代化的进程，人口、资金越
来越密集地被吸入大城市，
大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黑
洞， 吞噬着周边地区的一切
资源，城市膨胀得越来越大，
人们居住在城市中的生活成
本越来越高，污染、治安、交
通堵塞等社会问题越来越
严重。

比如我省的大汉模式和
伟大模式（见A07版），都是

通过开发建设小城镇， 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 提高当地居
民收入，激活内需，将人和钱
都留在当地。 从而一方面解
决县城自身积累不足， 无法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题，一
方面启动了内需， 为中国经
济再次踏上高速发展轨道寻
找到新的“火车头”。同时，在
提升了县城生活品质和经济
地位之后，能够避免以往发展
中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城
市急剧膨胀带来的贫民窟现
象与农村空洞化现象。

在破解“孤岛效应”的过
程中， 城镇化不但缩短了城
乡地域距离， 也有效地缩短
了城乡心理距离。“推进城镇
化， 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国
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近日考
察调研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
院时表示。

缩短城乡居民心理距离

不论大汉模式还是伟大
模式， 都为农民工的返乡提
供了基础。 一方面为县乡打
造了包括居住、 商业在内的
完整城市环境；另一方面，也
通过城市环境的打造， 为返
乡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获得与城市相同的就业机
会、居住条件后，城乡居民的
心理距离也逐步缩短。

同时农民工的返乡和定
居， 也使得城镇化的进程成
为农民工市民化、本地化、家
庭化的过程， 从而使得城镇
化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
更是“人口城镇化”。

■记者 李庆钢

“土地城镇化”更是“人口城镇化”
它是未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进程中更应缩短城乡心理距离

城乡二元结构需破解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 城乡
之间的差距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如
天壤之别。但随着住房制度改革，
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
业的兴起，农村人口、优质资源向
城市汇聚， 城乡差距也因此不断
拉大。

中国城乡建设十大领军人
物、 伟大集团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邓天骥在这方面说得
非常形象，“中国城市像欧洲，农
村像非洲， 这一城乡差距二元矛
盾呼唤城镇化来破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院副总理李克强更是高瞻远瞩地
指出， 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
出， 最大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
差距， 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实现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积
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就是直
面两大差距，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

城镇化是世界潮流和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说， 城镇化最
早始于18世纪的英国。从1760年
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851年，英国
用了9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
个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国家。
此后， 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在1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城镇
化过程， 实现了城乡人口的根本
性转变。同时，还带动了特大城市
迅速发展。

如今， 我国城镇化水平刚刚
超过50%， 城镇常住人口超过7
亿， 农村人口已经是6.6亿左右，
虽然中国已经是城镇化的国家，
但是质量并不高， 相比西方欧美
国家，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在发
展中阶段。目前，我们的城镇化水
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
水平， 也没有形成可与西方欧美
国家相媲美的大型城市带。

但是， 就世界各国的城镇化
规模而言， 大城市化是城镇化的
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就
是要一味的追求规模， 一味的追
求速度。 而拉美城镇化陷阱就是
一种过度城镇化的畸形现象。

纵观各国城镇化模式， 主要
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超大城
市（日本）和中心城市辐射型（韩
国）为主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另
一种是以中小城镇主导型（德国）
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 在政
策层面上， 我国一直鼓励的是后
一种城镇化模式。这种政策取向，
无疑是看到了世界上城镇化进程
中的种种弊病所做出的抉择。

未来十年经济新引擎

多年来，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
进程中， 作为推动力的三驾马
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消费
一直是一个明显的软肋。 引导居
民的消费理念，扩大内需、启动消
费， 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
工作。但事实上，多年来，撬动消
费的工作， 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展开， 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县
级以下行政区划的居民消费，一
直非常疲软。

“城镇化，将对我国县域经济
的增长模式， 做出全新探索。”国
家统计局经济景气中心副主任潘
建成表示。他认为，通过城镇化释
放出来的县域消费能力， 将成为
强劲的经济动力。

有分析师认为， 城镇化足以
替代出口， 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
擎。据他测算，一个城市居民消费
相当于三个农民消费，城镇化率每
提高1个百分点， 将带动消费增加
1012亿元，消费多增0.8个百分点。

此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投
资依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与工
业化进程相比，城镇化相对滞后，
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带
来了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
需求，刺激投资。发改委经济所专
家相伟测算，到2020年，中国城
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 在社会
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上的支出共
计将超过30万亿。

“国家为城镇化投入的基本
设施建设资金人均达40万元，如
以每年1%的城镇化速度计算，每
年进城农民达1300万， 可拉动
52000亿元内需， 约为国内生产
总值39万亿的13%”，有专家如此
表示。

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最大
的经济增长动力。作为能在消费
与投资两方面都将为中国经济
创造出巨大需求的城镇化，无疑
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继续
高速奔驰的新引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李克强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指出：城镇化是支持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增长动力。同
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城镇化同样是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器。

■记者 李庆钢 潘海涛 侯小娟

流动人口享市民化
待遇是新型城镇化
难点

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作为能在消费与投资两方面都将为中国经济创造出巨大需求的城
镇化，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继续高速奔驰的新引擎。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