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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全面发展理论的统筹城乡试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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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渝新农村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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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渝两地同时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是机遇 ,也是挑战。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应是带有全局性、探索性的改革 ,试验方案要从整体和全局着手考虑和设计。经济、政治、文

化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普遍规律 ,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也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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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xper imental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xam ples of Chengdu - Chongq ing newly coun tryside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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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Chengdu and Chongqing to be listed into the national comp rehensive reform ing and

experimenting district of comp rehensiv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reform of comp rehension and exp loration, and the

testing p rogram should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nd overall situation. It is a popular regulation for the mankind to develop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comp rehensively, and so does the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wly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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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渝两地同时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中央提供给成都和重庆加

速区域发展、追赶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好机遇。中共

重庆市委前书记汪洋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 ”上指出 :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核心是改革 ,目标是建立统

筹城乡的制度体系。这就是说 ,试验要求审视不利

于统筹城城乡发展的制度 ,探索和总结那些经过实

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经验并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用

制度加以固定 ,使之成为保证城乡统筹发展的基

础。他还强调 :综合配套带改革是有全局性、探索

性的改革 ,既是对改革内容的基本要求 ,也是实现

改革目标的重要保证 ,单独进行某一方面的改革不

可能完成综合配套改革的任务。这就要求试验方

案要从整体、全局着手考虑和设计。整体是什么 ?

全局是什么 ? 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去进行

思考才能找到答案 ,才能统一全体干部、群众的思

想和认识 ,才能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行动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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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

的普遍规律

(一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与文化有机构成的

统一整体

一个社会形态包括城市和农村 ,其经济发展不

只是一个经济因素问题 ,而是一个包括政治与文化

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的问题。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 ,实际上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紧密

联系的问题。人类社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市

县 ,从城市到农村无一不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

的有机统一整体 ,它们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相

作用的矛盾统一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

治、文化三者关系的基本原理和一贯思想 ,也是“人

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 ”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

言 》中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

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

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

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 ”②。这就揭示了任何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包括

物质生活即经济、政治生活即政治、精神生活即文

化三个方面 ,它们构成统一的整体 ,并且互相依存、

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因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

中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实质就是“经

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 ”,就是“经济、政治和精神发

展 ”③。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应

同时抓、同时发展的角度 ,表述了经济、政治、文化

全面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发展目标

的思想。他指出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

产力的同时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

治制度 ,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

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

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

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这里邓

小平同志已经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作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

体 ”的总目标提了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江泽

民同志于 1991年在党的 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中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指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有机构成的整体 ”;并提

出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协调发展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在党的“十六大 ”报告中 ,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指

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把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目标。”2007年 10月 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实

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增强发展协

调性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扩大社会主义

民主 ,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文

化建设 ,明显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加快发展社会事

业 ,全面改善人民生活 ;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

约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

费模式。

可见 ,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必然要遵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 ,并以此为发展目标、发展方向 ,全面推动

城乡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二 )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的辩证关系

首先 ,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看 ,经济是政治的

基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代表。政治经济学

认为 ,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

上层建筑 ,经济是第一性的 ,政治是第二性的 ,政治

来源于经济 ,经济对政治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包括

国家制度及法律制度、国家政策等 ,总是体现和代

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需要。这些制度、政策

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总是受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所制约。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 ,还表现在政治总

是要与一定的经济相适应 ,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正

如马克思指出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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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手段 ”①。另一方面 ,政治不是消积地适应经

济 ,它还对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政治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 ,它是上层建筑中最强有

力的部分 ,居于特殊地位 ,它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最

直接、最有力的影响。政治特别是政党和国家的活

动 ,是实现和保证经济要求的基本手段。一种经济

要求和经济利益 ,在一定的条件下 ,只有借助于政

治权力的支持保障才能得到实现 ,如农村发展经

济、农民增收、统筹城乡“试验区 ”与新农村建设、农

村全面小康 ,必须要依靠农村基层的政治权力的支

持才能实现。因此 ,没有农村基层的政治权力有力

支持的保证 ,必然难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成渝统筹城乡“试验区 ”成功以及新农村建设和

农村全 ‘面小康。

其次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从本源上看 ,马克

思主义历来认为经济是基础 ,文化是上层建筑 ;传

统的观点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文化又反

作用于经济基础。从发展上看 ,文化是经济进一步

发展的动力、智力源泉和精神后盾 ,即经济是第一

性的 ,文化是第二性的。一般地说 ,经济决定文化 ,

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关系基础

之上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文化的性质 ,经济发

展规模与发展水平决定文化发展规模与水平。但

是 ,文化也不是消积地被决定 ,当一定文化形态形

成以后 ,文化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又成为经济进一步

发展的智力源泉与精神后盾 ,而且“文化已成为我

们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份 ,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

身 , ⋯⋯,也主宰着现代经济与现代技术 ”②,并决定

一个国家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和水平。这

就是经济与文化共生互动的两类社会现象。

最后 ,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政治与文化都是建

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都是被经济基础决

定的。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因此它是

上层建筑中最强有力的部分 ,居特殊地位 ,甚至是

统治地位。因此 ,文化不仅被经济决定 ,也被政治

决定 ,政治的性质决定文化的性质 ,政治的文明水

平、民主程度决定文化的文明和民主水平。文化不

是消积地、被动地由政治决定 ,一定的文化形态形

成以后 ,也会积极反作用于政治。这是因为 ,文化

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它是由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个系统有机构成的

统一整体 ,是人类社会创造性活动成果的长期积累

和积淀。

综上所述 ,经济是政治、文化的基础 ,政治与文

化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并被经济基础所

制约和决定。但政治、文化都不是被动被制约、被

决定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代表并处于上层建筑中核

心地位 ,制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而文化一旦形成

稳定形态 ,也是经济与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精

神、智力支持 ;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

是一个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

二、成、渝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经济、

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策略

(一 )经济发展策略

加速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城乡工业 ,

推动农村工业化 ,以农村工业改造传统农业 ,促进

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

化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推动城乡互动、城乡融合 ,

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

1. 制定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发展规划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

2. 稳步推进“三个集中 ”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方

式 ,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

村经济的实现途径。 ( 1)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县区

工业向园区集中 ;大力发展县区工业 ,促进农村工

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 ( 2)

以农民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 ,推动土地向

规模化经营集中 ,促进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化农业发

展道路。 (3)运用工业化思路 ,面向城镇 ,面向海内

外大力发展规模化都市农业、绿色农业、花卉农业、

创汇农业、效益农业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

实的规模化经营基础。 ( 4 )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

提 ,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 ,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

二、三产业就业和增收。
(二 )民主政治建设策略

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充分发挥农村合

作经济组织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 ,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民主政治保证。

1. 为农民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中发挥主体作用提供组织与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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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民主制度建设 ,推

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3. 继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4. 发挥农村村党支部的积极作用。

(三 )文化与社会建设策略

以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及

其带头人为重点的农村文化教育、卫生设施及社会

事业建设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智力后盾和社

会基础。只要认真实行 ,必然实现“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 ”的新局面。

1. 实施农民文化、技术及管理知识免费培训工

程。 (1)力争 5～10年将成渝青壮年农民 ,特别是

复员转业员的军人都提高到中、初等职业技术教育

的技术与管理知识能力水平 ,新增的青年劳动力提

高到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管理水平 ,并且都掌握 2～3

种实用技术。 ( 2)建立政府扶植、面向市场的多元

化培训机构 ,重点提高农民的应对市场的就业能

力、科技兴农的技术能力、职业转换能力、自主创业

能力 ,大力培养各类适用人才。 ( 3)农村教育实行

农、科、教、管、普教、职教、成教相结合 ,一切农村学

校应实行青少年与农村青壮年同校学习 ,农村初、

高中增加实用性技能培训。 ( 4)进一步提高中央、

省、市、县财政分担的农民培训费用比例。 ( 5)各级

党校要免费培训农村乡镇村与合作社的干部。 (6)

实行一村培养一个大学生制度。

2.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3.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农村各项改革。加

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农村各项改革 ,是缩小城乡

差距、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

内容 ,更是实行“三个集中 ”的重要保证。发展农村

社会事业主要包括 : (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主

要是改水、改厕和农村道路等级化、灰黑化 ; ( 2)建

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低保

面 ,建立农村居民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健全

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3)加强农村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建设 ,增加财政向农村文化、

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 ,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文

化、教育、卫生事业。农村各项改革主要有三项 :一

是积极探素农村股份合作制 ,包括发展农村社区股

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等三大合作组织。按照合作与股份制章程 ,对村

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社区合作股份制度改造 ,将资产

股份量化到人。让农民“持股进城 ,按股分红 ”;使

农民长期持有土地不动产股份 ,长期享受土地开发

收益分配。二是加快就业制度改革 ,用工单位对城

乡居民一样签订劳动合同 ,做到最低工资标准一

致、提供同等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险 ,建立农村受益

的就业信息网络以及失业就业管理制度。三是构

建资源要素流向农村的机制 ,加强城乡资源要素流

动的引导与控制 ;构建城乡资源共享、市场互动、产

业互补的新机制 ,组织落后区县与大中城市内的中

央企业、市级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对接 ,

合作开发项目。加强城乡新型服务对接 ,特别是城

乡金融对接 ,在各区县成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 ,建

立信贷与农村“绿色通道 ”。农村信用社开办农户

和农村联户贷款业务 ,为全国农民建立信用档案 ,

发放农户贷款应达到农业贷款的 50% ,全国农业贷

款年递增 30%。

以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创新策略的整体

实施 ,必将出现 1 + 1 + 1 > 3的整体效果 ,即成渝统

筹城乡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和全面小康

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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