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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理念“五个统筹”，并把“统筹城

乡”放在这个新时期伟大发展战略的首位。 统筹城

乡问题的提出，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密不

可分。 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知道，中国城乡居

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出现了巨大差距，并且这些差

距还将持续存在和扩大。 这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

现城乡差距且不断扩大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工业化

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换句话说，这是经济发展过

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按照中国政府在

新世纪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 到 2020 年将要

使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1] 实现全面小康总体目标，
再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平抑城乡居民之间日益扩

张的收入差距。 [2] 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对正确认识缩

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依靠尤为重要。 [3]不能

先正确认识一件事物， 就不能正确地完成好它；不

能充分正确了解城乡统筹的实质，要实现全面小康

的总体目标也无从谈起。
一、城乡差距存在的原因

城乡统筹作为一个战略被提出，与中国经济工

业化、现代化过程息息相关。 在工业化的成长阶段，
中国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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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使然，中国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就不得不面

对这种现象。
对于这种经济规律， 早在 19 世纪初大卫·李嘉

图在其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中就有过深刻说

明。 他列举了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和产品需求

方式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 一是农业部

门存在着收益递减规律， 而城市工业不仅不存在收

益效率递减规律，反而呈收益递增趋势；二是农产品

收入需求弹性低。 由于工业和农业的不同生产效率，
城乡居民收入形成差距是必然的。 [4]20 世纪中叶，柯

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则明确用三

次产业的概念和理论， 说明了城乡居民存在差距的

必然性。 他指出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

业）的产业地位有相对下降趋势，且产值比例下降速

度要大大超过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 这种产值比例

与就业比例下降的不同步， 造成由城乡劳动生产率

决定的工资水平， 必然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水平

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并最终形成城乡

居民收入的差距。 [5]决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

门转移的原因，霍利斯·钱纳里解释为，劳动力在经

济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 通常

趋势是随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部门就业减少，而

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增加。 劳动力转移受预期收

入、就业、政府支出的分配、生产结构及社会因素的

影响。 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原因，
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致。 [6]在一定经济发展

阶段，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农业则意味着落后

的生产力；也可以认为是两大部门的生产方式不同，
工业是可以重复、连续不断的机械生产，农业则必须

与自然生产交织， 增加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问

题的复杂性； 还可以认为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需求

决定的收入弹性不同，工业产品需求弹性高，而农产

品需求弹性低。 但最本质的是工农收入差距产生并

扩大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二元经济

结构中， 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是不可再生

的基本生产资料，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会

越来越大。 加上传统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不断增加的

劳动力供给的边际生产率会逐渐趋于零。 而现代工

业使用的资本、 技术和设备可以再生， 规模可以扩

大，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
总之， 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快，投

资回报和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解释了不同

产业部门的就业者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本源。
二、中国城乡差距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我国经济

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但同时城乡差距的现实矛盾

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着

巩固政权、发展工业的紧迫任务，需要巨额资本投

入，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其结果只能导致计划

经济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强化政权

的经济能力，实现经济跳跃。 虽然这种做法使得我

国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以人为方式推进工业化进程，
其实质是工业剥削农业”（何帆，1998），形成了二元

经济格局。 据测算，仅仅国家通过工业产业价格“剪

刀差” 政策剥夺农民的权益每年就有 200 亿元左

右。 [7]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结果，国家的经济能力仅

仅能够安排少数人（市民）在城市先进部门就业，仅

仅能够建立少数人（市民）的福利保障体系。 计划经

济体制和“城乡分治”治国方略一旦起步，农村落后

于城市便成为必然，城乡差别不但不会缩小反而逐

步扩大。 [8]而近年来，“城乡分治”问题虽然受到政府

重视， 但由于旧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壁垒的极大惯

性，偏向工业和城市的经济社会政策并没有得到完

全的矫正，国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仍向工业和城市

倾斜。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局面，其主观原

因在于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社会经济资源

人为配置的城市偏好、工业偏好和市民优先，[9]其根

本原因是由于国家长期实施 “城乡分治”（不统筹）
政策。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原来的由于计划经济

造成的城乡差距的现实条件，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

作用力将资本等生产资料和资源推向能获得更高

效益的城市和工业等其他产业，从而使得农村更加

落后和贫困。
我们以国际上最权威的衡量经济水平及其差

距的指标来看看中国城乡差距的具体情况。 国际上

最值得重视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
是根据劳伦茨曲线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经济

学家通常用它来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分配

状况。 中国“基尼系数”情况是：1994 年中国就翻过

了“警戒水 位”，达到 了0.434，1998 到 2001 年 每 年

以 0.01 的速度在递增，达到了 0.459。 由于 2007 年

的宏观走势过热，使得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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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78 1980 1985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城市 57.5 56.9 53.3 54.5 54.2 53.8 53.0 50.3 50.0 50.1 48.8

农村 67.7 61.8 57.8 54.8 58.8 57.6 57.6 58.1 58.9 58.6 56.3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城市 46.6 44.7 42.1 39.4 38.2 37.7 37.1 37.7 36.7 35.8 36.3

农村 55.1 53.4 52.6 49.1 47.7 46.2 45.6 47.2 45.5 43 43.1

国别 年份 基尼系数 国别 年份 基尼系数

中 国 2001 0.45 美 国 2000 0.41

印 度 2000 0.33 巴 西 2001 0.59

日 本 1993 0.25 法 国 1995 0.33

韩 国 1998 0.32 德 国 2000 0.28

菲律宾 2000 0.46 意大利 2000 0.36

泰 国 2000 0.43 俄罗斯 2002 0.31

南 非 2000 0.58 英 国 1999 0.36

墨西哥 2000 0.55 澳大利亚 1994 0.35

攀升至 0.48（顾严通，2007）。
表 1 世界各国基尼系数比较

数据来源：2005 年国际统计年鉴

而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来说，基尼系

数则比较低。 位于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等国的基

尼指数都控制在 0.2 左右， 绝大多数的欧洲发达国

家和日本也都控制在 0.3 左右， 在发达国家中财富

分配最为不均的美国大约为 0.4。 比较而言，发展中

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普遍比较高(见表 1)。中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情况也不例外。
另一个反映城乡差距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 恩

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

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

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

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

影响程度。 从表 2 可以看到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的差距,城乡居民生活状态存在显著差距。

总之，基尼系数也好，城乡居民收入也好，恩格

尔系数也好，都比较现实地说明了中国城乡差距在

扩大。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种城

乡差异，消除二元经济格局。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第

一步，就是要认清城乡统筹这个问题的实质，避免

认识上的误区。
三、对中国城乡统筹的几点认识

1．城乡统筹不能等同于城市化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人均 GDP 超过

1 000 美元时， 城市化进程将进入成长期； 当人均

GDP 超过 3 000 美元时， 城市化进程将进入高速成

长期。 2003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000 美元，
相当数量的大城市人均 GDP 已经达到或超过 3 000
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 在探

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过程中，北京国际

城市发展研究院通过分析研究提出，城市化和经济

增长之间的规律性突出体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城市化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线性相关关系上。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正在试图通

过城市化来应对城乡差距问题。
从图 1 可以看到，2000 年中国城市化率一下增

长到 36.22%，比上一年增加了 5.33%之多。 而参看

发达国家， 有资料表明 1998 年美国的城市化率是

77%，日本是 79%，德国是 78%。 因此，这种规模的

城市化好像并没什么，相比之下还是不值一提。
但单纯的城市化是否就是城乡统筹呢?再看看

另外一些数据：1950 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2 万

人口以上的 市镇居民属 于城市人口 ) 占总人口的

41.6%，1980 年达到 65.6%，已接近欧洲的城市化水

平。[10]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2002》各

国的数据显示，2000 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阿根 廷为 89.6%，巴西为 79.9%，墨西哥为 75.4%，
最高的乌拉圭为 92.6%。 随着这些拉美国家城市化

进程，与之相伴而生的却是贫民窟。 这实际上就是

把农业人口城市化的片面行为所产生的恶果。 这种

“以人口为中心” 的城市化导致的只是城市规模的

表 2 中国历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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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扩大和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导致城市

病大量出现。 城市里人满为患，人均绿化面积锐减，
而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城市发展不得不挤占大量的

耕地从而造成耕地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
虽然城市化的确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而且

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有其

自身的规律的，任何违背这种规律的行为不管出发

点怎么样都是有害的。 城市化并不是解决城乡统筹

问题的万能药，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障

碍。 因此，要进行适宜的城市化，使城市化成为使农

民成为小康城镇居民的工具，而不是造就“贫民窟”
的祸首。

2．城乡统筹不是要消灭农村

农业、农村在一个经济体内是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其基础地位是任何产业不可替代的。 不管经

济发展中它在经济比重中的量下降还是贡献率降

低，这些都不可能改变它的基础性地位。 [11]

虽然近年来农业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

低（如图 2），但是农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是

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保证，粮食安全上对于国家

安全是最根本的。 其实，城乡统筹要用农村自身的

发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有能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

济起支持和基础作用的农业和农村是一个国家，尤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 1 1949—2006 年中国城市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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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浙江等，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数远远高于中西部

贫困的省市。 而贵州、甘肃、青海等地区，其贫困和

落后的不仅仅是农村，城市和整体的经济也远远落

后于那些发达地区。 由此可见，具有强大实力的城

市，也会有发展更好的农村。 这种城市作用不仅仅

在于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本身还可以转移其

自身的产业和成果， 就近解决和发展其周边县市，

提高整体的竞争力， 达到农村和城市的一体化，城

乡统筹也会更好地得以实现。
5．关于城乡统筹中教育的对象问题

在中国农村，目前年龄在 35 岁以上的人口占了

总人口的 52.18%（如图 4），而实际比例还要大些，这

些人中文盲或半文盲比例比较高。 目前中国不少城

乡统筹的文章或评论动辄说要给农民职业培训，提

高教育程度，但仔细想想，这种提出的所谓的教育

其是发展中大国不可缺少的要素。
3.不能仅仅依靠工业反哺农业及农村

现在一谈到城乡统筹，很多人认为就是招商引

资，在农村建乡镇企业。 但是实际上发展农村不只

是那种传统的依靠地方引资建设工业和所谓的农

业机械化、科技化。 单单依靠工业、机械化农业器

具、发展制造型乡镇企业，只着眼于建设乡镇企业

和搞农业重工业形式的农业并不是农业的唯一出

路。 其实很多地方的自然或社会条件以及其本身的

战略地位的特性就决定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不能

依据传统理论来运作。 例如像种子银行这种结合金

融实务与信货的策略，创造性地解决农民问题的方

式很值得开发。 东北地区利用期货市场对农产品套

期保值，减少了农民的风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培

养了农民的市场意识，这种策略所起到的效果是非

凡的。 具有市场意识和能力的农民就不是一般的传

统农民了，而真正成了“新农民”。 又如对于农村来

说，资金外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正规金融机构对

于借贷等金融服务有很多规定和要求，对于那些想

借贷到一两千元来买化肥、种子等的小农经济个体

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对于正规金融部门来说

对于经营小农经济也缺乏成本优势。 因而，农民的

储蓄最后却只能借贷到工业或其他部门去。 [12]农业

便陷入本来缺钱、接着更缺钱的恶性循环之中。 因

而农村高利贷盛行， 严重地危害到农村的健康发

展。 所以，要发展和监督规范农村合作金融等非正

规金融形式，引导合理，杜绝其危害。 民间合资、合

作也应该借鉴、提倡并且得到监督，像温州的民间

资本就是农村合作金融形式的很好参考。
4．城乡统筹不只是农村的事，城市将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城市也有很多贫困人口，解决不好城市自身的

发展问题则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的转移

造成阻碍。 城市的实力与活力直接影响与之相邻的

农村地区的发展，因为经济扩散效应和外部效应会

直接对与之相邻的农村地区造成影响。 梯度转移理

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的重要。 经济发展

得好的城市，与之相邻的农村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

受惠于它；经济发展的不好的城市，与之相邻的农

村经济也大多落后。 看看中国各个地区城乡居民消

费就知道这个不争的事实（如图 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 3 2006 年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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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农村人口的年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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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能有多少用途，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些年龄

偏大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接受到培训和教育的

成本有多大？ 效果会怎么样？ 所以，要实现统筹，对

于这些大量的年龄偏大的人群应该制定更加适合

他们的扶持和保障政策。 不但要使其具有在城市谋

生的技能，还要使其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而这种

培训和教育必须与被培训者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

景以及社会需要相适应，否则就是浪费和一厢情愿

而已，效果不言而喻。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总结出一些结论：（1）统筹

中国城乡发展，缩小居民的贫富差距要遵循经济发

展的规律。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性的普遍

事实，这个现象将伴随着工业化的全过程。 因此要

意识到这种差距还将长期存在。 实现经济的又好又

快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同时，统筹城乡发

展还要适应时代的背景和具体国情。 （2）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市场资源的配置在漫长的经济

运行过程中自动予以克服；但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

行为， 既可能使这种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
又可能使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特别长。 因此，市场机

制的缺陷决定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政府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张的

时间。 （3）要深刻认识城乡统筹的真正内涵，把握其

实质，认识到问题。 应注意到城乡统筹不能等同于

城市化和农村的重要性、 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重要

性、城市的重要性以及人口年龄等因素在统筹中的

作用。 只有在不断地认识和实践中，中国的城乡统

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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