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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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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不仅探
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目标任务、实践基础、短板约束与推进路径，还针对县域城乡融合发
展及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及其他
重要内容展开了拓展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并从以
下方面提升研究质量：一是加强实地调研研究，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专业数据库；二是积极开
展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型研究，探索从“物的融合”到“人的融合”的转换路径；三是深化城乡融合发展
细分领域的研究，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模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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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部分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

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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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又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刘明辉等，２０２３）［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之一（高波等，２０２２）［２］。

自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城乡关系会经历四大发展阶段，即城乡混沌合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
和城乡融合（蒋永穆等，２０１５）［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城乡关系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特征。陈雪娟和胡怀国（２０２１）认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调整可以划分为对消除城
乡对抗的道路探索（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快速工业化和“城乡兼顾”（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城乡互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城乡融合”（２０１２年以后）４个阶段［４］；文丰安（２０２３）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
城乡关系经历了“对立—兼顾—分治—统筹—融合”五种形态，可划分为城乡对立（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由
城乡兼顾向城乡分治转变（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城乡互动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与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党的十八大以后）４个阶段［５］；黄胤辚和姜洋（２０２３）也将中国共产党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
实践分为４个阶段，即以农村为依托的救国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兴国阶段（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城乡统筹发展的富国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国阶段（２０１２年以来）［６］；龚勤
林和陈说（２０２２）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城乡关系的调整经历了城乡关系曲折演进（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城乡一体化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城乡融合发展（２０１２至今）３个阶段［７］；孙方（２０２３）则认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大致可分为５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新型城镇化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城乡融合发展阶段（２０１３年以来）［８］。

总体上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党的
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对城乡融合发展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
新要求，标志着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课题。事实上，党的二十
大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对这些文
献进行梳理总结，以期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与推进路径

１．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与目标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包括城乡融合发展在内的各个具体领域得以彰显的（高帆，

２０２３）［９］，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经济特质之一（陈柳钦，２０２２）［１０］。刘明辉和乔露
（２０２３）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城乡融合发展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根本保证，以人
民为中心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公平正义是其价值引领，“两个文明”是其内在要求［１］。陈柳钦
（２０２２）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定义是：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以工补
农、以城带乡，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农民
收入持续增长，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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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乡村振兴［１０］。
冯永泰（２０２３）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根源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依托

于城乡高质量发展新态势［１１］。城乡融合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系统工程（高
帆，２０２３）［９］，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外交等多方面要求（代
兴梅等２０２３）［１２］，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应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统筹性与创新性、层次性与开放性、人
民性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黄胤辚等，２０２３）［６］。吕方（２０２１）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三个层次：一是基
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优质资源均等化共享，二是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公平流动，三是
城乡之间在精神和文化层面融合［１３］。孙方（２０２３）指出，城乡融合发展要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
面振兴乡村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市场高度统一、要素自由流动、功能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成
果；具体来讲，要加快进城农村劳动力市民化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以实现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８］。

２．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基础、短板约束与推进路径
孙方（２０２３）基于城乡差距和制度分析了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四大因素：一是城乡经济发展存在巨

大差距，二是城乡区位地理条件、交通设施条件存在巨大落差，三是城乡教科文卫发展不平衡，四是经济
体制改革滞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等）。由此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５条政策建议：（１）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要素制度改革、改善优化制度环境等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２）通过县域产业集聚、城乡产业链价值链联通、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
发挥县域载体优势，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３）通过促进农民工和农民收入增长、完善再分配和第三
次分配的调节功能等促进农民共建共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４）以饮水、教育、医疗为重点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５）通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推进新型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重塑乡村人居环境等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助力城乡共同富裕［８］。

文丰安（２０２３）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在经济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
合５个方面的短板：一是城乡现代化产业融合程度低（包括产业空间融合度、产业信息融合度、产业体系
融合度等）；二是城乡制度融合度差（包括人才保障制度融合度、金融制度融合度、土地制度融合度等），
三是城乡文化差异大，乡村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城乡收入和人
力资本差距大；五是城乡生态融合度弱，乡村生态亟待改善。因此，应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以实现城乡经
济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以推进城乡制度融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激活城乡要素流动以促进
城乡社会融合，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优势并促进城乡文化要素流动以实现城乡文化融合，统筹城乡绿色发
展以促进城乡生态融合［５］。

文丰安（２０２３）认为，目前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以及乡村改
革、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取得新成就和新进展。但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仍然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乡村现代产业体系薄弱且数字化建设滞后、城乡发展投入差距大且基
本公共服务不平衡、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认识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要素流动制度不健全、乡
村服务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较低、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以及农民的积极性和作用
未能充分发挥等。因此，应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加快建设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水平数字平
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并提高农民全面发展的积极性和乡村建设能力［１４］。

代兴梅等（２０２３）从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生态环境、外部交流等方面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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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认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走人口规模均衡发展、协力迈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文明并重、发展与保
护两手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道路，并提出以下建议：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以实现城乡人口规模
均衡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
乡村文化发展以实现物质精神文明并重，加快工农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发挥城乡生态交互作用以实
现发展与保护两手抓，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以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１２］。

刘明辉和乔露（２０２３）从制度、经济、文化、组织、生态五个层面探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１）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乡融合制度）是阻碍城乡平等交流
的主要原因，应完善城乡融合制度以促进城乡权利共融；（２）生产要素不平等双向流动造成了城乡不对
等的经济地位，应畅通生产要素流动以促进城乡经济共融；（３）文化冲突阻碍了城乡文化融合，应促进先
进文化发展以实现城乡文化共融；（４）通过搭建城乡协作的组织平台、整合城乡党建资源等提升组织发
展效能以促进城乡组织共融；（５）通过生态共治、生态教育等推动城乡绿色发展以促进城乡生态共融［１］。

冯永泰（２０２３）认为，由发展制度区隔、要素流动单向和公共资源配置偏向等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
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全面深化城乡改革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的
双向流动以构建城乡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提
升乡村生活质量。此外，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落于县域，应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并从各县域的实
际出发，坚持“一县一策”［１１］。

三、针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及城乡融合发展某领域的研究
县城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一头连接城市，一头服务乡村，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节点（陈柳钦，２０２３；张明皓等，２０２２）［１０］［１５］，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
涵与使命，因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某一
领域（如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等）进行了探讨。

龙花楼等（２０２３）认为，县域是城乡要素流通、结构转型与功能互补的节点空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交融
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完善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以及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在优化城乡地
域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是优化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地域系
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城乡融合发
展研究的重点包括城乡融合发展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
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１６］。

袁方成和周韦龙（２０２３）在考察县域城乡融合的经验样态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指出，空间一体化治
理、要素市场化改革、产业融合化发展、服务均等化是驱动县域城乡融合的主要机制，应通过城乡空间全
领域共建推动县域空间一体化治理，通过城乡要素全周期管理优化县域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城乡产业
全链条联动推进县域产业融合化发展，通过城乡服务全方位供给加快县域服务均等化供给，从而实现城
乡空间功能互通、要素双向流通、产业链条联通、服务价值融通，以县域城乡高效融合、深度融合、均衡融
合构筑高质量发展局面、构建高效能治理体系、创造高品质生活形态［１７］。

高波和吕有金（２０２３）认为，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应针对县域发展短板和弱项提高
县城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包括：加快优质资源下沉乡村，推动县域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加快城乡基础
设施一体化运营和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条件；积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农村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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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不断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１８］。杜志雄（２０２２）指出，县域空间是城乡融合的具体场景，应通过城
乡融合破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以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１９］。还有学
者认为，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与地方特色的县域产业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最重要的支撑（桑坤等，
２０２３）［２０］。此外，贺立龙和刘丸源（２０２３）对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进行了评述［２１］。

庞丹和张晗（２０２３）探讨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认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驱动共同富裕
的有效路径，但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城乡产业协同的数字支撑不足、县域经济的衔接功能不强
等对城乡产业融合发展造成了现实梗阻。应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资金要素双向
循环、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提升城乡产业关联度；通过强化乡
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人才培育体系、推进数字技术创新等依托数字化重构城乡产业链，拓展
产业增值增效空间；通过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完善产业配套设施体系等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服
务城乡产业融合发展［２２］。

段雪辉和李小红（２０２３）认为，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但数字城乡融合
发展在数据、硬件、主体、技术等层面还存在诸多阻碍，包括：数据立法相对滞后、数据确权难度较大、数
据开放存在安全风险等导致城乡数据要素流动不畅，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
距较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突出。应通过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释放数据红利，通过加强乡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通过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促进数字包容，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实现创新驱动，进而激发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动力，共享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成果，塑造数字城乡融合
发展新优势和新格局［２３］。

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及其他重要内容相结合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融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宋林飞，

２０２３）［２４］，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李实，２０２１）［２５］。因此，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
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较为丰富。张明皓和叶敬忠（２０２２）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基础、现
实基础和阶段时序的统一性；目前，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探索差异化模式、构建有效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题，应以县域单元为抓手探
索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机制，二是
健全县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均等化长效机制，三是构建县域社会组织参与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
体系，四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与分类推进共同富裕相结合的有效机制［１５］。汪连杰和刘昌平（２０２３）指
出，城乡融合发展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应通过健全激励相容的发展机制来促进共同富裕，
即强化主体之间的功能互补和行为协同，扩展微观主体的选择权，并提高涉农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２６］。文丰安（２０２３）也认为，应坚持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２７］。韩
文龙和唐湘（２０２３）则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之一，要通过促进城乡产业融合
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２８］。此外，贺立龙和刘丸源（２０２３）对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导向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进行了评述［２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吴重庆（２０２３）指出，让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
会必须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双轮驱动并时刻保持动态中的协
调与平衡［２９］。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于舟和万立明（２０２３）认为，通过重构各类
要素流动的城乡关系来畅通城乡物质变换大循环，从而构建有助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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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框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之一［３０］。
由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乡村处于相对劣势，将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相结合

的文献不断涌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振兴需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位杰，２０２３）［３１］；城乡融合是中国乡村振兴道路的突出特点之一，应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吕方，２０２１）［１３］。温惠淇（２０２３）基于“五大振兴”的制度框架审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城乡融
合，认为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还存在城乡产业联动弱、乡村人才供给不足、乡村文化势能低、
乡村生态环境风险加大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产业共同体实现城乡产业
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通过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打造多元化、多类型的高素质乡村人才队伍，并
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３２］。金
正（２０２３）认为，加强农村要素市场建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路径之一［３３］。于安
龙（２０２３）指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３４］。此外，张祝平（２０２３）认为，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应立足城乡融合建立中国特色相对贫困治理体系［３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齐心等（２０２３）认为，新
发展理念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
创新发展，通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合作
发展机制创新、城乡科技创新等推进城乡融合机制创新；坚持协调发展，通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
轮驱动、科学全面发展、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提高空间规划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等强化城乡互动融合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通过建立与绿色发展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利用城乡自然禀赋差异加快城乡环境资源功能
价值交换等着力加强城乡生态融合建设；坚持开放发展，通过城乡内外双向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发展
平台和合作发展共同体、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等促进城乡双向循环发展；坚持共享发展，通过发展成
果的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城乡居民的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等提升城乡居民的共享获得感［３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新格
局的内涵特征之一（陈明星等，２０２３）［３７］。李泉（２０２３）在回顾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突破，其中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突破在于：一是从制度设计入手为城乡
融合发展提供可预期、稳定规范的“游戏规则”，二是通过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为城乡融合
发展注入要素合理配置新动能，三是通过试点改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为样板），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形成新格局［３８］。刘秉镰和袁博（２０２３）认为，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需
要在城乡融合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３９］。

此外，张劲松（２０２３）认为，应走重视实体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的具体路径包括高质
量发展的制造业、城乡融合发展的农耕业和虚实两相宜的经济体系［４０］。方创琳和赵文杰（２０２３）提出，
应通过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４１］。姚毓春和夏宇（２０２３）认为，在县域城镇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过程中，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县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交融互鉴促进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４２］。余杰和钱振明（２０２３）指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要
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４３］。姚树洁和汪锋（２０２３）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托城市群发展实
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应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惠及全体人民的高品质生
活［４４］。张雷和秦森（２０２３）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基层治理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包括畅通城乡要素
流动渠道、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健全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机制、提升乡村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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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４５］。

五、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紧密结合时代要求对城乡

融合发展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创新，提出了新观点、新思路和新策略，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的制订和
优化以及具体实践的有效推进。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才刚刚起步，还
存在较多不足和缺陷，而且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深入推进，还将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中国式现代
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需要在持续改进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

一是加强实地调研研究，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专业数据库。目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
融合发展研究大多是对理论和政策的定性研究，缺少基于实地调研材料的深入剖析。一方面，我国各地
的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只有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才能真正把握各地的症结。因此，应通过
科学设计调研方案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获取准确的一手调研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及时的动态的材料
支撑。另一方面，尽管已有不少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也有研究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
体系时专门讨论了城乡融合的评价指标（王承哲，２０２３）［４６］，但从相关研究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一
些具体的指标是地区城乡发展的总体性指标（如人均ＧＤＰ、人均收入等），而非融合性指标，不能科学反
映城乡融合发展状况，而且所用指标基本上是在已有的统计指标基础上构建的。实际上，现有的统计指
标和数据库可能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准确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要求，因此建议相关机构着手构建城
乡融合发展的专业数据库，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二是积极开展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型研究，探索从“物的融合”到“人的融合”的转换路径。现有文献
较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转型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现代化要以人的现代
化、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和目的（郑有贵，２０２２）［４７］。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程必定，
２０２３）［４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以人为本”特征（高帆，２０２３）［９］。从中国的
城乡关系演变来看，从城乡二元分割、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其围绕的中心经历了从
“商品—产业”到“土地—资本”再到“人”的转变（桑坤等，２０２３）［２０］。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也存在转型要
求，如何快速从“物的融合”转向“人的融合”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三是深化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细分领域研究，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模式推广。城乡融
合发展研究还有待拓展和细化，对重点地区的实践经验总结和模式提炼还不够。应重点关注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践和成效，科学总结和推广有效的经验模式，充分发挥示范效应，以点带面，促进整
体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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