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乡村的空间转型

陈晓华
1, 2

,张小林
1
,马远军

1

(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 2.池州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系,安徽池州 247000)

[摘要 ] 中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成长期,随着乡村城市转型步伐加快,城乡空间格局出现大幅度变动与调整. 快速城市化背

景下乡村空间转型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扩大、乡村工业化引致分散城市化、村庄空废化趋向、村庄建设分散无序、日

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等结构和空间问题.当前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已成为塑造乡村经济空间的主

导力量、乡村工业集聚区逐渐成为乡村工业布局的主要形式、乡村城市化全方位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

方向等.重构乡村空间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手段是: 规划建设 中心城市 重点中心镇 新型农村

社区 三级农村城市化平台;以村镇布点规划为抓手重构村庄生产与生活空间;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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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China has entered the per iod of rap id urban ization, rura-l urban transition has speeded up, and great change

and adjustment w ill happen to rura-l urban spatia l layout. In the rapid urban ization, ru ra l spatial trans ition faces structur-

a l and spa tia l prob lem s such as w idening rura-l urban gap in dua l structure, d ispersive urban ization caused by rura l in-

dustr ia liza tion, v illage vacuum tendency, d ispersive and disorde red v illage construction, increas ing ly ser ious resource

and env ironm enta l prob lem s. A t present, Ch ina s rural spatial transition has the fo llow ing m ajor charac ters: non- ag r-i

cultural industry has p layed a leading ro le in shap ing rura l econom ic space. Rural industr ia l centralized zones has be-

come m a in rural industr ial layouts. Overa ll advance of rura l urban ization and rura l and urban spatia l in teg ra tion is the d-i

rection o f Ch ina s rura l spatia l transition. Rura l spatial restructu re is a prim ary task for and a key to China s new coun-

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rura-l urban spatia l in teg ra tion is one o fmost im portantm eans o f rural spa tia l restructuring, w ith

its em phasis on p lann ing and construction o f three leve ls o f rura l urbanization platfo rm for Center C ity-M a jor Contral

Towns-New Rural Comm un ity , restructur ing v illage life and production space based on v illage and town p lann ing, es-

tab lishm en t and comprehensive plan o f soc ial security system fo r rural and urban deve 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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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看, 我国正处在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发展 S型曲线的中期阶

段之初,已经进入城市化高速成长期
[ 1]

(图 1) .传统的乡村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程度较过去要大得

多,同时,乡村发展资源如人口、资金、土地等迅速流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农业和乡村出现衰退现象,乡村-

城市转型步伐加快,城乡空间格局出现大幅度变动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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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农村地域占主体、农

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但我国过去

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发展战略, 人口城市化与乡村转型严

重滞后,形成了日益突显的 三农 问题, 并对工业化和

城市化产生了负面影响.旨在解决 三农 问题的乡村发

展与建设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任务, 快

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战略意义.

2 我国乡村发展与空间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2 1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扩大

长期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把广大农村排斥在城市之外孤立进行的工业化道路.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

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

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 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 并减轻工业化过程

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
[ 2]

.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

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

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 但是,我国城乡差距

扩大的趋势在继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趋于强化.

城乡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上, 改革

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基本在 0 5以上, 并

呈渐次上升态势
[ 1]

,城乡处于明显的二元结构状态 (图

2) .

2 2 乡村工业化引致分散城市化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央在一系列有关会议和文件

中,肯定了乡村工业, 并对发展乡镇企业实行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使乡村工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我国的

乡村工业化引致的乡村城市化过程与基于西方传统模式的城市化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乡村工业劳

动力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不同步, 乡村人口的职业转移超前于空间转移.

同时,由于乡村工业发展布局呈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分散格局, 加上在管理体制上小城镇的发展

基本上被纳入农村发展的范畴,小城镇布局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迁移等都在县域范围内相对封闭

地进行.县域范围内城镇体系又缺少整体规划.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小城镇的建设又在一个乡 (镇 )的

范围内进行,每一个乡 (镇 )都要建设自己的 小城镇 , 直接导致小城镇数量过多, 规模过小,从而造成区

域城镇的集聚程度低.

2 3 村庄空废化

一是村庄人口空心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人口流动限制政策的松动和取消,大量农村精英

和青壮年劳动力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加上长期的偏向城市、忽视农村的政策刺激了农村向城市

的移民,农村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村庄人口空心化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村庄,由于集体

经济缺乏活力,内聚力丧失,人口大量外迁,房屋空置,逐渐出现衰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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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异系数用公式 S = 1 - I1 /I2来表示,其中 S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 I1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 I2 表示城镇居民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当 S > 0 5时,表示城乡处在二元结构状态;当 0 2< S 0 5时,表示城乡处在由二元结构状态向城乡一体化过渡时期;当

S 0 2时,基本完成城乡一体化.



二是村庄形态结构的空心化. 随着农村乡镇工业和

第三产业的发展, 区位优越、经济基础条件好的村落, 率

先从单纯的农业经济发展为融工业、农业、商业于一身的

混合型村庄空间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混合.基于用地

和交通运输的方便考虑, 这些村庄的二、三产业一般布局

在村庄外围,或沿河流和公路布局.农民新建住宅也选择

在村庄外围或交通线沿线建设, 从而逐渐形成了分散化

和空心化的发展格局 (图 3).

2 4 村庄建设分散无序

我国大部分的村庄建设缺乏统一规划, 绿化和环境

状况都较差,给排水系统、村内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

不全, 功能落后, 整体景观较差. 只见新房、不见新村 或

只见新村、不见新貌 已是一些地区村庄布局的写照. 尽

管涉及到乡村建设的规划很多,但各种规划缺乏有效衔接和协调, 规划的权威性不强, 导致农村居民点数

量众多,自然村分布散乱 (图 4) .

用来提取村庄布局和形态的卫星影像为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2004年 5月制作的 1: 50 000 宜兴市真彩卫星影像图 .

2 5 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村镇建设管理不严,农村宅基地占地面积大, 带来了土地的极大浪费, 用地指标大幅度超标. 同时,

双就地 乡村工业化模式导致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乡镇工业的分散化布局,以及企业社区

性,从而使得乡镇工业用地规模过大.农村工业化超前发展、城市化滞后更使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

遭到破坏,并导致工业污染扩散到广大农村.

3 当前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特点

农村工业化加速了乡村空间结构的转型, 乡村工业化使原来封闭的、半封闭的自给自足农村社区在产

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当前,我国乡村空间转型表现出一些

新的特点.

3 1 非农产业已成为塑造乡村经济空间的主导力量

乡村工业发展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的调整,促使乡村地域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农产业在乡村经济中已居绝对主导地位.根据调查,苏

南宜兴市 2003年乡村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3 7%、91 9%和 4 3%, 其中

工业占到了乡村国内生产总值的 85%.

乡村工业在集镇的发展是其功能转换的转折点,集镇在原有商贸功能得到加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

强大的生产功能.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末,苏南小城镇总人口中, 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 30% ~ 80%左右,

小城镇建成区用地中,乡镇企业用地大多占一半以上
[ 4]

.在苏南乡镇工业相对落后的宜兴市, 2004年各城

镇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镇 GDP比重,半数以上的城镇均超过 70%
[ 5]

.

农村工业化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乡村工业是在短缺经济背景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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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早走上一条 以市场为依托,从市场求生存 的发展道路,较早地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产品生产和

市场经营机制,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同时, 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联合、配套、协作,加速

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之融入到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系统之中.

3 2 乡村工业集聚区逐渐成为乡村工业布局的主要形式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乡镇企业转制创新、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拓展, 乡镇工业的集聚效应日

益受到重视,布局上开始由分散走向集中,各种形式的开发区和乡镇企业集聚区等新产业区开始形成.经

济发展开始突破过去行政区分割的局面, 实现了要素的跨区流动和重新配置,布局开始由分散走向集聚,

园区工业成为乡村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截止 2003年 5月,江阴市共有 22个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125

km
2
,已开发 40 6 km

2
, 累计进区项目 1 600多个,总投资 140多亿元

[ 6]
.

3 3 乡村城市化全方位推进

近年来,不仅乡村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村庄都市化、乡镇企业城市化以及乡村社会生

活方式的城市化等也逐步成为乡村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乡村城市化表现出全方位推进态势.

在农村经济基础比较好地区,尤其是在乡村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如河南的南街村、江

苏的华西村等都市化村庄.这些村庄从景观、产业结构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与传统的村庄有着本质

上的区别.若从经济结构单方面来考虑,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江阴不少村落都已达到了国务院 1983年

12月提出的 关于调整市镇建设的指示 中设镇的要求
[ 7]

.

同时,散布在乡镇、村庄的中小企业不断向区域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集中,乡村企业之间、乡村企业与

城市企业之间不断进行重组与整合, 这种现象学界称之为 乡镇企业城市化
[ 8]

.乡镇企业城市化强化了

城乡经济联系,乡镇企业的发展打破了 城市 工业、农村 农业 的传统经济格局,把乡村地区变成

为工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乡镇工业不仅为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设施、社会保障、城镇绿化、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还以比较先进的生产方

式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提高了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造就了新一代农民.

3 4 城乡空间一体化是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方向

从国内外城市化过程看,城乡协调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城乡统筹发展是区域城市化高级阶

段的必然要求,城乡一体化是我国乡村建设的未来走向.

随着人口、非农产业集聚过程的演进,城镇体系逐步向网络化、系统化发展,形成密集的城镇群, 在乡

村工业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形成城镇群集聚区与大郊区的格局.在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体系连接下, 城乡

经济联系逐步实现网络化.城乡差别将逐步消失,城乡分割的局面将会被城乡日益紧密的联系所取代,乡

村城市化已不再局限于农业区内部完成. 随着城市地位抬升和对外交通改善,城市的辐射、带动已成为经

济发达地区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如近年来苏州吴中、相城两区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供给更

多来自于城市政府投资.随着户籍、土地制度、城市用工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市场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

进一步加快.

4 乡村空间重构的调控手段

重构是系统科学的一种方法论. 笔者认为,乡村空间重构, 指通过对乡村空间系统结构关系进行重新

构架, 促使乡村空间系统各个因子完成优化组合,从而实现乡村空间系统的转型.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乡村-城市转型速度加快,城乡空间因此也处于大调整时期, 乡村空间重

构势在必行.因此,要把打破城乡分隔的二元地域结构、重构城乡空间作为乡村建设和规划的核心内容.加

强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建设.在乡村建设与规划过程中,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 注重农村居民点

体系的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完善与配套.重点建设农村小城镇,完善县域城乡空间体系,实

现城乡空间整合.城镇发展要以重点中心城镇和中心城市为重点, 构建规模集聚效益高、设施配套、功能完

善的区域城镇体系;在村镇建设布点上既要考虑规模,又要考虑方便生产和生活;加快村庄整治改造,加快

乡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实施建设配套, 改善乡村生活生产条件, 加快乡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

型,实现城乡社会的融合. 乡村空间重构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规划建设农村城市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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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村镇布点规划为抓手,重构农村生产与生活空间;三是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4 1 规划建设 中心城市 重点中心镇 新型农村社区 三级农村城市化平台

以区域中心城市和农村中心城镇为建设主体, 通过一系列倾斜政策和大规模的投资, 规划建设中心城

市 重点中心镇 新型农村社区 (农民集中居住区和集中居住点 )三级农村城市化平台.根据人口适当集

中居住、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共享性、美化农村环境和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村镇建设指导思想,科

学构建区域镇村体系.

一是要抓住规划龙头, 以县域为单位建立起 中心城市 重点中心镇 新型农村社区 的三级城乡聚

落体系;二是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整合城乡基础设施,扩大城乡联系, 增强城镇尤其是重点

中心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提高城镇的集聚功能;三是要按照相对集中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统一规划

住宅区、工业区、农田保护区和生态区,逐步撤并分散的工业区,规划建设好重点城镇工业园区. 当前,应尽

快编制重点中心镇重要地段及近期建设用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合理引导农村城镇建设.

4 2 以村镇布点规划为抓手重构村庄生产与生活空间

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趋向成熟的时期, 农村社区进一步发生分化,社区内工业区、农业区与居

住生活区适度分离
[ 9]

. 依据村镇布点规划及其相关配套措施, 拆并自然村和行政村, 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整合农村生活空间;以农村居民点规划实施为契机,实现农村非农用地的集约利用,加快拆并村庄宅基地

复垦开发步伐,并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置换; 配套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引导农地规模经营, 整合农村生产空

间.

4 3 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农村人口迁移与就业的有序,切实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与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制度相衔接,建立适合农村地区,并与城镇衔接的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建立

灵活的适合城镇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医疗救助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等.

5 结语

乡村空间转型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亟待研究的课题.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充

分认识到乡村空间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了解当前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特点.城乡统筹发展是城乡空间重

构的基本立足点和目标,建设农村城市化的核心载体是乡村 -城市空间转型的迫切需要, 整理与重构村庄

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 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空间重构的

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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