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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打湿的翅膀何时晾干  

  出处:经济观察报 记者 吕尚春    

 

  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化的重视不够，城市化的战略始终摇摆不定。兴办乡镇企业，

给农民的一个政策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那时候对农民进城如临大敌，你们搞工业化挺

好，在村里搞，千万别进城里面来，给今天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留下一个弊端。今天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之所以尖锐，就业问题之所以面临严峻形势，和城市不足密切相关。  

 

  由于没有城市化，中国的运输距离就大大延长了，运输成本是日本的两倍，日本虽然是一个狭

长的岛，但是它的运输距离很短，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城市圈都能形成相互的产品供给或者原料供

给，而我们过去叫做南粮北调，北煤南运，每吨货物运输价值非常高，必然带来土地的浪费，交通

运输距离成本提高。所以必须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来替代这些缺陷，才能克服这些存在的困难。  

 

  政府和市场，老百姓远期利益和近期利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以及我们发展过程中局部利

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全部在短期内集中激化，为什么北京动物园搬不搬家引起市民那么多关注？

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制定新的城市化战略。  

 

  对话嘉宾  

 

  陈淮 中国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志强 华远集团总裁  

 

  主持人  

 

  何巍 新浪房产频道编辑  

 

  选择了山洞，耽误了“城市化”  

 

  陈淮：中国城市化也是一个大话题，也是我们全面小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台阶。可

以这样说，中国国民经济现在面临的多少重大难题，比如说就业、三农问题、基础设施不足、产业

结构升级，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另外2005年进入WTO过渡期，怎么应对外来竞争，以及怎么克

服资源瓶颈，哪个问题都够大，这些都系于城市化拓展出的空间有多大。可见城市化有多重要。  

 

  但是在城市化发展历程中，从远处说建国以来多少年中，我们采取了一种歧视、反对、排斥城

市的态度，比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求“先生产，后生活”，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工厂，最多

建点工人新村就行了，不懂得城市是一个优化资源的组合系统，因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

打仗，要准备打仗怎么办？“山、散、洞”方针，即“靠山、分散、进洞”。  

 

  正因如此，七十年代的北京，那个时候建的房子都是简易房，现在还依稀可见，北京都这样就

不要说别处了。  

 

  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情形是否得到较大幅度改善？  



 

  陈淮：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成也城市化，败也城市化。  

 

  成，长三角、珠三角令我们引以为荣，珠三角就是一位中国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平地兴

起一个新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和窗口，带动了我们整个华南地区的兴旺

发达。长三角则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了长江下游地区一大片城市群的发展。我仅举一个例子，

中国对外开放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没有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但缺陷也在于城市化之后。在前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化的重视还是不够，城市化的

战略始终摇摆不定。  

 

  我举两个例子，那个时候农民兴起办乡镇企业，给农民的一个政策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

城”，请注意“不进城”。那时候对农民进城如临大敌，你们搞工业化挺好，在村里搞，千万别进

城里面来，给今天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留下一个弊端。今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之所

以尖锐，就业问题之所以面临严峻形势，和城市不足密切相关。  

 

  我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在解放前是消费型城市，解放后是生产型城市，于是就有了首钢等一大

批工业企业发展。后来又说北京太大了，如果打起仗来不方便，所以那时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城里

人都到乡下去了，“下乡”了。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开始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叫“退二进三”，退出二产进入三产。但过了一

段时间之后，发现光搞服务业、旅游业不能支撑北京这么大城市的优势资源，比如说北京的高科技

优势，以及密集的人才资源，后来就发展高科技产业；后来又发现单搞高科技产业，倒是有一定的

前沿性、先进性，但就业容量不够。之后，还搞过一段时间首都经济，但也未见效，现在转了一

圈，才知道原来二产不能放弃，北京现在重新定位自己的产业结构，包括汽车在内成为产业选择的

核心。这样看是不是走了一大弯路？  

 

  我再讲个小故事，2002年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投入使用，2号航站楼是为谁修的？那个时候是为

2008年奥运会修的，2号航站楼修好以后1号航站楼基本上不用了。2003年，仅仅过了一年，这个为

08年奥运会准备的2号航站楼超饱和，我们不得不及时把1号航站楼重新装修使用，还得赶紧盖3号

航站楼，之后还不行，还得建第二机场。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变化，经常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和预

料。  

 

  任志强：中国的传统是重农抑商，我们看到有几个朝代，如唐朝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下西洋，

都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程度最高的年代，而那些朝代也是发展最好的时期。  

 

  从国外可以看出来，大多数城市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关防，有了一个中央政权或者地方政权而形

成了城市，而是以集市贸易，更多是商品流通交换形成的城市，有点像我们深圳、上海。而中国的

传统是官僚政府，地方的衙门，城市的要塞、关防而形成的城市。  

 

  就当前城市圈的带动作用看，相比之下，日本的三大经济圈，大概要占到日本GDP60%-70%，但

是长三角或者说加上珠三角也就是占40%、50%这样，离城市群真正发挥作用，形成GDP的核心生产

力还有一段距离，就是因为我们城市化速度太慢，我们城市化的基础成本太高。  

 

  由于没有城市化，实际上中国的运输距离就大大延长了，中国的运输距离大概是日本的两倍，

日本虽然是一个狭长的岛，但是它的运输距离很短，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城市圈都能形成相互的产品

供给或者原料供给，而我们不行。过去叫做南粮北调，北煤南运，每吨货物运输价值非常高，必然

带来土地的浪费，交通运输距离成本提高，道路占用人均面积的无效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必须用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来替代这些缺陷，才能克服这些存在的困难，有可能让我们的GDP更加有效。  

 

  从居民消费情况来看，城市化会成为一个阻挡不住的浪潮，当人们逐渐富起来一定会从农村向

城市转移，全世界都一样。中国还有一个特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在城市的完善程度远远大于



农村，使更多人开始想挤入城市，比如江浙一带每年城市化高的可以达到2.8%，就是因为这些地方

农民开始比其它地方农民更富，富了之后就会向城市集中。   

 

  城市化面临的突出矛盾  

 

  记者：从现在看对于城市化的疏忽，问题出在二十年前，那么现在呢？现在城市化的突出矛盾

是什么？现在出台一波又一波的政策来调控，可以看出居住公平是目前政策所强调的方面，怎么样

提高效率才能做到真正的平衡？  

 

  任志强：第一个突出矛盾可能是土地问题，目前的做法是要把农民用地廉价地变成经营用途

的，这会激发农民就业、保障等系列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从粮食生产角度看，由于粮食单产低，需

要面积就多，所以产生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矛盾。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前几年重点突出在基础设施上，包括大量的国债发行。即使这样，

到今天为止基础设施仍然严重不足。  

 

  陈淮：应该说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非常之多，首先是客观的，然后是主观的。从客观上我们

资源准备不足，土地是资源，能源也是资源。中国13亿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超过50%，那

时候有8亿或8亿5千万人住在城里面，有没有这么多地？有没有这么多能源？举个例子说，现在我

们建房子，和居住过程中生活耗能，占一次性能源消耗40%以上。今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特意提出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我们要建设节能型社会，虽然人们住得起大房子，但我们并不提倡住

大房子，并不是仅仅抑制富人奢侈消费，而是从客观上，没有那么多资源。  

 

  第二，主观上，简单地说，我们对这样一个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理论准备、政策理

论、社会保障体系准备、制度建设方面准备，以及相应资源、物质准备都不充分，之所以过去两三

年来遇到征地、拆迁、房地产过热不过热、房价高不高等很多的矛盾，这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

和乡之间的矛盾关系尖锐了，得占地。拿农民的地，怎么安置？城市社保资源不充分问题暴露出

来。  

 

  政府和市场，老百姓远期利益和近期利益，以及我们的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为什么北京动物

园搬不搬家引起市民那么多关注？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矛盾，以及我们发展过程中局部利益和

整体利益的矛盾，全部在短期内集中激化，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制定新的城市化战略。  

 

  农民、地产商与政府如何相处  

 

  记者：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地产商等，他们是城市化过程中参与者，

他们之间应该怎样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陈淮：没有一个利益主体是惟一的，而利益关系也不只表现为惟一方面，比如说这块蛋糕我吃

了你吃不着，城市化过程中不是这个关系，相互之间是辩证关系，相互以对方存在作为自己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  

 

  可以这样说，城市化扩张给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是把压制在土地上低生产效率下手工

劳动方式从这个条件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个长期的关系，短期看，你占了我的地，我的失业、失保

的问题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我眼下怎么办？你能给我在城里找到工作？让我和城市市民一样享用一

样的保障体系？你就是把城市居民的保障体系全给了我，我在城市的劳动技能还没有获得，这个矛

盾是显而易见的。  

 

  再一个人们老说政府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政府首先是保证每一个人有机会分享城市化和

经济扩张的好处，按他提供的资源是这样一个资源，而不是让一部分人享受城市化资源，另一部分

人在城市化中受损。这需要民众和政府，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个别利益与

整体利益相互兼顾，统筹安排，每个人才有机会更多更好地分享城市发展的好处。  



 

  任志强：相对于澳大利亚的人口，其可用土地近于无限，他们有一段时间也曾经高速地向外延

发展，用低密度住宅，向农村或者向边缘地区发展，但最后得出的结论的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

成本过高了，因为这些道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电、电话等等它会用大量公共财政支出、

维持。所以澳大利亚又提出回归于中密度。  

 

  记者：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的财政支出，可能未必愿意拿出太多去修看不出政绩效应的

公共设施。  

 

  任志强：土地收让在国家政策上写得很清楚，只能用于这个，不能用于其他，这个有明文规

定，是不是按照这个文件做是另一回事。可能会有矛盾，有商业利益冲突问题，政府和公共财政支

出，以及和农民的利益分配之间肯定会有一个各自利益主体之间的差异。  

 

  过去可能有地产商的直接征地问题，现在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完全是政府实行政府拆迁行

为，然后用招拍挂的方式转给开发商或者道路用地的这些投资者，有不同的转化方式。  

 

  在发达国家，农民会研究环保等问题，我曾去美国参观一些农场，农场配种的时候配了相应的

化学肥料，基本完全机械化，他不干农业的时候也可以干城市里面其它工作，这中间没有沟坎。而

我们的农民要进城，只能干最低级的工作，不断从低级往高级爬，而这个爬的时间很长，所以要迅

速把农业劳动力转为能在城市就业劳动力有一个巨大的教育问题或者劳动再培训过程，实际上政府

已经做这个事，只是因为做的速度比较慢，或者涵盖人群没有那么高，因此中间会产生巨大的差

异。  

 

  记者：那这个差异既然客观存在，是否意味着，农民的技能教育应放第一位，城市化应稍慢

些？  

 

  任志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教育经费连4%都不到，而联合国的标准是应该达到5.1%以上。现

在的历史教育欠账是非常多的，可能人大立法单位会越来越多提出在财政预算中增加教育经费问

题，尤其是对农民教育经费补贴问题。  

 

  陈淮：农民的教育不光是你理解的上学。现在有1.2亿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他们在城市里接受

什么教育？大机器生产，红灯停绿灯走，签合同，懂得竞争，学会劳动技能，这是不是教育？他们

这1.2亿人每年春运的时候把巨大的从城市化、市场经济、工业化获取的信息极为广泛的传播到农

村，这比多少中央派的讲师团更管用，这是不是在教育？  

 

  第二个就是这一届政府反复强调，我们要在职业教育中格外着重加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过程中初级劳动技能培训的问题，使他们踏进城市生活第一个台阶有一个立脚点，很多城市已

经开始无偿培训，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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