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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化标准何在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农民进了城并不等于就是城市

化，只有等他们变成了城市居民，城市化才算真正完成。因此，就我国而言，真正的城市化至少包

含以下四条标准：  

  

  一、工作在城市。农民离土不离乡不是城市化，只有他们离开农村，走入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

的工作，城市化才算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先后进入城市从事各种工作，他

们被统称为“打工一族”或“农民工”。农民进城迈开了城市化的第一步。  

  

  二、在城市安居。即拥有独立且固定的住房，或买或租。安居乐业是人生的起码要求，有了独

立且固定的住房才能成为城市居民，否则都是居无定所人员，即使有暂时的栖身之地也谈不上是城

市居民。  

  

  三、拥有城市户籍。户籍在中国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明白，因为它和医疗、保险、教育等各种福

利待遇高度相关。一个在城市工作、拥有固定住房的人，如果他不拥有所在城市户籍，那么他仍然

是个边缘人，因为他享受不到这个城市居民所应该享受到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待遇。现在人们之所以

说我国的城市化是不彻底的、残缺的城市化，就是因为为数众多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作的人，他

们一无住房、二无户籍，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因此，这样的城市化是非常不完整的。  

  

  四、家庭在城市。一个人如果他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也有自己独立且固定的住房，同时还拥有

城市户籍，但是他的老婆、孩子仍然生活在农村，那么这种城市化仍然是不彻底的。只有一家人能

长久团聚在一起，共同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城市，这样的城市化才是我们最终期盼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现存之忧  

  

  中国城市化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住房需求急剧上升，在国家

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缺乏、买卖土地成为政府重要财源的形势下，城市住房价格便一路扶摇直上，

使众多想买房者只能望房兴叹。我们不能说城市化必然导致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但是在中国目

前这种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构架下，房地产行业脱离正常发展轨道呈现一片乱象可以说确实有一定

的必然性。  

  

  二、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由于我国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它不是一个系统的推进过

程，而是采取劳动力转移先行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医疗、教育、交通、住

房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性，也积累

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方面所付出的社会有形和无形成本都极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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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业耕地被无序侵占。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以土地占用

为前提的。一些当政者出于政绩考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做出种种超越法律法规的事情，最

典型的除了强制拆迁外，就是对农业耕地的非法占用。我国虽然有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作为底线

在坚守，但实际上现有耕地究竟还剩多少谁也搞不清楚。耕地面积不能保证，我国粮食供应也就必

然存在隐忧。  

  

  四、城市病日益加剧。农村人口大量向热点城市转移，使这些城市实际容纳的人口远远超过其

能够容纳的人口，于是便导致一系列问题，如交通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等等。城市病的加

剧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受，带来了很多负面后果。  

  

  五、农村衰败。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走向城市，许多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结果不仅农田荒

废，原有的家庭养猪、养鸡等事业全面消失，而且留守儿童也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老人的抚养

更是落空。农村生活因为中坚力量的离开而缺乏应有的气息，给人以强烈的衰败感觉。  

  

  中国城市化未来之思  

  

  近两年多次出现“用工荒”，实际上这种现象已向我们表明：劳动力单兵突进式的城市化已难

以为继，彻底的城市化成为人们共同的期盼。而要想使城市化走向彻底和完整，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必不可少：  

  

  一、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绝大多数收入有限、购买能力弱，想他们都

能通过购买商品房以解决自身居住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根本的途径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大力进

行保障房建设。可以说，没有足够的保障房供应，所谓的城市化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要实现真

正的城市化，政府必须首先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商品房的调控虽有必要，但不是主要的，这方

面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尽量把地价降低。否则都是舍本逐末。  

  

  二、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我国政府是个非常富有的政府，因为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极为

可观，但问题是财政资金用于生产建设和行政事务的过多，而用于民生福利的过少。针对这一问

题，把更多财政资金转向民生，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

域就成了急迫之举。目前通过严格控制户籍的方式来应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严重短缺是一种非常消

极的、无奈的方式，需要尽快加以改变。  

  

  三、城市发展要整体规划、有序进行。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差异化严重不足，高度的同质化

一方面使各自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吸引和稳定相关人员。一个城市在规划发展

时一定要先找到自身的特点，然后再据此进行功能定位，如此，不仅能大大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而且还能吸引到相应的人员，这些人员一旦进来后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向其它城市进

行流动。人员稳定了，他们就会有长期的考虑，住房、户籍等问题也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市

发展能够根据规划有序进行，还能使非法侵占农业耕地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  

  

  四、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员的流向。我国农业人口在向城市转移时完全是依靠个人的感觉，政

府在这方面的引导作用严重不足。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是有整体布局的，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布

局，就需要为其匹配相应的人员，因此，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就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指引方略。这对

于农业转移人员本人、吸纳这些人员的城市和相关企业都是有好处的。就转移人员过多的农村来

说，实行集镇化，将留守人口适当集中是可行方式。与此相配套的是要解决好农村宅基地自由有偿

转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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