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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与回应  

  

  继“逃离北上广”风潮之后，最近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的浙江省，全省“农转非”数量

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了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甚至还出现了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

农村的现象，于是“逆城市化”又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所谓“逆城市化”，是对人口从主要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

这种分散化过程的概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在其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中

提出，这一过程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证实。有一个和“逆城市化”比较相近的概念，就

是“郊区化”，主要指城市中心的人们迁移到郊区去居住的一种现象。“逆城市化”包括“郊区

化”，但又不等同于“郊区化”，它不仅包括人口的流动，还包括资源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

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流动。  

  

  城市化理论表明，向心力与离心力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

造成了城市阶段性的发展。当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当城市化率达到70%

时，其脚步又会自动放缓。也就是说，逆城市化是都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不需要惊讶，也

无需过分担忧。  

  

  城市的独特魅力在于发达的资讯、活跃的文化、较多的创业发展机会、便捷的生活、完善的社

会保障等。但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以高速公路和高铁为代表的现

代交通技术的发展，随着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城乡生活质量的差异正在缩小，倒

是农村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居住环境让人向往。而且，城市“房子”、“车子”、“票子”三座大

山的压力，让城市的向心力快速削减，让城市化的拐点提前到来。  

  

  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7%，专家预测，2010年将达到5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局部地

区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首先，我国城市本身就存在“伪城市化”的问题，当

前中国有1.5亿农民工被统计进了常驻城市人口，但由于户籍政策、住房压力等原因，他们的根还

在农村，随时可能选择回农村。其次，我国目前出现的“逆城市化”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伪

逆城市化”的，因为只是“户籍”异动，而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并没有同步，这只能再一次说明我

国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不容缓。  

  

  在“伪城市化”和“伪逆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不担心局部地区出现的真实的“逆城市

化”现象，因为这种真实的“逆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和中小城镇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是推进城

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在大城市周围的城市和村镇，谁能更好地实现与“逆城市化”的对接，

谁就能更好地发展。但是，我们倒担心一种真实的问题，“伪逆城市化”下的权贵，利用我国户籍

制度的漏洞，对城市发展红利和农村发展红利通吃。不久前，浙江省义乌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

部门“开除”了200多名“农民公务员”的“村籍”，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我国未来的发展，将告别单纯“城市化”的轨道，进入“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双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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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趋势还是以快速“城市化”发展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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