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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期开启 城乡结构调整继续发力
国研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勇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全面阐述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新目标、新途径新措施，并提出了涉及工业化信息化、城乡区
域发展和改革开放等三大方面的六大任务，为未来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其中，突出的战略重点和任务就是
城乡结构调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城乡结构是最大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到
位也就为高质量经济发展调整到位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围绕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村现代化，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

“三农”问题，特提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没有农

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
看，经济发达国家都是建立在大规模高效现代化农业基础之上
的。从工业化理论分析看，完整的工业化事实上需要经过轻工
业化、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石油化、化学化和良
种化等）和服务业化等四个阶段。但后发国家往往为赶超而忽
视农业现代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的服务业化阶段。结果
是欲速则不达。从中国的实践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充
分） 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短板”
上，主要包括农业、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四大

短板”。其中农业最为关键，它的解决不仅可以为我国现代化
奠定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为解决其它三个“短板”提供条件。

二是家庭农户式农业集约化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
一出路。从农业的生产特点看，周期长、产量小、环节多、效
益低，只适合家庭农户式集约化经营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从
农业的产业特点看，由于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为使单
产效益低的农业也获得产业的平均利润，就必须适当的规模经
营。从农业在经济中的定位看，由于其基础性和脆弱性，不能
把农业当作就业的蓄水池。应该用服务业来替代农业蓄水池的
作用；农业转移人口也主要是向服务业转化。

三是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从中美
城镇化的差异看，美国有250万个规模化农庄，平均耕地在
200英亩以上，农业从业人口仅占1%，但农村居住人口占10%
（其中，2%为农民家庭人口，其余 7%主要是“三农”服务人
口），已经没有“村庄”了，只有为农业服务的专业镇，大约
2.3万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约280个）。基本实现城乡一
体化。而中国有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农业人口还高达7
亿，占比50%左右，每个村平均人口近195，建制镇（包括乡
集镇）近3.2万个。从中国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看，如果美国今
天的农业农村就是中国明天的农业农村，那么，未来中国乡村
演变的基本方向就是，家庭农庄规模化、“为‘三农’服务的”
特色小镇化（还有农田生态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事实上，农
业集约化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将大大提高农村生活成本，
因此，振兴乡村需要人口的双向流动：城市富人的郊区化、农
村穷人的城镇化。相应建设2.5万个以上的专为农业“产中、产
前和产后”服务的特色小镇（这应该是特色小镇发展的主流，
其余发展为非农特色小镇，如交通、文化、旅游、体育、养
生、风情等）。逐步形成2000个城市、3万个“三农”服务和
非农特色小镇以及360万个农庄的城乡一体化新局面。

2017年经济增长6.9%，实现了七年来第一次微弱反
弹，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周期。难能可贵的是，这次经济微
弱反弹是在发展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
措施的指导下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