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12年末，中國有2.62億進城務工的
農民工，其實人們早已形成共識，離開了農
民工，很多城市的運轉都要停擺。但這些作
出重要貢獻的農民工，卻依然是「候鳥」，
每年都要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大遷徙。

掙錢不敢花 積蓄寄老家

在北京一建築工地打工的盧先生說，工程好
時，一個月能掙到五六千元錢，不好時也能有三
四千元。但他卻不捨得花錢，每天只是吃飯花一
二十元，剩下的幾乎全部寄回老家。「省㠥吧，
掙錢太不容易，像我們高空作業，風裡來雨裡
去，中午休息時間又很短，吃了飯又得幹，沒人
敢多花錢。」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姚洋指
出，近年來，新增的很多儲蓄實際上是進城務工

人員製造的，他們對在城裡生活沒有長遠打算，
所以拚命儲蓄，然後回家蓋房。中國城鎮人口近
7億人，像盧師傅這樣沒有城市戶籍的公民也被
算在其中。但如果只統計戶籍人口，中國實際的
城鎮化率只有35%，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及
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事實上，農民工群體並未真
正融入城市生活。

夢想留城市 無奈沒戶口

「想留在城市」，是這群農民工的心聲。來自
河南南陽的劉先生，在北京打工已經十多年了。
他非常想留在城市裡，希望子女能接受城裡的教
育，但這裡生活並不真正屬於他們。「小孩進不
了公立學校，只能上私立學校，要花不少錢，生
活也要自己花錢。在山區農村老家，不好掙錢，
出路又不好；在這打工又沒收入保證，未來走一
步說一步，能混下去就混下去，混不下去就回家
了。」

各界早有共識，地理意義上的遷徙並不是真正
的城鎮化。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戶籍政
策和土地制度都需要變革，要把農民從土地上釋
放出來。現在因為沒有合理補償機制，2.6億的
農民工都不願意放棄土地。全國人大代表、中國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學部委員張曉山認為，下
一輪城鎮化首先要完成土地確權工作，基層民主
的發育，確保開發中的合作共贏機制，不要再搞
一次性的出讓金收益。

A15 責任編輯：姚逸民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3年3月8日(星期五)

2 0 1 3兩 會 城鎮化爭議專
題

■農民工每到春節即擠車回鄉，無奈成了「候

鳥」。圖為春運時的杭州火車站。 資料圖片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未
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規模，
充分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中小城市和小
城鎮要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
就業、人口集聚功能。」但中國城鎮化
究竟是發展大城市還是小城鎮？大中小
城市如何協調和科學布局？這在兩會上

引發熱議。

宗慶後：倡農民就近務工

30多年間，中國城鎮化率從1980年的19.4%
增加到2012年的52.6%，在快速增長的背後，
一些大城市卻痼疾纏身，風貌消失，交通梗
阻，食品垃圾化，社會矛盾顯性化，「蟻
族」、房奴、車奴、口罩族的湧現令「宜居」
也漸行漸遠。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勝阻認為，中國已進入「大城市病」集中爆
發期。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
後認為，農民平時到大城市務工，春節全都回
鄉，城市生活成本比較高，且沒有市民待遇，
他們不可能長期待在城市，應鼓勵農村人口就
近務工，要控制大城市規模，大城市宜發展總
部經濟、研發中心、商業中心、信息中心。

何健：產業布局傾向小城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
長何健用德國和四川比較：德國70％的人口分
布在10萬人以下的城市，而四川僅成都就集中
了1,000多萬人口。「德國大小城市基礎設施
幾無差別，產業布局也相對平衡，很多跨國公
司、著名學校就在小城鎮上。」何健認為，應
有意識地把產業布局分布到中小城市。「如果
小城市無業可就，那農民還怎麼融入？」

蔡繼明：「北上廣」可超大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蔡繼
明與何健的觀點正好相反，他明顯傾向於優先
發展大城市。他認為，中國土地相對稀缺，大
城市人均佔用土地少，同等面積人均生產率高，
基礎設施利用率高，城鎮化應該重點發展大城市
化。「北京已經夠大了，上海已經夠大了，還要
再發展嗎？」針對質疑，蔡繼明舉例稱，上海人
口密度雖高，但只是東京的一半，深圳人口密度
雖高於香港，但香港創造的GDP卻是深圳的七
倍，由此，「北上廣」和深圳還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

謝國忠：設計管理才是根源

經濟學家謝國忠是超大城市論的支持者，他
最近撰文稱：「人口超過2,000萬的超大城市是
未來城市化的發展趨勢」。而飽受詬病的堵
車、污染等諸多問題，實際上根源都在於設計
或管理，大東京擁有3,000萬人口，但是並不存
在任何大城市問題。如果中國合理地選擇鼓勵
和投資於大城市的發展，中國就會在未來20年
時間裡擁有20座到30座超大城市。這將能夠推
動中國經濟走上全球經濟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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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民工城鎮住房擁有率僅為0.7%

就在兩會前夕，中國社科院研究團隊向中央遞
交了一份《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目標與路徑》

報告，稱在傳統城鎮化模式下，常住人口城鎮化
率超過50%，享受均等公共服務的城市戶籍人口
僅35%；同時，土地過度城鎮化，過去30年城市
人口增長1倍，城市面積卻增加了近4倍；大量人
口向行政級別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中等城市發展
相對緩慢，小城市功能不完善，小城鎮比較分
散。這種城鎮化帶來「資源大量消耗、空間過度
集中、經濟結構失衡、環境嚴重污染」弊端，引
發一些城市和鄉村患上較嚴重的「城市病」和

「鄉村病」。

鬼城如菌蔓延 人口資源錯配

研究認為，2000年之後，中國的城鎮化有明顯
的「人造城鎮」痕跡，在2009年達到頂峰，各地
動輒以一兩倍的速度擴張新城區，現有城市公共
資源明顯不足以支撐，邊緣新城區出現「空城」、

「半空城」現象，同時地方財力、住房消費嚴重透
支。

據報道，近年來內地「鬼城」從北到南如細菌
般蔓延，從內蒙古的鄂爾多
斯、遼寧營口、江蘇常
州、河南鶴壁、湖
北十堰，到貴州
貴陽、海南三
亞等，當地政
策促使，耗費巨
資建設新城，高樓林
立，但人煙稀少，偌大
城區晚上只有兩至三成燈
光點亮，讓人感覺置身鬼

城一般，有預測認為要讓鬼城「復活」，達到規劃
人口導入的目標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城鎮大量擴張 產業消費滯後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
主任孫貴寶評價，一些地方把城市化單純看作城
市建設和城市擴張，推進過程過於急躁，一些地
方「扯新型城鎮化的大旗，搞土地財政」，城鎮空
間大量擴張，但產業和消費能力沒有發展起來。

中央已提出新型城鎮化重在人口城鎮化，全國
政協委員、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說，最近聽說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到京拜會，打聽
中央城鎮化政策有什麼新內容，有什麼新投資項
目上馬。

一些省市「造城運動」也在加速。在湖北十堰
市，僅「西部新城」，截至目前已削掉100多個山
頭，計劃「十二五」期間還將「削山闢地」9萬
畝。陝西延安計劃用10年時間，在城市周邊的溝
壑地帶建造一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專家
稱，這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厲以寧認為，中國應吸取拉美城鎮化的深刻教
訓，拉美過快城鎮化造成城市大量的貧民窟，形
成新的社會問題，一窩蜂花錢造樓也易引發金融
危機。

戶籍改革滯後 亟需制度配套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院長遲福林則表示，各地因為政績觀的原因，導
致「大幹快上」風行，但城鎮化不能只重土地和
項目建設，重要的是制訂與人口城鎮化配套的制
度和規劃。此外，脫離實際的過快的速度是要出
問題的，目前有條件以年均1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

發展城鎮化。遲福林預計，用3年左右時間，在全
國範圍內基本上使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用5年
左右時間，形成人口城鎮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
右時間，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張泓銘認
為，避免出現「空城」，城鎮化過程中最關鍵的是
協調產業布局和增加就業機會。產業可為城鎮化
發展注入活力，每個城鎮進行產業布局時要結合
所在區域特點合理布局，不要千城一面，盲目模
仿。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鄭惠強也認
為，通過扶持一二個重點產業和若干龍頭企業，
形成小城鎮發展的支柱產業優勢，推動小城鎮經
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警惕盲目造城
嚴防「大幹快上」

中國城鎮化提速的號角正在吹響，這是兩

會委員和代表們熱議的重要話題之一。今年

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嚴守18億畝耕

地紅線」基礎上，「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

康發展」，並將「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

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這意味㠥過去羈

絆城鎮化的戶籍、土地、社會管理等制度有

望加快變革。本報記者利用兩會間隙，就此

專門採訪了多名各界代表和委員。他們普遍

擔憂，地方政府很可能會藉城鎮化大潮，掀

起新一輪「大幹快上」的人為造城運動，中

央政府必須妥謀對策，防患於未然。

■兩會報道組 海巖

在內地網民中，「城鎮哥」

是李克強擁躉們對他的「暱

稱 」。 在 李 克 強 經 濟 思 路

中，「積極推進城鎮化」一

直佔據重要地位。據不完全

統計，過去兩年中李克強至

少2次公開撰文、3次公開講

話，專門論述城鎮化。在外

界眼中，未來五至十年李氏

發展路線圖上，城鎮化將是

主線。

不能攤大餅

在今年兩會上，李克強再

次闡述了李氏新型城鎮化理

念 ： 城 鎮 化 不 能 「 攤 大

餅」，不唱「空城計」，而是

以人的城鎮化取代土地的城

鎮化，這意味㠥需要進行產

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

境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鄉

到城的重要轉變。

按照李氏思路，中國的新

型城鎮化迫切需要的是破除

現有土地、戶籍等制度掣

肘 ，

填平農民

與市民之間的

巨大鴻溝，讓教育、醫療、

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惠及眾

人，而不是一夜間舊城變新

城的變臉式的城市化；否

則，城鎮化只會成為新一輪

的圈地和造城運動，造就更

多的無根之人，融不進城

市，回不到農村。

未見時間表

不過，新型城鎮化破題的

關鍵改革仍任重道遠。戶籍

改革雖方向早定，但久無時

間表，具體方案的制訂亦仍

在絞力之中；農村土地制度

的改革則至今方向未明，給

農民離開土地提供合理補償

的機制建立等是涉及政、經

多領域的複雜問題，要啃下

這些硬骨頭，尚需「城鎮哥」

未來以更大的魄力和努力來

推動。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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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農耕面積和綠色發展，同是經濟發展中的主旋

律。 資料圖片

■逾兩億農民工進城務工，其子女教育一直是個有待

解決的問題。圖為瀋陽農民工子弟小學。 資料圖片

■大量農民工湧向一線城市，就業、住房、戶籍等問

題相應而生。圖為節後上海的農民工。 資料圖片

◆ 記者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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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水平，中國的城鎮化率大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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