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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克強：推進「新四化」 統籌城鄉發展》，香港《文匯報》，2013年3月6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3/06/CH1303060039.htm

2.《李克強部署黑龍江先試農改》，香港《文匯報》，2013年4月4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4/04/CH1304040032.htm

3.《以人為本的新「四化」：城鎮化成主驅動力》，2013年3月7日，網易網
http://money.163.com/13/0307/01/8PB03Q4300253B0H.html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1.根據上文，指出「新四化」和「四化」的不同之處。

2. 參考上文，指出「新四化」中的四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分4方面說明。

3. 為甚麼說城鎮化是「新四化」的重中之重？試舉例說明。

4. 你認為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發展應當如何平衡？解釋你的答案。

5. 有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過多干預城鎮化發展」，你有多大程度同意這一觀點？參考資
料並就你所知，論證你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逢星期一見報

請即登入http://kansir.net/

「Kan Sir 通識教室」瀏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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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十八大：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第一階段：1954年第
一屆全國人大提出了
「實現工業、農業、交通
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
代化」

第二階段：1979年，
鄧小平把「四化」明確
為「到二十世紀末，爭
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
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
水準」

四者關係：
1. 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
2.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
3.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
4.平衡多方面關係，而改革創新依
然是根本動力

關鍵環節：城鎮化

核心：人的城鎮化

■ 圖為航拍的

四川成都天府

軟件園。

資料圖片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

告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

色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道

路，推動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

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

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

發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四化同步」標誌

中國在推動現代化發展、建設和諧社會過程中再

探新路。那麼，「四化」提法為何有新舊之分？

所謂「新四化」具體指甚麼，又新在哪裡？如何

理解「新四化」的關鍵環節呢？

■嘉賓作者：岳經綸

同步發展

作者簡介：岳經綸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

理學院副院長、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山大學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會保

障與社會政策研究所

所長、《中國公共政

策評論》主編及《公

共行政評論》編委。）

現代中國

城鎮化重中之重 不能人為「造城」

工 業 化
（Industrialization）：
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

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是推進現代化工業在國民
經濟中佔主要地位的過程，其主要內容包括勞動
資料、工業管理、勞動者和管理者知識結構、工
業部門結構4個方面的現代化，並且主要技術經濟
指標要達到當代世界水準。

國際上衡量工業化程度，主要經濟指標有4項：
1.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為初期，達到

3,000美元為中期，達到5,000美元為後期；
2.工業化率（industrialized rate），即工業增加值佔

全部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20%至40%為初期，
40%至60%為中期，60%以上為工業化國家；

3.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一般初期產業結構為
12.7：37.8：49.5，就業結構為15.9：36.8：47.3；

4.城鎮化率，一般初期為37%以上，工業化國家
達到65%以上。
工業化進程一般分為早期、中期和新興工業3個

階段：早期以輕工業為中心；中期以重化工業為
中心，這期間化工、冶金、電力等重化工業有了
很大發展；新興工業階段是工業高加工度化的階
段，對原材料的加工鏈條越來越長，中間產品迅
速增加，工業發展對技術裝備的依賴大大提高。

這3個階段，反映了傳統工業化進程中工業結構變
化的一般情況，並不意味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
完全按照這種順序去發展。
城鎮化（urbanization）：與國際上通行的表述

方法「城市化」同義，它表現為人類社會發展進
步的過程。這一歷史過程包括4個方面：
1.城鎮化是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過程；
2.城鎮化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向城鎮聚集發展

的過程；
3.城鎮化是地域性質和景觀轉化的過程；
4.城鎮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識在內的城市生

活方式的擴散和傳播過程。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

﹂

新
四
化

「新四化」 「四化」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重慶破解城鄉發展難題，現代化收

割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資料圖片

「四化」鼓舞幾代中國人
回望歷史，「新四化」是相對於建國初期「四個現代化」的提法而言的。建

國之初，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4個現代化曾鼓舞了幾代中國人為

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奮勇拚搏。這一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提出了「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

和國防的4個現代化」；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明確了在「20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

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重要使命。

第二個階段：1979年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鄧小平把「四化」明確

為「到20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水準」。隨

後30年的高速發展，改革開放的成就為世界所矚目。

時不我待 「新四化」應運而生

經濟飛速發展同時引發很多問題，使這個文明古國再也不能不直面現實。粗

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低下的自主創新能力、破碎的社會保護體系、固化的城鄉

二元結構⋯⋯已耗盡人口紅利的歷史拐點上，如何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

發展品質與效益？

這一背景下，十八大做出「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

發展」的戰略部署，總理李克強將「新四化」定位為推動中

國經濟繼續向前發展的主要抓手，更視其為深化中國社會改

革的關鍵切入點。

現時，中國工業化速度雖快，但過於依賴能源
資源消耗，造成自主創新能力薄弱；資訊化正帶
來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但其引領作用發揮有待
提高；城鎮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另一方面，農
民工難以平等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傳統生產模
式和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導致農民合理的財產權
益得不到維護。

四者的優化改善對中國經濟進一步轉型升級至關
重要；而四者的協調共進是整個中國社會步入良性
發展軌道的一劑良藥。十八大報告將四者之間的關
係依次闡述為：
1.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與資訊化是經

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孿生子」，二者深度

融合是產業升級的方向與動力；

2.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蘊含巨大的內

需潛力，是現代化建設的載體，是實現工業化的

強力驅動器；

3.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　協調。「倉廩實、天

下安」，農業現代化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基

礎和重要支撐，把好耕地紅線、打牢農業基礎、

確保糧食安全是發展的堅實根基。

4.統籌推進「新四化」需要平衡好多方面關係，而

改革創新依然是根本動力。在企業、財稅、金

融、價格、戶籍、土地管理、社會保障等制度方

面進一步突破，釋放出持久動力，才能真正迎來

發展的春天。

總之，「新四化」強調的是四者之間相互支撐、
互為動力，從而形成新的發展引擎：工業化創造供
給，城鎮化創造需求，工業化、城鎮化帶動和裝備
農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為工業化、城鎮化提供支
撐和保障，而資訊化推進其他。因此，促進「新四
化」在互動中實現同步，在互動
中實現協調，才能實現社會生產
力的跨越式發展。

城鎮化是「新四化」的重中之重。李克強強調，
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
化品質，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走集約、

節能、生態的新方
向，不能人為「造
城」，要實現產業發
展和城鎮建設融合，
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
鎮。要為農業現代化
創造條件、提供市
場，實現新型城鎮化
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
成。

透支紅利換發展 得不償失

傳統城鎮化實際上只是人口遷徙，以透支資源環
境紅利、土地紅利與人口紅利為代價換來經濟發展
的同時也引發了很多社會問題。當前，中國經濟社
會結構中最大的問題是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明顯，甚
至連城市內部也出現二元結構的隱患，資源型城市

和礦區尤甚。而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要讓進城農
民、務農農民和城市貧民都能夠通過「人」的提
升，共用基於平等的社會公民身份的福利與權利。
可見，城鎮化已超出經濟領域的訴求，成為觸及整
個社會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它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經
濟發展戰略、土地利用與戶籍制度改革、利益表達
機制、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等問題。

政府參與 發展城鎮化

有觀點認為，城鎮化過程有自身的邏輯，其依托
於經濟發展，形成於建設開發，成長於社會服務，
優化於持續提升，因此要依靠市場力量來推動，行
政力量不宜過多干預。然而，中國城鎮化面臨的現
實問題是，其啟動便是源於行政力量出於自身意圖
的強行運作所致，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盤根錯節的
利益格局將其進一步套牢。因此，在新型城鎮化
中，政府需要參與，在頂層設計上發
力，破除利益壟斷，有意識地引導合
理布局與規劃，為市場力量發揮作用
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礎。

十八大闡述「新四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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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近 平 在 成

都雙流縣三星鎮

南新村聽取統籌

城鄉發展情況介

紹。 資料圖片

■成都正在實施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兩化」互

動、統籌城鄉總體戰略，致力於打造「西部經

濟核心增長極」。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