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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9F_8E_E5_c61_293856.htm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

达程度、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我国,城镇化是改造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

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式,是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必要前提,

是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增加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发展、扩大投资需求、拓展

经济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对于节约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保护

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镇化水平,能够

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加快我国现代化

事业的发展进程。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加快城镇化进程,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作为本世纪头20年建设和改革的

一个主要任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城

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比较,差距仍然很大。发达国家城

镇化率达到70%到80%,按世界银行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统

计,中等国家的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也达到43%。我国的城镇化

率2003年才达到40．5%,而且地区差异很大,东部的城镇化率

为44．6%,中部的城镇化率为33．5%,西部的城镇化率为27

．7%。贵州的城镇化率仅为25%。因此,加快城镇化发展是西

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西部地区各级



政府把城镇化建设作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来

抓,实施城镇化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贵州省全省城镇化

水平由1978年的11．39%提高到现在的25%。今后还将加快城

镇化发展速度。根据贵州城镇化发展战略预测,全省每年的城

镇化水平将提高约1个百分点,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要达

到43%左右。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影响

城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政

府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以为只要提高城镇化就能繁荣经济,

从而互相攀比指标,大量圈占土地,搞标志性建筑,争取市镇升

级。一些地方大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有些地方不顾长远利益,不注重城镇的内涵发展,

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盲目扩张,随意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标准。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办工业园区、开发区、大学城等,大量征

用农民耕地,导致耕地锐减,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在城镇化

建设的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农民的土地被大量低价征用、

高价出让,土地增值的收益绝大部分为政府和开发商获得的现

象,农民得不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自身权益得不到保证。一

些地方片面追求以地生财,超强度开发,损害人居环境。有的地

方以促进市场化经济为由,将市政基础设施卖给私人经营管理,

无法保证居民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基本需求。一些地方超出自

身力量搞城镇建设,政府债务沉重,形成财政危机。一些地方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违反规划,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建设与自然资源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比较多。这些问题

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不少不良后果,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应当

及时发现,认真研究,尽快纠正。 当前要特别重视解决“经营



城市”中出现的问题。“经营城市”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

来不少地方城市领导关注的热点,许多地方争相效法实施。通

过几年的实践,“经营城市”产生了不少问题。在一些地方所

谓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一些城市政府从农民和居民手中

低价将土地征用过来,然后高价倒卖给开发商,政府从中得利.

或者低价出让给开发商,土地增值带来的巨大收益由开发商获

得。据长江三角洲地区测算,农地征用价格为每亩2．5万元到3

万元,而市场价格为每亩75万元到150万元,农民所得到的农地

征用价格仅为农地市场价格的3%。根据最近贵州省某城市土

地拍卖价格计算,政府拍卖3块土地,总面积3908平方米,成交金

额342万元,平均每亩成交价为58．26万元,以平均征地价格每

亩2万元计算,价差高达近30倍。据有关专家测算,近10年来,各

级政府通过征地从农民那里拿走的资金高达2万亿元。在高额

利润驱动下,大量的违法圈地征地现象频繁发生,造成严重的失

地农民问题,全国已有4000万的失地农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

“三无”(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农民。由于农民征地补

偿费和居民拆迁补偿费很低,加上一些地方截留、挪用征地补

偿费现象严重,农民和居民的损失得不到合理补偿,群众利益严

重受损。同时,过分的经营土地行为还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由于国有土地运营成了一些城市的重要财源,层层下指标、

定任务,“寅吃卯粮”,结果一方面使城镇缺乏可持续发展所需

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日趋减少,政府手中的土地存

量难以满足调控供需市场的需要,土地往往在开发商之间轮番

炒卖,增加了开发成本,继而拉高商品房价格,导致房价与居民

实际购买力严重脱节。这又会带来商品房滞销,开发商无力继

续投入,形成大量闲置房和“烂尾楼”,给银行造成大量呆账坏



账,增加金融风险。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树立和落实科

学发展观,深刻把握城镇化的目的和内涵,使城镇化步入健康发

展轨道。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城乡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把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放在首位。尤其是在处理土地和

房屋出让者、政府及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方面,必须贯

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方针,改革征地制

度和城市拆迁办法,切实尊重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土地房屋等

产权,维护失地农民和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要切实按照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要来推进城镇

化建设,通过推进城镇化来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扩大

消费需求,促进城镇和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

是为建城镇而建城镇,不能搞平面垦殖、盲目扩张、互相攀比

。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公共服务和管理型政府的精神

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性要求,强化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公

共管理、公共财政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切实在制度供给、规

范引导、基础设施、扩大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多做实事,而

不宜片面强调政府对城市的“经营”。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促进城镇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要立

足长远,增强预见性,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城镇发展规划

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防止超出土地承载能力和当地经济能力

的超强度开发,加强环境保护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节约和可持

续利用,节约土地资源,纠正滥占耕地行为。要着重城镇的内涵

发展,以较少的资源、较小的社会成本和投入推动城镇化的健

康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