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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1_E7_BB_9F_E7_c67_293566.htm 在苏州，城市和农村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论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农民，他们的

幸福都是一样的。这些幸福折射出了近年来苏州在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实施城乡统筹的发展脉

络，无论是经济发展、城乡建设，还是百姓生活，处处展现

出“人间天堂”的和谐乐章。 经济发展：县市全部进入全国

百强县前十位 在享受医保、老保、征地保养等各种社会保障

的时候，苏州农民心里明白，在这背后有苏州厚实的经济实

力作为强力支撑。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经济是根本；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前几年，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

出发，苏州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统筹城乡发展，逐步

形成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的发展格局。 追溯历史，坚持城乡

协调发展始终是苏州一以贯之的方略。到了2006年，苏州全

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5.5%。人均生产

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按现行汇率折算超过1万美元；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00.2亿元，比上年增长26.3%；所辖5个县

级市全部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前十位。 苏州工业

化发展中，在乡镇工业基础上形成的以工补农、以城补乡、

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经验，如今已成为苏州科学发展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理念。如果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是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转折，开发区和开放型经济的

发展是第二次转折，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

统筹、“三农”与“三化”的互动并进，将是苏州发展史上



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功能布局：既保持优美田园风光，又呈

现和谐现代文明 口袋里有了钱，和谐还需要生产生活环境、

社会管理形态的提升。 苏州农村工业的发展，大量国际资本

快速在苏州城乡集聚，客观上启动了苏州农村的城市化建设

。同时，更催化了苏州城市化的城乡联动。2003年，苏州市

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明确提出

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构建起以特大城市（苏州中心城市

）为核心、中等城市（5个县级市城区）为枢纽、小城市（10

多个中心镇）为基础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区域城市框架。

到2006年，苏州整体城市化率已提高至65.1%。 在去年苏州市

委、市政府推出并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行动计划”

中，苏州更是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要把农村的社会形态推

进到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中。在空间形态上，苏州的城

镇要更像城镇，农村更像农村；在社会形态上，使苏州农村

既保持鱼米之乡优美的田园风光，又呈现先进和谐的现代文

明，在城乡统筹中，逐步把苏州农村建设成为功能区域分明

、产业特色鲜明、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基础设施

配套、农村社会文明、镇村管理民主的苏州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农村。 “三集中”，或许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苏州的城

市化进程和实践。根据苏州总体规划和当地的具体情况，苏

州各地农村开始积极推进“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户向居

住小区集中，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于是，一个个现代化

的工业园区取代了“村村点火”，一个个配套齐全的居住区

让农民感觉像住进了花园，一片片农业设施大棚产出了倍增

的效益⋯⋯从2004年开始，常熟就启动了200个集中居住区规

划，计划在12年中分批将分布在10588个自然村落中的20万户



农民搬进新社区，既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又能节约10万亩左

右的土地。 社会保障：看病、养老、就业有了保护伞 和谐社

会归根到底还要体现在老百姓高质量、没有后顾之忧的日常

生活中，尤其是正快速步入城市化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质量

是社会和谐的一面镜子。 看病、养老和就业曾经是农民的“

三大心病”。为让苏州农民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安心，

在实施城乡统筹中，政府比农民想得更周到，一项项逐渐完

善、逐渐完成城乡对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农民进城的有力

保护伞。 2004年3月3日，昆山的一个普通农村里，爆出了一

条让世人刮目的新闻：在周市镇市北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

民张燕君拿着刚刚领到的医保IC卡，开始了自己70岁生涯的

第一次“刷卡”看病经历。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昆山31万多

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也可以刷卡看病了！张燕君老太太更没想

到的是，她这一刷卡的报道，被评为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可见，城乡医保统筹的典型意义有多大！ 像城里人一样刷

卡看病，曾经是农民的一个梦。随着苏州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的逐步对接，这个梦正越来越清晰地变成现实。据来自苏州

卫生部门的消息，今年年内，苏州300多万农民将全部基本实

现刷卡看病。市民每人每年只要缴纳几十元的统筹基金，如

果不幸遭遇大病，最高可以获得20万元的补偿。 农民也有养

老金？在苏州，有！ 只要达到城市职工的退休年龄，苏州农

民也能拿着专门的银行户头领取养老金；如果是符合条件的

失地农民，原有的农村养老保障还可以置换成城镇职工养老

保障，和城市退休工人一样领取更高标准的养老金。 尽管有

各种社会保障作支撑，但是，农民扔下锄头后，最怕的还是

没有工作。这一点，政府也替农民考虑到了。为增强就业能



力，让农民也实现无障碍就业，近年来政府免费为农民开办

了各类技术培训班。仅吴中区去年就培训了超过2.4万农村劳

动力，一年中全区实现就业的农民达1.1万多人。 成效：城乡

收入差距全国最小 从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外向型经济的迅速集

聚，苏州的经济发展之快毋庸置疑。快速发展的经济给老百

姓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收入明显增长。苏州农民人均纯

收入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也是

苏州城乡统筹、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成效。 美国著名经济学

家西蒙库兹涅茨早在1955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就指出：在经

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

“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

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

涅茨的“倒U型假说理论”。 纵观苏州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

的历程，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苏州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

小，并且保持了稳定的态势。2006年，苏州城乡居民收入之

比为1.99，远低于全国3.28、江苏省2.42的平均水平。苏州在

多年工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

都提高了几十倍，但并没有出现库兹涅茨所预言的倒“U”

型差异，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如果说，这样的奇迹是由于

苏州在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独特的路径选择，

那么更应关注的是，苏州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始终抢抓机遇，

选择了符合苏州发展实际的城乡统筹的实践路径。 苏州的城

乡协调发展可以用“三个最”来概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

国最小，农村经济实力全国最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国最

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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