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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7_A0_B4_E8_c61_451272.htm 现在很多人的上下班

，就是城里与乡下之间的来来回回，尽管他们的积蓄在单位

所在的晋江市区购买住房已经绰绰有余，但他们始终安心住

在偏离市区中心的安海镇。 但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种

常态生活，已经成为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县域现代化发

展模本。一个被称为中国县域现代化道路的晋江模式新发展

课题，今年12月完成理论研究定稿。 "晋江模式新发展的实践

和经验，不仅对于建构中国县域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

价值，而且对全国2000多个县，有着不可多得的实践借鉴意

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表

示。 长期研究晋江发展模式的陆学艺认为，晋江通过工业化

、城市化、社会事业现代化，实现县域现代化的模式，具有

极强的复制性。"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在全国举办一些研讨会

来推广晋江的发展经验。" 打破二元分割 发端于工业化、发

展于城镇化的晋江模式，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

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专家，这段时间一直处在一种"发

现新大陆的兴奋之中。 所谓晋江模式新发展，是1992年撤县

建市后15年来的发展经验概括。之前，晋江模式一直是中国

乡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的代名词，与苏南、珠江、温州并称中

国乡村工业四大模式，不同的是，后三者当时分别以集体经

济、引进外资、个私经济为主。 虽然这几种模式现在都不同

程度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但也存在继续分化的一面，唯一

以县域经济形成的晋江模式，成为了正在探索中国县域现代



化道路的专家们的兴奋之源。 而晋江城乡差别不大的特点在

于，把649平方公里的市域都作为城市来建设，把城乡统一起

来规划。 "在国内其他城市，农民得花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买一个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城市配套带来的便利。"陆学艺

说，"但在晋江，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因为晋江的市区与镇

区城市化差别不大。" 这无疑是个极富研究价值的兴奋点。数

据显示，中国拥有2862个县和县级市，县域面积占国土总面

积的94%，人口占全国的70.41%，但生产总值只占全国

的56.31%。 换言之，县域没有实现现代化，整个中国就不可

能实现现代化。"在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下，中

国2000多个县域如何实现现代化，晋江模式的新发展给出了

有力的回答。"陆学艺说。 课题组同时认为，县域现代化是破

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推进县域

现代化建设，应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心所在

。 "晋江各街镇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经济、民生比较协调，

不像有些县市，发展比较好的只是个别乡镇，差距拉得很大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春光表示，"小城镇太局部，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而大城市

的辐射只能在中心城市的周边，还有更多的区域是无法辐射

到的，以县域为平台的现代化，比较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

和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对于缩小或者遏制城乡差距有着重要

意义。" 撬动本土资源 在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

民看来，晋江模式就是以乡促城、以城带乡进而实现城乡联

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探索和实践。 "城乡一体化不只是

外在差别的缩小，更是产业的互补、政策的平等和待遇的一

致。"杨益民说。 改革开放前还是农村建制的晋江，目前的农



业比重已经下降到3%以下，经济总量几乎平均3年翻一番，

虽然并非中国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县域，但其富有晋江特

色的是在于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 "晋江资源匮乏、基础薄弱

，工业化源自农村，起步于’三闲’，从’三来一补’过渡

，走出了一条依靠民营经济和产业集聚来提升工业化、带动

城市化的发展路子。"杨益民表示。 "三闲"(闲人、闲房、闲散

资金)、"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

易)带来的农村工业化，从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民营经济率先

探索、克难破障、走向成熟的历史。 "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

就没有晋江经济的崛起、社会的进步和体制改革的深化，也

就不会有城市化的加快、工业化的提升和现代化的实践。"杨

益民称。 虽然晋江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可以广泛

复制的经验是当地政府对民间资源、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三农"专家郭书田认为，晋江模

式新发展的成功，指明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如何通过工业化

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王春光举例:现在西部一些地区的民

工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闲资，准备返乡创业，这和晋江上

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情况相类似，只要当地政府有政策配套，

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民间资本。 "我们调研发现，有些地方的

政府只顾招商引资，忽略了本土资源的利用，事实上，本土

隐藏着很多发展资源。"王春光指出。 而在福建行政学院教授

黄陵东眼中，晋江对全国县域现代化建设最有价值、可复制

的经验在于，地域精神、企业家实践和政府善治三者相加大

于三。 "晋江的政府和企业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政府更注重

服务，并且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陆学艺表示，这表明，在

中国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强政府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模



式是可行的。 但强政府不等于"大政府"，而是正确处理好中

央"规范"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对民间经济的

放水养鱼和保护、引导。 由此，课题组从晋江的现代化实践

中看到的中国县域现代化路径是:农村工业化→区域工业化→

城市化→社会事业现代化→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课题组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重点、问题和矛盾主要在基

层县市和乡镇，一味地谈论撤乡并镇、撤镇并县、撤县并市

等，在实践上是无益的，而"强县扩权"以促进县域工业化和

城市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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