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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8F_E6_B5_8E_E8_c67_469423.htm 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

动力是贸易和城市化，其中，大量过剩的农民转化为农民工

，为贸易生产和生产建设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推动了经济

的发展。随着粗放式的以"量"的积累为标志的发展方式接近

顶点，中国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这也是十七大报告中

主要讨论的问题。 无疑，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变，

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同时可能也意味着传统的加

工贸易和建筑(施工)业可能面临增长缓慢的问题，农民工就

业遭遇压力，也意味着中国年轻的城市化面临经济增长方式

转轨的难题。 城市化的主要逻辑在于：只有城市化才能根本

解决三农问题，即只有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才能建立

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国家。而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化只是通

过城市建设等解决了农民工的暂时性就业问题，而并未解决

农民入城定居。 导致农民工成为城市"候鸟"而非市民的因素

很多，第一个因素就是城市化建设发生异化，人为加速城市

化建设而非完善城市化的孕育，这主要是体现在一些地方政

府在政绩牵引和利益驱动下，力图通过城市形象工程的建设

形成可视的政绩，而随着土地价格的飞涨，以城市化发展还

会名正言顺的带来巨大的土地收益。 近代历史的城市化是工

业化的结果，但是，中国一些地方已有演变成为城市化而城

市化的趋势，这个过程的确提供了大量的建筑业、餐饮业等

岗位给农民工，但没有转换为市民身份，这种依赖不断重复

投资的做法还排斥了农民成为市民的可能。因为经济结构存



在问题，这种依靠贸易和投资的经济结构不具有可持续性，

且第三产业还需发展，因此，其提供潜在工作岗位的可能性

不大。而随着对环保和技术的要求主要提高，大量的高耗能

、低技术的乡镇企业、中小企业面临倒闭，农民进城务工的

机会可能会减少。其次，依靠地产业发展的城市化，推高了

房价而降低了农民入城的可能性。 由于国情不同，也使得中

国与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发展不同。在十八九世纪，欧美国

家首先对原始的耕作技术进行了机械化的改进，导致了农业

生产率水平的大幅上升以及农村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从而使

得过剩的农民以家庭的形式迁移到新兴工业化城市寻找工作

，农业生产也不会因为农村劳动力减少而产量下降。城市化

最根本的条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即农民可以自由迁徙，土

地可以自由交易，在这种的制度下，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或者城镇。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发

展城市化的情况不同。农田实施机械化耕作的规模也较小，

当大量农民进城后，必然影响农业产量。同时，当农民大量

进城工作而非成为市民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尤其是稀

缺的土地资源，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必须租赁住房，而在家乡

也拥有占有大量宅基地的院子。 随着城市化加快，耕地更多

得起到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生活的作用，即如果在城市找不到

工作或失业，至少可以拥有自耕的粮食而不至于饿肚子，由

于社会保障还需进一步完善，农民入城的门槛极高。可以看

出，决定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可以自由迁徙、健康

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可以增加

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而户籍制度更应该逐步改革。当然，新

农村建设也是一个暂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比如在



农村修建更多的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而提供给农民更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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