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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时即 始"设官将禁防者谓

之镇"(《魏书韩均传》)，市镇、集镇直到宋代才真正开始。

宋代高承所著《事物纪原》卷七《库务职局》："民聚不成县

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而直到近代，镇才作为

基层行政建制拥有相应的行政区域和基层行政组织。但从总

体上看，1949年以前这类城镇数量不多，名称不一，建制比

较混乱，中国还处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建制镇发展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调整时

期(1949～1957年)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百考试

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新中国成立

后，国家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当时实际情

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城市较多的山东、安徽等东部地区

撤销了一批小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底有24个小城

市撤销降格为镇，它们是安徽省的阜城、毫城、三河、当涂

、大通、宣城、界首、宿城等，以及山东省的石岛、羊口、

龙口等。1953年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些以粮食经营

为主的专业镇(如苏南地区吴江县和无锡县的一些米市镇)开

始衰落。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镇作为中国县辖基层政权

建制被确定下来。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经过多次变更和

整顿，其时全国有镇5400个，其中人口在2000人以下的镇

有920个，2000--5000人的有2302个，5000～113000人的有1373



个，10000～50000人的有784个，人口在50000以上的有21个

。1955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设置市镇建

制的决定和标准》，建制镇被规定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批准的镇，其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

％。1956年国家又对城镇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行

业公私合营，取消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个体

手工业者分别进入到集体合作商店的手[业合作社。农村商品

流通完全通过国营、集体和供销合作社经营的单一的流通渠

道，从而限制了一些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各省、市、自治区

根据这些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对已有的建制镇进行审查、

调整，至1958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被调整为3621个。把城市规

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二)衰落时期(1958～1978年)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问题的决议》，实行"

政社合一"的体制，一些建制镇被撤消而成立人民公社，出现

了新中国成立后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回落。与此同时，由于

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冲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村自

然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计划供销、产品计划经济等一系

列措施，加强了城市工业中心、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功能，

从而导致了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建制镇的停滞和衰落。尤其

在合作化、公社化以后，除公社驻地(集镇)有所发展外，其

余小城镇均处于萎缩、衰落之中。如无锡县原有建制镇48个

，1958年后全部撤销，使建制镇数锐减。三年自然灾害期

间(1960～1962年)，农业生产(主要粮食生产)大面积歉收，导

致全国范围内口粮短缺，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安排城市人口

就业和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城而带来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

，城镇人口增长过快，致使城镇居民粮油副食供应异常紧张



。其后，国家不得不采取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建制镇数量的

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的

社会经济状况发出《关于调整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

》，通过提高镇设置标准，规定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对不符合镇标准的建制镇一律撤销，划归人民公社领导。本

文来源:百考试题网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采集

者退散 1965年国家鼓励发展"五小工业"，促进了县城和一些

人民公社驻地集镇的发展。镇上的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

业、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都有一定发展，各类公共建筑如卫

生院、中小学校、邮电所、供销社、农机站、运输公司等相

继在镇上兴建，使街容镇貌有一定改观，但大部分小城镇由

于商品流通不畅而处于衰落之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

期(1966～1976年)，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盲目地下放一

批拥有城镇户口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到农村接

受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为适应"反修"、"防修"的需要，让一

批干部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地区锻炼成

长。此外，国家从"备战"、"备荒"的角度出发，大搞"三线"建

没，促进了内陆地区工业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上述诸

多政策的作用，"文革"十年间中国建制镇衰落的趋势有增无

减。据资料统计，到1978年政社分开恢复乡制之前，全国仅

有镇2687个，建制镇发展处于低谷时期。 (三)恢复时期(1979

～1984年) 在1979～1984年期间，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农村联

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城镇化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建制镇进

入了一个带有补偿性的迅速发展时期。1979年9月中共中央通

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有计划地发

展小城镇。进入80年代，首先，由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



勃发展起来，工业小区的建设促进了建制镇的发展；其次，

农村改革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

剩，加上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允许经商、务工、办服务

行、fp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带来了建制镇的繁荣；

第三，1984年11月国务院转发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

的报告》，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矿区、小港口、风景旅

游、边境口岸等地建制镇的发展。据公安部三局资料，截

止1984年底全国有建制镇6215个①，其中大于10万人的有21个

，5～10万人的有393个，3～5万人的1022个，1～3万人的3059

个，0．5～1万人的943个，小于0．5万人的777个。与1954年

相比，建制镇数量已经恢复到50年代水平，而且建制镇人口

规模有了明显的扩大，由50年代以0．2～I万人的城镇占主体(

约占建制镇总数的68％)变为以1～5万人的城镇为主体(约占建

制镇总数的65％)。 (四)发展时期(1984年以后) 1984年后，中

国建制镇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建制镇增艮的动

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带动国

民经济结构的整体变迁。1984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

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对建制镇的标准重新进行了修订：

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或总人口在20000人以下的乡，

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超过2000人的，或总人口在20000人以上

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或少数

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

口、风景旅游区、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000人

，确有必要，都可建镇。同时。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时，凡

是具备建镇条件的乡，撤乡建镇后实行镇管村的体制，也促



进了建制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建制镇的增长可划分为3个阶段

：①1984～1989年。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积极推进中国城

市化进程。据统计，到1989年，中国乡镇企业①此数不包括

市辖镇612个，暂缺人口资料的县辖镇497个。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

考试大 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14％增

至28％，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1亿多人，相当于过去30年间城

市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总和。而乡镇企业中新增就业

岗位的50％集中在县城和建制镇。乡镇企业发展积极推进了

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②1989～1991年。在这一阶段，由

丁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劳动收入迅

速提高，受国家大市场和整体经济形势影响，单位职工在乡

镇企业就业的成本迅速提高，全国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转化

趋缓，年均转移99万人，仅为前阶段的18％，因此，建制镇

增长速度也逐渐放慢。以山东省为例，1979～1988年问设建

制镇812个，平均每年设镇81个；而1989～1991年间仅设建制

镇62个，每年设镇仅21个。③1992年以后。由于国家鼓励发

展第三产业、非农产业发展，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进入一

个全方位大规模转移阶段，建制镇的发展速度也有明显加快

的趋势。据建设部村镇司资料统计，1992年全国建制镇13737

个(含1752个县城关镇)，是1984年的2．2倍。本文来源:百考试

题网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来源：考试大的美

女编辑们 概括新中国建制镇的增长，不难看出，它是个渐进

的城市化的过程。1954～1958年问，尽管中国建制镇数量

由5400个减为3621个，但其实质并不是建制镇自身的因素，

而是统一标准后产生的误差。据资料统计，自1949年至1957



年的9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

．4％，年平均递增率高达70．5％，城市化的速度是相当快

的。1958～1965年间，是中国城市化最快、起伏最大的时期

。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城镇人口从1957年

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13073万，3年中城镇人15净增31．4％

，事实上中国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大跃进"时期。1961～1962

年的3年自然灾害，从城镇居民口粮和就业角度又动员了

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使城镇人口数量基本维持

在1957年的水平。这种城镇居民返回农村，是城市化过快过

猛，与社会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所造成。1966～1976年问，由

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城市新增就业岗位极少，加上城

市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形成事实上的城市劳动力过剩，青

年就业困难，迫使采用知识青年上fff下乡、干部下基层锻炼

等措施以缓解城市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中国城市化过程也

处于停滞时期。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落实，

尤其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的高增长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中国分省区市镇人口

比增长状况看(表64)，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均快于建制镇非

农业人口的增长(图10)，可见中国城市的发展还要快于建制

镇的发展。据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并不存在

一个所谓的"反城市化"过程。 说 明：市镇人口比=城市非农

业人口／建制镇非农业人口。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百

考试题论坛来源：考试大 资料来源：(1)顾朝林：《中国城镇

体系一一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

建设部村镇规划司(1992年村镇建没简要汇总情况》。 (3)建设

部城市规划司《199：年全国市镇及其人口统计资料》。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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