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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85_B4_E8_c61_646426.htm 前面已经提到，城市

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分离后的产

物，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

，而这一前提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1.第一前提本文来源:百考

试题网 城市是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地，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人口集中的地方。第二、三产业的出现和集聚，加强了生产

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不同产业构成在空间场所上的分

工，表达了经济结构上的进步趋势，造就了城市文明。也正

是这个分工过程，决定了城市不能生产农产品，城市人口所

需的粮食必须由城市外部的农业提供。来源

：www.examda.com 就整个社会而言，农业生产力创造农产品

的能力，除第一产业从业者自己及其家属所需份额之外，剩

余的粮食生产能力就是城市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所以，只

有农业发达，城市的兴起和成长在经济上才成为可能，正是

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的第一批城市都诞生在农业发达地区

，如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当然

，就一国或一个地区而言，剩余粮食的生产能力并不一定构

成城市化的前提。例如，历史上的英国在实现城市化的进程

中，是依靠其军事、政治力量及近代交通从国外得到自己所

需的农产品的。当代，靠军事、政治力量从外国征收粮食已

不可能，主要通过贸易方法获得，如日本通过国际劳动分工

，长期依赖进口粮食实现了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并不

意味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贸易而不是农业。因为整个世界第



一产业生产力是否有余力，乃是决定全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前

提条件。来源：www.examda.com 2.第二前提 农业生产力发展

，粮食生产出现剩余，仅凭此一点，还不足以导致城市的兴

起和成长。如果社会的全部人口始终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

话，城市现象还是不可能发生。就是说，农村还必须提供有

劳动能力的剩余人口，城市现象才能发生。 城市在农业发达

地区兴起，是因为剩余粮食刺激人口劳动结构发生分化，社

会中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显然，最初这

批劳动人口全部是由农业部门提供的，因为在人类经济的发

展中，首先进行的是维持自己生存的第一产业，之后才是为

第一产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第二、第三产业。来源：考

试大 第二、第三产业为农业提供了新工具、新技术，促进农

业经济发展，农村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和剩余劳动人

口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这个往复过程不断叠加上升，

城市化也就随之得到发展。 所以，农业只提供粮食，不提供

劳动人口，非农业部门就不能兴起；非农业部门不能形成，

城市也就不能产生。随农业生产力提高而造成的农业剩余劳

动力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第二前提。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工

业革命以后，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接连出现革命，50年

代以来又出现绿色革命和农业现代化，这些新发展大大提高

了农业的人口抚养能力。目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每一个农

民生产的粮食往往可以供养十几到几十个城市人口，使大量

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化。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现代化水平

很低，但由于农村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所

产生的农村剩余人口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因此，在实

践中，已无需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个前提对城市化的扼制



作用，倒是要考虑城市如何消化这大批涌来的农村剩余人口

。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11亿人的吃饭问题必须立足于

国内。但由于目前农业的生产条件还不可能提供大批剩余产

品，因此，城市化的第一个前提，即农业剩余产品的数量，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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