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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战略，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乡村振兴

和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流动，探究乡村振兴与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受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和基础服务配置不合

理、资源要素流动性不足、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因素制约，因此，根据分析制约因素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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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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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
ban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flow of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
z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finds tha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unbalance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basic services, insufficient liquidity of resource elements, prominent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problems, etc.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constraint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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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1978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

仅为 17.92%，城市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共有 18 座，通过改革开放，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截止到 2021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 63.89%，与十年前相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14.21%。通过数据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镇化率翻了近三倍，城乡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是我们取得的伟

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城市和乡村的主从关系，导致乡村的资源大量的流出，乡村的发展与城市

发展还相差很大，因此，如何协同乡村振兴和新城镇化两大战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打破城乡发

展壁垒，消除城乡割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2.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内涵 

(一) 乡村振兴战略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主要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

的问题打破城乡分割，农业农村衰败和发展停滞的格局。乡村振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1]，振兴农村的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等，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

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二)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涵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中强调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推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2]，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切实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重塑新型城乡关系[3]。新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以人为核心，主要体现在

城市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接纳和包容，使得更多的农民落户城市，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其二是围

绕提升城镇化质量，而不是简单扩大城镇范围，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

面的转型[4]，形成新型工业化，通过工业融农业、科技促生产，最终实现“四化”同步的高质量发展。

其三是强调绿色、低碳，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实现生态发展，坚守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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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化传承四大原则。近几年国家出台多份文件，强调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

城镇化双轮驱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5]。2020 年，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两新一重”建设，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发展，工农互补，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乡村振兴

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二者皆为促进城乡发展，但二者有一定差异化(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表 1.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差异化对比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提出时间 党的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党的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总体要求 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阶段目标 
2020 年，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

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镇

化机制不断完善。 

2020 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2035 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

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 年，乡村全面

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战略关键 以人为本，实现产业、人口、十地、会、农村

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

面振兴。 

实现路径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

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官居的美丽乡

村、数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

系、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政策体系。 

来源：作者根据历年政策整理所得。 

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义 

(一) 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 
城乡融合发展，包含乡村和城镇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促进乡村发展，新型城镇化，主要是

提高城镇质量，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两种有效手段，促进城镇和乡村共同发展，

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撑，新城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两个战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这两

个战略实践中能够有效促进乡村和城镇之间的要素流动，引导资金、先进技术、各方面的人才等向乡村

流动，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动力，其中资金、先进技术、各方面的人才来源于城镇，有利于乡村产业体系

的形成；乡村振兴通过一些举措的实施，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渠道，提高了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了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为提高城镇质量提供了支撑，由此可见，这两个战略都是为城乡融合发展而服务(见图 1)。 
(二) 是破解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能有效破解矛盾，一方面，随着城乡产业的

融合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随着城乡产业、基础设施等不

断的发展，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得到满足，可以享受更好的环境，更便捷的服务，更丰富的文化，

能够有效的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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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图 1.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系 

4.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 流通要素分析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流通要素是人、钱、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抓住三个字

——人、地、钱，人地钱三种要素也同样关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人”要素来

说，不仅需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丰富农村劳动力资源，鼓励大学生、商人回乡创业就业，还需要城镇

的高级人才“下乡”，投身于农村的建设中，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地”要素来说，农民依靠

土地生存，因此，需要政策扶持，需要土地政策的长期稳定，保证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同时，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土地流转，为城镇建设、产业发展提供土地支持；从“钱”要素

来说，农村要发展要振兴，是需要大量的钱的，因此，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持还远远不够，还需各个金

融机构的支持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关于新型城镇化，从“人”要素来说，以人为中心，农村大量的

人口长期生活在城镇，这些人虽然长期居住在城镇，却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从“地”要素来说，新

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合理规划，结合乡村提供的土地合理统筹，减少对耕地的占用；从“钱”要素来说，

很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在城镇取得收入，却在农村市场进行消费，这就导致城镇创造的钱没有回流到

城镇中，需要促进农民的资金和资产流入城镇，实现农民带产入城。由此可见，人地挂钩，人钱挂钩，

人地钱三要素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流通要素。 
(二) 内在融合机理分析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皆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手段[7]。根据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对二者

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在产业兴旺方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的产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发展，

需要更多先进的农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的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农村产业的发展，可以为

城镇输送更高质量、更多种类的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促进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城镇化质量得到提高，

产业竞争会更加激烈，为拓宽市场，会延伸到农村市场，这便给乡村带来了优质的技术、管理、资金等

资源要素，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动力。在生态宜居方面，乡村是城镇的天然生态屏障，并且可以为城镇

提供特色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如农家乐、观光旅游、康养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秉持绿色低碳发展，这种

理念会带给乡村，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改变农村高污染生产生活方式，此外，城镇拥有较先进的

污染治理技术，可以加强乡村的环境治理。在乡风文明方面，农村拥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与

城镇的文化相交融，能够增添城镇特色，留住乡愁；城镇可以为乡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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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步变得丰富多元，也使乡村特色文化在更多人展现出来。在治理有效方面，提倡农

村由农民自己治理，发挥农民主人翁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基层治理格局，为加强和创新城

镇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区域环境；城镇中的优秀干部到乡村去，会给农村带去新的理念，有利于乡村治

理体系的建设，在生活富裕方面，农村有了产业，农民的收入渠道得到了拓宽，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对高质量的生活更加向往，加速了农民进城的速度；城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断向乡村

扩展，满足了农民的需求，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为共同富裕目标而努力(见图 2)。 
 

 
Figure 2.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图 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 

5. 制约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 

(一) 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 
产业是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融合[8]，虽然近几年，产业融合有所

发展，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产业类型单一。西部地区在农业产业类型上比较单一，仍然以传统

的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乡村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规模不够，农村新兴的产业，生产标准滞后；二是产业

链太短。当前西部地区的农村主要是对农产品进行粗加工，没有进行产品价值链延伸和产品附加价值的

开发，产业链较短，因此，也制约了农业与餐饮、旅游等产业的融合。三是现有的农业园区缺少特色。

产业相关度不高，而城镇主要以第二、第三产业以及新兴产业为主，对农村的产业的辐射作用有限，没

有真正形成城乡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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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乡公共资源和基础服务配置不合理 
城镇和乡村的公共资源和基础服务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面，一是日常生活基础服务，现代

化基础设施建设匮乏，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服务、污水处理服务等得不到保障，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 83%，而城市供水率为 95%，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68%，农村交通、通信等

方面和城镇是无法相比的；二是教育水平，农村各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城镇好，难以留住老师，尤其是西

部地区，乡村严重缺少教师，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城镇；三是医疗保障，农村卫生室或者乡镇医院接存在

医疗设备不先进、医护人员不足、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在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率，但是城乡公共服务的不平衡问题，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 
(三)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性不足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性不足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是人口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的不

同步，严重损害了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权力，阻碍了农民向市民转化进程，持有居住证的农民不能和城

镇户口的市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二是土地流转，大量的人员入城务工，农村空心化严重，由于市场

化流转机制不健全，以至于农民的宅基地没有公允的市场价值，无法充分发挥抵押和担保的功能[10]，农

村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此外，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土地制度也不够完善，农村发展缓慢；三是资本流通，

城乡二元结构刚性较高，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城乡金融发展差异明显，金融服务主体单一，现有金融产

品与农村需求匹配度不高，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存在长期资金短缺问题。 
(四) 城乡生态环境问题依旧突出 
马长发通过调查发现生态环境脆弱，环境问题严峻等问题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发展[11]。人们的方方面

面都和生态环境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虽然近年来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生态

环境问题依旧突出。一是西部地区城乡饮用水质量不达标，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产

业结构的布局、城乡环境污染严重，如贵州省的水资源在全国排名第六，但是全省多为喀斯特地貌，这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水质变硬，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损害；二是城镇环境治理能力不足，大部分城

镇排水系统不完善，污水处理技术不够先进，导致城市经常出现雨水漫城、雨污混排的状况；三是农村

垃圾和农业污水处理困难，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村垃圾难以集中处理，存在就地焚烧、直接倒入

河中等现象，农业污水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出，大量的废弃物不能有效的处理和循环利用。 

6. 加快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 建设城乡融合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振兴是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新格局下，加快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一是抓住

现代化农业发展契机，建立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引导适合当地农村发展的企

业到农村去，推动农村产业体系的形成，促进遥感、大数据、5G 等先进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改变农业

传统的生产销售模式。二是促进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

农产品进行精加工，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发展，加强农村新业态的发展，积极探索新

模式，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健康养老相结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价值。三是依据当地资源优

势，发展特色农业。加大对具有特色企业的扶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二) 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这些方面也是农民较为关注的，缩小城乡

居民公共服务差距，需要改善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全面覆盖公路、水电、网

络、垃圾中转站等。二是完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体系，完善乡村教师选拔机制，提升乡村教师的薪资待

遇，把教育资金向农村倾斜，吸引教师留在农村，加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化教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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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三是完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鼓励医护人员下乡，更新乡镇医院的医疗设备，

改善村卫生院医疗条件，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制度。 
(三)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乡村振兴需要城镇提供优质要素，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乡村提供要素支持，因此，应促进城乡要素

双向自由流动，破除影响要素流动的难题。一是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转移，完善就业

制度，逐步减少户籍限制，促进农民在城市落户，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强城镇承载力；

二是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充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建立城

乡建设用地价格机制，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发展活力。三是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服务

和资金支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和农村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促进更

多资本流向农村。 
(四) 建立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美好的家园需要人们共同维护，因此，需要认真处理生态问题。一是完善城乡环境治理体系，加快

科学技术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应用，通过科技推进传统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二是完善生

态监管制度，制定各项排污指标，落实监督责任，对有违反生态保护的企业，进行严厉惩罚，把生态保

护归入政务考核中。三是提高保护环境观念，改变消费模式，提高农民对生态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生

态文化，科学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垃圾，自觉对垃圾分类；探讨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付费处理制度，

创造出好的人居环境；全方位、多途径提高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真正实现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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