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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问题探讨

胡 燕 洲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
,

是否应走城市化道路和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 当前我

国具备了城市化发展的条件没有 ?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

是创建现代化经济

新格局的重大课题
。

本文仅对此作一些初步探讨
。

当代世界经济
、

社会的发展
,

正经历着一个
“

城市化
”

的过程
。

毫不例外
,

我国也正在经

历这一过程
,

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

当前城市化的最显著特征
,

就是城镇数量的增

加和城镇人 口的聚集
,

而乡村居民点和农业人 口则相应减少
,
城镇的形态和分布的科学化

,

由无所不包的全能的
、

相互独立的城镇状况
,

转化为具有独特个性的
、

互相联系 日益密切的

网络城镇状况
;
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步城市化

、

现代化
。

城市是一个社会形态
,

它是以一定的空间和 自然环境为依托
,

高度聚集了生产对象
、

生

产手段和劳动者
,

并 以此为基础
,

形成包括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科学技术
、

人 口
、

自

然资源等诸因素的综 合有机体
。

现代城市在政治
、

经济
、

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
,

对 国

家的发展和富强起着 巨大的影响作用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 “

城市本

身表明了人 口
、

生产工具
、

资本
、

享乐和需求的集中 , 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

情况
:

孤立和分散
。 ”

城市的这种集中
,

能带来比农村发达的政治
、

经济
、

教育
、

科学
、

文化

手段和影响
,

能产生比孤立和分散高得多的效应
。

列宁曾经指出
: “

城市是经济
、

政治和人民

的精神生活中心
,

是前进的动力
。 ”

①无数事实都证实了革命导师们 的科学论断
。

我国的统计

资料也说明了这一点
。

到 19 8 2年底
,

全国二百多个设市的城市
,

辖区面积不到国 土 面 积 的

3 %
,

城市人 口只占全国总人 口的 9
.

18 %
,

但是工业总产值却占全 国的 73
.

7%
,

创造的工业

利税 占79
.

9 %
,

财政收入 占58
.

3%
。

同时还高度聚集了工业
、

商业服务业
、

文教卫生业
。

在

这些城市中
,

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6 3
.

2%
,

就业职工 占 5 1
.

9%
,

高

等院校在校学生占 9 3
.

1%
,

卫生工作人员占50
.

8%
。

城市已经成为不同区域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场所
。

由于城市地位和作用的显著
,

世界各国
、

尤其是

西方国家正在大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

解放三十多年来
,

我国的城市发展虽几经曲折
,

但总的趋势也在逐步上升
。

1 9 4 9年我国

大
、

中
、

小城市为 n 6 个
,

其中
,

10 0 方人 口 以上的特大城市为 6 个
,

50 一 100 万人 口 的大

城市为 8 个
,

20 一 50 万人 口的中等城市为 17 个
,

20 万人口 以下的小城市为 85 个
。

到 1 9 8 3 年

底
,

我国共有大
、

中
、

小不同规模的城市 2 89 个
,

其中
,

特大城市 20 个
,

大城市 28 个
,

中等城

市 71 个
,

小城市 1 70 个
。

城镇人 口 由 1 9 4 9年的 5 7 0 0多万增加到 1 9 8 3年的 1
.

4亿
,

占总人口的比



重由 194 9年的 10
,

6%提高到 1 4%
。

虽然我国城市有一定的发展
,

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相比
,

还有一个 较 大 的 差

距
。

据统计
, 1 9 5 0年至 1 9 8 0年

,

世界城市人 口 比重每年平均提高 0
.

39 %
,

而同期我国平均每

年只提高 0
.

13 % ; 1 9 8 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 已发展到 18
.

7亿
,

占世界总人 口的 42
.

14 %
,

同期我

国城镇人 口只占总人口的又3二 7

大
。

美
、

日
、

西德等国城市人 口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数
。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

其差距则更

全国人口捧教时比童
,

身前酥达百分之七十
、

八十
、

九

十左右 ; 1 9 8 1年统计
,

苏联城市人 口 占全国居民总数的“ % 以上
。

不仅如此
,

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城市发展的速度也超过了我们
,

如 1 9 7 9年印度城市人口占21 %
,

非洲城市人 口 占24 %
,

拉美城市人 口 1 9 7 5年已 占全地区人口的 39 %
。

我国城市发展速度缓慢
,

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

旧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
,

尤其

是近百年来又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

使我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

民族工业受到摧残
,

农村经济遭到破坏
,

城市的发展除沿海几个城市外
,

其余处于停滞和萎缩的状态
。

到解放初

期
,

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 %左右
,

其余 90 % 则为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
。

当时的生产力结构是以分散的
、

完全一牛一犁
、

肩挑手提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为主
。

国民经

济主体是落后的农业经济
。

这样一种生产力结构
,

使解放后我国城市化发展受到阻碍
,

这是

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历史根源
。

除此之外还有现实的因素
,

那就是
“

左
”

的思想的影响
,

使

得长期以来对城市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
,

人为地盲目地限制城市的

发展
。

到了60 年代以后
, “

左
”

的思想更为严重
,

一方面片面地理解和强调
“

消灭城乡差别
、

工

农差别
、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 ,

大搞
“

穷过渡
” ,

降低城市的标准向农村看齐
,

把

已经聚集在城市的工业
、

文教和卫生事业迁往边远农村
,

把本来比例就很低的城市人 口大量

下放到农村
,

变成分散的农民
,

严重地限制着城市的发展
。

1 9 6 1 年
,

全国城市已经发 展 到

2 0 8个
二

,

城市人 口已有 829 9 万
,

可是到粉碎
“

四人帮
’

的 1 9 7 6年
,

城市数量不仅没有增加
,

反而下降为 1 87 个
,

城市人 口减少到 7 5 0 6万人
。

马克思指出
: “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

而不

象在古代那样
,

是城市乡村化
。 ”

② 粉碎
“

四人帮
”

以前
,

我们正是搞了城市乡村化
。

另一方面
,

在城市的建设上
,

不按城市发展的规律办事
,

不搞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
,

不研究城市建设与

环境
、

资源的关系
,

不研究城市的生态平衡
,

盲目建设
,

导致城市畸形发展
,

产生一系列的
“

病变
” ,

使得难以整治和改正
,

这也严重地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特别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城市发展 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

它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
、

地理学家
、

建筑学家
、

环境学家
、

系统工程学家
、

生物学家
、

科学家和未来学家
,

等等科学

家和专家的注意力
。

这将有力地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

城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
、

社会分工扩大和生产关系改变的结果
,

即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

城市化不能超越 自身的规律变成人为的随意事件
。

人类社

会历史进程和研究表明
,

城市化是一个客观存在
,

它的发展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想象和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城市化需要一定的条件
。

马克思指出
: “

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
,

而且一看就知道
,

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
。 ”

③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实现城市化的首要物质条件取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

取决于农产 品商

品率的提高
,

即
“

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品的农产 品的数量
。 ”

④如果 农 业



劳动者所生
卜

产的农产 品只能满足 自己的消费需要
,

而不能提供剩余的农产品
,

那么实现城市

化是不可能的
。

只有提供较多的剩余农产品
,

,

才能解决聚集的城镇人口 的吃饭间题
。

从我国

目前的农业情况看
,

蚤然现代化程度还不高
,

生产力水平还较低
,

但是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

放活
,

农业劳动者的生产 积极性空前高涨
,

再加上实行科学种田
,

农业 已经能够愈来愈多地

提供剩余产品
。

19 84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已达到 4
.

07 亿吨
,

`

人均 占有粮已接近 8 00 斤
,

同时还能

够提供大量的畜
、

禽
、

蛋等
。

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了农民
“

卖粮难
”

`

的现象
。

农副产品商品率

的提高
,

.

有租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

其次
,

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化
,

即技术的分工
、

社会协作的程度
。

恩格斯指出
: “

当人们的

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

除了必须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
,

生产率的提高
,

交换的扩大
,

国家和法律的发展
,

艺术和科学的创立
,

都只能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
。 ”

城

市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

城市化的实现只能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
。

首先是农业的进

一步分工
。

列宁曾明确指出
,

农业人 口向城市转化规律的理论基础是
: “

第一
,

在于社 会 分

工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脱离 了原始农业
;
第二

,

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的可变资

本一般地说是减少了
。 ”

⑤农业的进一步分工
,

主要是农业生产阶段 以外的
,

即肥料的供应
,

种子的供应
,

农副产品的加工
,

畜禽的饲养
,

饲料的供应
,

农副产 品的销售
,

农机的使用和

维修以及农村服务等等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
,

聚集在乡
、

社实行专门的工业生产
,

形成新

的城镇
。

其次
,

是城市的进一步分工
。

城市分工的主要表现
:

( l) 把一些新兴的技术工业从

现在大而全
、

小而全的城市中分离出来
,

以这些新兴技术如 电子
、

生物工程
、

海洋工程
、

航

空
、

机器人等的研究和开发为目标
,

兴建一些新的技术集约城 市
。 1

( 2) 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和

城市基础设施从生产工作领域里逐步分离出来
,

日趋社会化
。

( 3) 生产领域里一些共有的生

产环节
,

如锻造 、 机修
、

电镀等逐步分离出来
,

发展成为独立的工厂
。

( 4) 一般技术和零部

件的生产
,

从现在的城市和大 中型企业扩散到农村的乡
、

社
,

建立新的乡
、

社企业
,

形成新的

农村城镇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这种分工在我国正在加速进行
。

农村中的各种专业户
,

乡
、

社企业如雨后春笋
,

城市工业企业和商业与农村乡
、

社企业挂钩
,

联营联销不断扩大
,

这将

有利于城市化的发展
。

第三
、

取决于劳动力 的状况
,

即取决于社会能否提供大量的可以流动的劳动力
。

现有城

市的发展
,

新城市的产生
,

都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作为后备军
,

只有大量的可流动的劳动力

的存在
,

才
“

给新的生产创造出需要
,

因而创造出成为生产的前提的观念上的内在 动 力
。 ”

⑥

随着我国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

在现有城市中
,

除了劳动力数 目的 自然增长外
,

还会有

为数不少的在业人员从企业中分离出来
,

支援周围地区的发展
。

而在农村
,

大量的农业劳动

力被游离 出来
。

目前
,

农村剩余劳动力 已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 4一 1 / 3 ,

有些地少劳多的地

方
,

剩余劳动力甚至占到 1 / 2以上
。

近几年来
,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搞活经济的政策
,

特别是对

长途贩运的肯定及鼓励农 民进城经商
、

办厂等政策
,

发挥了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

在许多经济

发达的地区
,

大批有了剩余时间和剩余资金的
“

自由人
” ,

除一部分居留农村从事工副业
、

建

设农村小集镇外
,

还有一部分自发掀起
“

进城热
” ,

初步打破 了过去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封

闭状态
,

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

第四
、

取决于交通运输的发展
。

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

而城市化的发展
,

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
,

必须
。

使交通工具随着 由此而产生的需要迅速扩充起来
” 。

⑦建国三十多年来
,

我

国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

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有很大增长
。

1 9 81 年
,

全国陆
、

水
、

空

运输线路总长度已达 12 5 万公里
,

比解放初期增长 6
.

7倍
。

目前
,

我国的交通运输业 已初步



形成以铁路
、

海运和长江航运为骨干
,

包括镶路
、

公路
一

、

民用航空
、

水运和管道五种运愉方

式的全国缘合运输网
。

同时
,

随肴交通运愉业的发展
,

~

邮电通信业也有很大的进步
,

现代通

信技术在全国得到应用
。 1 97 3年至 1 9 8 2年

,

全国邮电业务量年平均递增率为 1 5%
,

使信息在

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

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

第五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余以来
,

.

髓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
,

城乡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

提高
,

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
,

消费和市场的扩大
,

_

对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

进而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玲咫年
,

城 市 数 只 有

1 91 个
,

人 口为7舫叨人
,

距此 5年后的下9 8 3年
,

城市数为 28 9个
,

增长51
.

3% ; 人口 为 1
.

4

亿
,
增长了 76 %

。

五年增长的绝对量
,

超过了 1 9 4 9至 1 9了8草十年的总和
。

仅 1 9 8 3年一年
,

全

国就有 44 个县镇设立了市的建制
。

同时
,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生活水平的提高
,

。

农村

科技
、

文化事业也不断卑展起来
,

广大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伐有文化的农民
,

迫切要求
“

消 灭

农村偏辟状孕及其与外界隔绝的未开化状态
” ,

⑧ 一
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一成不变栖息

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珠状态中挣脱出来
。 ”

⑧他们要求享受城市文明
,

要求享用现伐科学技

术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
因此

,

一度趋于衰落的小城镇大量复兴
,

并产生了许多新的小集镇
。

以浙江为抓
, 1叩3年与 1 9 7 8年相比

,

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增加了 .2 55 倍
,

市场个 数 增 加 了

70 鱿
,

县级农村建制镇自19 8 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到 1 9 8 4年 6 月
,

短短两年的时间增加 1/ 4。

小城镇的发展
,

为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后备力量
。

另一方面
,

~

随着城市经挤政策的放宽
,

集体

所有制经济得到了发展
, 1 9料年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达 1 6 62 亿元

,

比19 81 年增长 51
.

5%
,

集

伟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也由1 9 81 年的2 1%上升到 1 9 8 4年的 23
.

5%
。

集体所

有制经济的发展
,

为城镇的发展广开了就业门路
,

使城镇容纳非农业人口的能力不断提高
。

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 30 0多万人
,

这几年将近80 %安排到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服务 行 业

工作
。 ` ;

上述表明
,

我国当前不仅已具备了进入城市化过程的条件
,

而且事实上 已走上了城市化

发展的道路
。

我们要认清这一事实
,

发挥社会主义斜度的优越性
, `

在生产力合理布局和国土

规划的基础上
,

做好各类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
,

根据生产力发展程度
,

有计划地调节和指导

我国城市化过程
,

使城市化稳步
、

顺利地发展
。 ,

三

我国城市化
畔

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烬? 从我国实际出发
,

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象资

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那样
,

盲 目向大城市发展 ,
.

而应该着眼于社会经济一体化
,

用系统论的观点作指导
,

建立大
、

中
、

小结合的城市体系
,

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
`

伞
”

状大系

统
,

国良经济就是这个
。

伞
·

的
·

轴心
, ,

大城市则是牵动
“

轴心
,

的各个
。

关节
, ,

中
、

小城市交

错的
、

均匀的分布在
“

伞面
”

上
,

整个
“

伞
”

随着国民经济这个
“

轴心
”

的运动而运动
。

第一
、

对于大城市的控制与发展
,

要视其综合经济效益而定 、 真正发挥大城市的职能
。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
,

存在这样的规律
,

即大城市的经济效益 , 般高于小城市
。

国外的

经济学家论证
,

城市的规模越大
,

经济效果越好
。

如
,

西德6 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

每人平

均总产值比 2 一 5 万人口的夕诚镇高
4 0% , 苏联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
每人平均总产值比 10

万人 口的小城市高42 %
。

我们国内的资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

15 个中心城市按人 口计算的

工业劳动生产率高出全国 2 20 个城市平均值的 l/ 礼这15 个中心城市全民工业固定资产及职工



人数不过占全国 1/ 3多一点
,

而实现的利润
、

税金却占全国的 5 1
.

6%
。

大城市科学技术水平高
,

生产设备好
,

云集着各类人才
。

因此
,

全国范围的城市化特别
一

是城市经济效益的提高是与大

城市的发展分不开的
。

大城市可 以在增强实力
、

提高水平
、

为国家提供更多积累的同时
,

向

周围地区和中小城市 (以至全国 ) 输送先进技术和装备
,

输送科学技术人才
,

提供必要的财力

物力
,

支援
、

带动周围地区和邻近的城镇共同发展
。

由于我国采取控制城市人口 特别是控制大城市人 口 的政策
,

解放 以来
,

我国大城市的人

口规模没有恶性膨胀
。

全部城镇人 口中
,

大城市人 口的比重比解放前还有所下降
。

尽管这样
,

中国现有大城市个数还是不少
,

城镇人 口中大城市的比重仍在 60 % 以上
,

远比其他大 国要高
。

由于人 口规模过大
,

给大城市带来一些
“

弊端
” ,

如大城市目前最令人头痛的住宅
、

交通
、 、

污

染
、

征地等问题
。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大城市的必然产物
。

事实上
,

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对这

些间题就处理得比较好
,

矛盾并不那么尖锐
。

而在我国
,

许多中小城市设施水平之低和困难

的严重程度
,

比之大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
。

所以说
,

这些问题有些是城市化初期所难免的
,

但更多的则是在过去
“

左
”

的思想指导下
,

重生产
、

轻生活
,

重基建
、

轻配套的结果
。

只要纠正
“

左
”

的思想
,

明确生产 目的
,

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
。

由此看来
,

所谓
“

控制大城市
” ,

不能理解为大城市一律不发展
,

而应该根据大城市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定
; 对

于尚有潜力的大城市来说
,

是一个究应如何发展
、

怎样真正发挥其职能的问题
。

因而
“

控制
”

的实质
,

应该是控制大城市人口膨胀和企业
“

过密
”

的问题
,

是减少大城市环境污染
、

交通拥

挤
、

住房困难
、

供应紧张等
“

弊端
”

的问题
。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

控制不过是
“

节流
” ,

其功效

是有限的
;
而建设则是

“

开源
” ,

其功效却是无 限的
。

所 以
,

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大城市控制

与发展的关系
,

在严格控制人 口规模的前提下
,

有计划
、

有重点的发展大城市
。

当前
,

大城市发展的计划性和重点
,

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就其分布而言
,

全国有

9 个省 (区 )没有大城市
,

无论按行政 区划或经济区划
,

这种分布都是不适宜的
。

恩 格斯 指

出
: “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
,

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
。 ”

L 我们最终要在

全国范围实现城市化
,

大工业
、

大城市没有这种
“

尽可能平衡的分布
”

也是不行的
。

二是就现

有的大城市而言
,

发展的重点在于改善功能结构
,

提高现代化水平
。

其主攻方向应是发展技

术密集型的工业
,

使产品向高
、

精
、

尖
、

出口方面突破
,

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

同时
,

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各地的具体情况
,

从有利于安排就业的原则出发
,

适当发展一些劳动密集

型的工业
,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还应当利用大城市人才荟萃的条件
,

加强科学研究和教育事

业
,

培养出大量有先进水平的科技人才
,

使大城市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

而且又成为

研究中心
、

人才输出和技术输出中心
,

在实现城市化这个
“

伞
”

状大系统 中
,

真正 起 到 牵 动
“

轴心
”

的
“

关节
”

作用
。

第二
、

搞好中等城市的建设
,

促进中等城市经济的发展
。

三十年来
,

我国建设了几十个

中等城市
,

使中等城市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而且和大城市不一样
,

中等城市

分布的范围较广
,

多数是省会和地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从职能上讲
,

中等城市介乎

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
,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

既可将大城市的科技
、

信息进行消化
、

结果
,

扩散给小城镇和乡村
,

又可将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需求
、

信息反馈给大城市
,

是城市化链条

的中间环节
。

一方面
,

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比较
,

在用地
、

住宅
、

交通
、

供应等间题上
,

虽然

也同样存在着矛盾
,

但相对来说其程度要轻一些
,

而且也比较容易解决
;
另一方面和小城市

相比
,

.

中等城市产业门类较多
,

技术和经济条件都有相当基础
,

各项城市设施也有一定的规



模
。

所以
,

中等城市既有条件避开大城市的
“

弊端
”

又可克服小城市的弱点
。

近几年来一些中

等城市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某些大城市的事实
,

就证明了中等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

英国经济学家 K
·

J
·

已顿曾论述过城市市政服务费用的
。
u 形成本曲线

。

和生产效率的

“

反 U 形曲线
” ,

郎市政服务费用在城市扩展之初是下降的
,

但在达到某种最低水平之后就开始

上升
,

这是一种典型的
“

U 形成本曲线
” ;
而合理的生产效率开始时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

,

后来曲线变平
,

最后
,

在达到最大的城市规模时
,

`

实际上趋于下降
,

这就是所谓
“

反 U 形 曲

线
” 。

看来这一论述是不无道理的
。

如在城市建设和维护费用上
,

根据儿个城市一九八 五 年

规划的粗略估算
,

城市的给排水
、

道路
、

桥梁配套工程的投资按人平均
,

武汉市为24 6元
,

黄

石为 2 88 元
,

襄樊为 21 1元
,

宜昌为 1 02 元
,

沙市为 1 00 元
。

而平均每人所需要的城市维护费用
,

武汉市为 3 5元 /年
,

沙市为 2 元 /年
。

可见
,

中等城市的发展
`

,

同样应当在适当控制城市人 口规模的前提下进行
,

否则
,

中等

城市膨胀成新的大城市
,

就会失掉其规模
“

适中
”

的长处
。

所以
,

在控制中等城市人 口规模上
,

浅们应该有先见之明
,

未雨绸缪
。

另外
,

中等城市的发展
,

要利用本地资源
,

因 地 制 宜 进

行
,

力争建设成为规模不大
、

效益很高
、

设施先进的
“

明星
”

城市
,

并带动周围的 城 镇和 乡

才寸
。

第三
、

加快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
,

包括建设现有的小城市和建制镇
,

以及开发一批新的

小城镇
。

小城镇是城镇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基础环节
,

它既有城市的职能
,

又处在农村
,

与农

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

是广大农村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中心
,

因而对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
,

农民生活的提高
、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人 口城市化过程
,

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

目前
,

全国有小城镇 3 2 0 0多个
,

其中有建制镇 2 8 0 0多个
,

未设镇的县城 3 70 多个
,

此外
,

还有农村集镇约 54
, 0 00 多个

。 `

把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建设好
,

能够进一步密切城乡联系
,

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和工农亚生产的发展
。

小城镇经济
,

特别是镇
、

乡办工业
,

不仅能为农村

就近提供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

而且还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筹集大量资金
。

如江苏省
,

近

几年来每年都从小城镇企业盈利中拿出相当于国家投资四
、

五倍的资金来用于农业现代化建

设
。

这表明随着小城镇的建设
,

必然使我国农村逐步实现工业化
;
伴随着农村的工业化

,

又

必然是农村小城镇的大发展
,

实现城市化
。

今后
,

不仅会有大量新的小城镇诞生
,

同时也会

有不少小城镇发展成为设市的城市
。

小城镇能够适应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

,

为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多 种 就 业 机

会
。

我国现有农业劳动力 3 亿多
,

如桌按罗马尼亚现在的水平计算
,

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 40

亩地
,

则全国 15 亿亩耕地
,

留下 3 75 0万劳动力就足够了
。

剩下近 3亿劳动力
,

出路在哪里 ?

不可能通过城市化而
“

化
”

到现有的城市中来
。

如果让 3亿农民进城
,

那么尚需新建 6 00 个 50

万人口 以上的大城市或 1 00 一 2 00 个 1 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

:

按现有 2 00 个设市的城市平均

占地规模算
,

要 占地 9亿多亩 (占我国现有耕地面积的 6。% )
。

若按每新增` 个大城市人 口平

均所需的生产性投资和生活性投资 6 0 0。元计
,

国家尚须投资 1 8, 0 0 0亿元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经济发展资金有限
,

人均耕地只有 1亩多的国家来说
,

这样做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
。

恩格斯

说过
: “

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
,

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
,

必须使他灯就在农

村中从事工业劳动
。 ”

@ 我国众多的小城镇
,

在全国星罗棋布
,

最接近农村
,

是密切大中城市

同广大农村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

如果现有的 3 2 0 0多个小城镇每个增加 王万人
,

54
, 0 00 多

个农村集镇每个增加 5 0 00 人
,

则 3亿农民已尽可容纳其中
。

因此
,

可以说
,

中国城市化的最



终实现
一

,

必然是以小城镇的发展数量和现代化水平为其主要标志的
。

当然
,

如此大量的离了

土的劳动力都
“

不离乡
”

是不可能的
,

其中必有相当一部分 向大中城市自然集中
。

过去我们主

要是用行政手段控制农村人 口 向城市流动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但也产生了一些不 良影响
。

今后光靠这个办法是不行的
,

而且终将是
“

控制
”

不住的
。

根本的积极的办法还在于发展小城

镇
。

小城镇建设好
,

有吸引力
,

既可成为挡住涌向大 中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

缓冲区
” ,

又可成为分散掉犬中城市土业过分集中的压力的
“

分洪 区
” 。

小城镇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规划
。

要严格控制发展耗能
、

耗电
、

耗原材料的制造业
,

引导到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和简单机械加工的行业及服务行业为主
。

城市大工业可以采取

多种形式和小城镇工业搞联营协作或加工订货
,

充分利用小城镇的 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
,

给

小城镇发展 以有力的支持
。

总之
,

我国实现四化要走中国式的道路
。

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走中国式

的道路
。

当前
,

我国已具备了城市化发展的条件
,

我们应该积极地
、

有计划有步骤地走上具

有中国式特点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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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①④⑤⑧

(上接 61 页 )

培电流所零要的时间短得多
,

因为后者用去了 19 0 0余年
。 ,

这就难怪科学家们格外喜欢类比推理了
。

发现行星定律的天文学家刻 卜勒说
,

类比推理

是
“

自然奥秘的参与者
”

和他的
“

最好的老师
” 。

就连极端贬斥形式逻辑的哲学家黑格尔也不得

不说
: “

类比的方法很充分地在经验科学里 占很高的地位
.

而且科学家也曾依这种推理方式获

得很重要的结果
。 ”

⑧的确如此
,

类比推理不仅是科学假说的开端
,

而且是模拟的逻辑基础
,

即不仅是发现的方法
,

而且是发明的方法
,

诸如卢瑟福的原子模型
、

米勒揭开生命起源之谜
、

施旺发现动物细胞有细胞核 以及
“

电子警犬
” 、 “

电子蛙眼
” 、

电脑
、

用于火箭和飞机导航的振动

陀螺仪等等
,

无一不得益于类比推理
。

总之
,

类比推理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

可以启发思想
,

开阔思路
,

起到 由此及彼
、

由表及里
,

举丫反三
、

触类旁通的作用
。

擅长于

类比推理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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