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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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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之举。新型

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源、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

的基础和支撑、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人口规模巨

大、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群体间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短板等

现实困境。要想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在突破路径上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群与县

域城镇化发展，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

村，完善县域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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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城镇化水平由 1978年的 17.92%增长至 2022
年的65.22%，城市和城镇常住人口由1.72亿人增长

至9.21亿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不仅成为中国经济

的有效支撑，同时也成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与此同时，2022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

为 47.70%，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17.52 个百分

点。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下半场，提升城镇化质

量成为新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

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指明了

方向。

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

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正式提出后，更是掀起了一波

研究热潮。一是着重阐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有

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以追求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目的在于满

足城市居民包括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各类生产生

活需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钟万玲，2022），实现

“人—产业—城市”的融合发展（谢锐等，2018）。二

是强调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新型城镇化不仅可以

发挥人口与经济的集聚效应，通过完善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还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病”

（杨卫忠，2018；李强等，2017）。同时，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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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沈实等，2023）。三是探究新型

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涵盖政治、

经济、社会的复杂的综合系统，需要协调好政府、市

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辛宝英，2020；辜胜阻

等，2009；李强等，2012）。与此同时，加快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进程，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黄群慧，

2022）。一些学者从微观视角出发，针对人口流出

城市（陆铭等，2023）、欠发达地区（刘赫等，2022）、

东中西部地区（蒋正云等，2021；杨佩卿，2020）、各

省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等，2021；尹君锋

等，2023）等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诸多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

下，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一

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城镇化是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现有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展开了深入

的分析，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鲜有关于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研究。理清新

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逻辑关系，对于

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明确中国式现

代化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基于此，在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中国

式现代化的概念与历史沿革，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然后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与中

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接着对新型城镇化面

临的现实困境进行探讨，本文最后研究了以新型城

镇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辨析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1979年邓小

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012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

阐述；从 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到 2013年《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我国

现代化与城镇化总是一脉相承。新的历史发展阶

段，如何正确理解“城镇化”与“现代化”、“新型城镇

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对于把握现代

化发展规律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坐标中推进新型城镇化，

首先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即

“是什么”的问题。现代化起始于西方，主要是指现

代以来一种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经典现

代化理论（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2012）、后现代

化理论（丹尼尔·贝尔，2018；Inglehart R，1999）、第

二次现代化理论（何传启，2003）等，第一次现代化

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则

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

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带领下才开始现代化的探索，1954年一届人大首

次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

现代化”的任务，1963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我们要

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

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同志

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

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

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被首

次正式提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四化”，

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是对

过去“四个现代化”的继承，也是与时俱进根据新时

代发展要求所作的调整，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向前

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

涵。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

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系统回答了中

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深入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引。

从内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属性（虞

崇胜，2023）。第一是现代性。在现代化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出一些新的社会特征，其与传

统社会特征普遍相背离，所以被称为现代性，包含

了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方

面的全面升级。新中国成立后，从提出“由落后的

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到“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

文化的现代化”①，从只强调经济现代化到实现全面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虽然曲折，但基本方

向是日渐明确的，精准地把握了现代性的基本属

性。第二是中国性。西方国家现代化大多经历了

200多年的时间跨度，是先实现工业化，再依次实现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发展过

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

1/2到 2/3左右，发展时间高度压缩，意味着中国现

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保持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概念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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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

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国情

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浓重的中国色彩。第三是世

界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发展做出了历史性

贡献，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历史演变格局，体现

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国

家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中国式现代

化的成功实践表明，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历史过程，与社会制度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条件

关系，也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

（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追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为波

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但无论是政界还

是学界，对于城镇化的概念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存在错把城镇化的外延当成内涵、语义不清等现

象。例如，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大搞城市和城镇建

设，也就是“造城运动”，也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把

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于是就有了“农村

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说法，凡

此种种，都是混淆了城镇化的本质，曲解了城镇化

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古代，“城”是指“有巨大的城墙环绕

着”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主要功

能是防御外敌，城内聚集了一定的人口，但并无产

品和商品。“市”是从事交易的场所，最早的“市”在

“城”的外面，后来随着“城”的发展，“市”开始进入

城内，但也只是在指定范围内活动，“城”与“市”是

两个分割的概念（洪晗等，2021）。随着工业化的推

进，“城”与“市”开始逐渐合并，发展为现代化城市，

既继承了行政中心的功能，也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

心。城市居民是居住在城市、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

的居民。西方国家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不论

大小，凡是农村以外的地方都是城市，而中国在城

市之外还有众多小城镇。所谓城镇化，就是随着工

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

或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农业人口变成事实上的非农

业人口，简单来说，就是“农民进城”。城镇化水平

用城镇化率来表示，也就是城市和城镇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占比越高代表城镇化水平越高，也就是

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城市和城镇人口的增加，

而不是城市范围的扩大、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强调“以人

为核心”，这并不是对过去城镇化内涵的否定，而是

一种扬弃，是基于城镇化概念基础上的升华，这种

升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平性，即不管是

外来人口还是本地居民都享有平等的社会身份、均

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同等的向上流通机会等。二是

均衡性。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是为了实现城乡均

衡、区域均衡，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部分地区的城

镇化转向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实现大中小城市协

调发展的城镇化。三是包容性。新型城镇化允许

和鼓励差异性的城镇化发展策略，不再拿一把尺子

衡量所有的城市。四是持续性。即放弃高耗能、高

污染、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高效益、低污

染、低消耗、低投入的集约型发展方向转变。

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起步较早，18 世纪 60 年代

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使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由传统农

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按照诺瑟姆对城镇化发展

阶段的划分，第一次现代化对应诺瑟姆曲线中城镇

化发展的初期和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中叶后，以

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趋使工业社会向

知识社会转型，开始了第二次现代化转型，对应诺

瑟姆曲线的城镇化后期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意义

上的城镇化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目前正处于第

一次现代化进程叠加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

点上（见图 1），既要借鉴西方国家在第一次现代化

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面对第二次现

代化转型的新形势，可以说是世界城镇化历史中的

全新类型。

二、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新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的提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完美总结，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所在。新型城镇化与工

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

分，“新四化”同步发展，既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

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源

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历史，城镇化主要受

“推力”和“拉力”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互相促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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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其中工业化是城镇化目

标实现的主要动力，也就是实现城镇化的“拉力”。

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城镇化起源于近代的

工业革命，工业化使城市从以政治管理和军事防卫

为主要功能，转变为以工业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的

经济中心，职能的转变使得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大大增加，加快了城镇化进程。1851年，英国的城

镇化水平已经超过 50%，随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

家也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相继开启了城镇化进

程。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方

式后，提出“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象闪电

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

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②，认为工业

的出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也就是说，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之源，城镇化也是工业化的

必然结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当城镇化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实现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分离

也离不开工业化的支撑，“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

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乡分离的条件”③，“城市和乡

村的对立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

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

共卫生事业的需要”④。可见，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

现离不开工业化的动力支撑。

（二）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人口约11亿人，而城

镇化率只有 26%左右，农业生产还相当落后，全国

人民靠“8亿农民刨黄土，8亿农民搞饭吃”，每年还

要进口粮食才能满足供给。在这样的生产效率下，

一个农村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 3—4 个人。

同期美国的农村人口占比仅为25%左右，一个农村

劳动力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约70个人，每年生产的粮

食50%出口，同期日本的农村人口占比也仅为23%
左右，还出现了很多“星期天农民”，除小麦需要进

口外，大米、鸡蛋、奶酪等农产品除供本国居民食用

外还有富余。而这种差距归根到底在于当时我国

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需求缺口大和农业

生产技术的落后，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受困于土

地，无法进入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农民进城

务工经商还要自理口粮，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随

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机

械、化肥、农药、种子等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效率

大大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农

图1 现代化进程中发达经济体城镇化和中国城镇化历史轴线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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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农耕生

活，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和城镇转移，以期获得更

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质量。马克思指出，“超过

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

基础”⑤，“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那末很明显，从事加

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

为‘自由人手’） 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

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⑥。马克思认

为，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并能够产出剩

余产品时，才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实现分工，

农村人口才有可能进入城市或城镇。因此可以说，

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目标实现的基础和支撑，也就

是城镇化的“推力”。

（三）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重要手段

新型城镇化需要加快信息化与城镇化的融合，

信息技术的产生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城市经

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提高城市资金、土地、劳动

力、技术等要素的高效利用，优化经济要素的空间

配置，提升城市的发展品质和竞争力，对于产业发

展、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受困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

格斯并没有针对信息化做出专门阐述，但是非常关

注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

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

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

上的应用”⑦，认为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生

产效率，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与支撑，并且认为，在未来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科

学技术水平将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

以发展、运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

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⑧。与此同时，信息化使得先进

技术由城市传入农村，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

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民可以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提升收入水平。因此，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

现代化都离不开信息化的带动，同时又反过来推动

信息化进程。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2022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

需要理性看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一）人口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基本国情，根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已超过14亿人，以占全球

7.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18%的人口。2022年我国

城镇化水平已经突破65%，按照城镇化水平75%—

80%的峰值来计算，还有10%—15%的提升空间，这

也就意味着，未来还有 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市或城

镇，最终我国将拥有10亿多城镇人口，成为世界上拥

有城镇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新型城镇化的

推进，不仅意味着空前的资源环境压力，对城市管理

也是巨大考验。从区域层面看，由于区域发展不平

衡，农村富余劳动力往往选择跨省流动，由欠发达地

区流向发达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在

跨省流动人口中，东部地区吸纳了 9181万人，占比

达73.54%；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吸纳955万人、1880
万人，占比仅为7.65%和15.06%。从城市层面看，出

于利益导向的原因，相较于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往往

将目标选择在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发展前景、教育、

医疗等方面拥有更多优势的大城市。由此导致一些

大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承担过多功能，出现高房价、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欧美日国家主

要城市也经历过“大城市病”，如伦敦曾被谓之“雾

都”、东京出现过“水俣病”、洛杉矶出现过“光化学烟

雾”等，不仅加剧了城市负担，制约了城市发展，也影

响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

少，吸引力不大，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的规

模和跨度巨大的城镇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

所未有的，如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构建

合理的城镇空间格局，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

重大课题。

（二）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海岸线长，不同地区在自

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大差

异。2022年，北京的人均GDP为190091元，上海为

179401元，而甘肃只有 44986元，贵州为 52348元，

青海为 60776 元（见表 1）。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东

中西部三大地带差距较大，2022年，全国平均城镇

化水平为65.22%，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 71.88%，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

42



61.25%，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只有58.81%。东部

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

期，城镇体系较为成熟和完善，而西部地区则处于

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城镇体系还很不健全，不仅中

小城市发展较慢，连大城市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有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分化

还会进一步强化。

（三）群体间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现阶段，我国城市和农村在居民收入和消费、

要素投入、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城乡

居民收入和消费来看，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49283元，农村居民为20133元，城镇居

民为农村居民的 2.45倍。由此使得农村居民消费

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16632元，城镇居民

为 30391 元，城镇居民为农村居民的 1.83 倍（见图

2）。从城乡要素投入来看，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我国形成了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和以传统

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经

济以分工明确的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工业与服

务业总产出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持续增长，而农

村经济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农业生产呈现

表1 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

三大地带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地区

北京

上海

江苏

福建

浙江

天津

广东

山东

辽宁

河北

海南

黑龙江

湖北

安徽

湖南

江西

吉林

河南

山西

陕西

内蒙古

重庆

广西

宁夏

新疆

四川

云南

青海

西藏

贵州

甘肃

人均GDP（元）

190091
179401
144475
126845
118830
118801
101796
85973
68515
56888
66845
50883
92170
73687
73498
71009
55033
62071
73686
82885
96496
90688
52215
69925
68526
67785
61736
60776
58269
52348
44986

城镇化水平（%）

87.6
89.3
74.4
70.11
73.4
85.11
74.79
64.54

73
61.65
61.49
66.2
64.67
60.15
60.31
62.07
63.73
57.07
63.96
64.02
68.6
70.96
55.65
66.34
57.89
58.35
51.72
61.43
37.36
54.81
54.19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15.87
25.66
45.48
47.22
42.70
37.02
40.93
40.05
40.57
40.24
19.23
29.24
39.53
41.27
39.41
44.77
35.41
41.51
53.98
48.62
48.54
40.15
33.99
48.31
40.98
37.28
36.16
43.92
37.73
35.27
35.22

资料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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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农业大规模机械化水平低，

农村人力要素聚集难，就业人数减少，再加上农业

产业项目风险大、周期长等原因，农村对资金技术

的吸引力有限。从公共服务上看，长期以来的城乡

二元结构，形成了公共服务上的巨大鸿沟，产生了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目前我国有将近3亿农业

转移人口因身份问题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

待遇，工资报酬不能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

长，社会保障缺失，子女教育受限，难以融入城市，

导致我国城镇化不彻底、不完全和城镇化质量低。

（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收入基尼

系数为 0.317，2008 年达到峰值 0.491，此后见顶回

落，维持在 0.46—0.47，2022 年为 0.47，中国收入差

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数高于 0.4这

一警戒线。缩小收入差距，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

依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将全国家庭人均

收入水平按照五等份进行统计，2022年包含20%低

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601元；中间偏下收入

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303元；高收入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90116元，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

低收入组高出 81515元，是低收入组的 10.48倍（见

图 3）。从 2015 年以来，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倍差有所缩小，但绝对差值一直呈上升趋势

（肖金成等，2022）。
此外，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距。

2022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14029元，分行业来看，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为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20418 元）。此

外，收入水平排名前三的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163486元）、金融业（174341元），最低的为住宿

和餐饮业（53995元），农、林、牧、渔业（58976元）以

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5478元）。2018
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

为 10.97倍，2022年下降至 10.48倍；2015年最高收

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为

49322.3元，2022年这一差值为81515.2元。虽然倍

差有所缩小，但绝对差值依然呈扩大趋势，各行业

之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物欲化、个体

化、享乐化为特征的消极价值文化的冲击，如何实

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都绝非易事。大

力推进人民精神层面的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在量的

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精神文

明建设依然存在诸多挑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目

前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公共文化服务居民

的“最后一公里”却一直没有被完全打通，农村居民

图2 2009—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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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精神文化熏陶。另

外，现有的乡村文化设施利用率相对不高，乡村文

化设施成了摆设。并不是农民对精神文化没有需

求，这些年农家书屋、农村大舞台、村史馆、活动中

心等文化设施在农村逐渐多起来，建设力度很大，

但部分文化设施建设不接地气，文化服务不完全合

乎农民口味，乡村文化设施普遍缺乏管理，缺少专

门值守讲解、组织活动的人员，大门常常一锁了

事。同时，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多是一次性投入，难

以持续更新内容、维护设施，导致城市与农村居民

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差距较大。

（五）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短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

成为生态环境的最大压力。迫于生存压力，人们毁

林开荒，围湖造田，20世纪80年代，又乱采滥挖，超

载过牧，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导致土地资源的

枯竭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由

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上落后的生产方式，对草原、林

地等过度开发和利用，加剧了生态环境破坏。一些

农村地区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过度使用化

肥、农药和抗生素等，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农田退化

和农产品残留物污染。此外，农村养殖业增加了养

殖废弃物的排放和水体污染。在长江上游地区，人

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不断开垦，对生态环境破坏

较为严重。20世纪 80年代，一些专家呼吁如果不

加强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长江将会变成第二

条黄河。同时，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也一直

是困扰现代人的重要问题，一是城市人居环境有待

改善，城市建设与规划过程中过度关注经济效率，

在交通道路、公共设施、绿化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远

远不够，严重影响了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主要功能

的发挥。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城市生活设施加

大了投入，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二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

大、城市功能的日趋增多以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

日益提高，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渐取

代第二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国

在城市产业结构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缺乏根据各城

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合理发展规划，过分注重第二

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

高，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第三产业

图3 2015—2022年全国按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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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在逐步提高。

四、以新型城镇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突破路径

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要想进一步以新型城镇

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要有序推进城市群

发展，全面推进县域城镇化，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

与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

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加快城市现代化

转型。

（一）有序推进城市群发展，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的空间主体

城市群能够促进要素顺畅流通，实现城市合

理分工，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群以不到 20%的土

地面积，吸纳了约 60%的人口，创造了 70%以上的

经济总量，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重

要支柱、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我国经济

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有序推进城市群

发展。第一，针对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分类施

策，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

群，要加大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力

争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对于山东半

岛、成渝、长江中游等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群，

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间交流合作，带动城市

群内其他城市发展；对于江淮、天山北坡、长株潭、

北部湾等尚在培育中的城市群，要进一步提升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以当地资源禀赋为基础，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避免贪大求快、脱离实际。第

二，加强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中心城市以高端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

疏解出去；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承接劳动密

集型或成本敏感型产业。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逐渐摆脱区位劣势，继而

发挥成本优势，更加便于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随

着就业机会、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基础设施的完

善，中小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缩小与大城市的发展差距，在区域内实现协调发

展。第三，要辩证看待城市群要素集聚的正负集

聚效应，既要适度集聚要素，带动城市群发挥正集

聚效应；又要避免要素过度集聚导致城市病所带

来的负集聚效应。

（二）全面推进县域城镇化，夯实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载体

县域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重点和实践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战略地位。2021年，我国

1866个县及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约有 2.5亿人，占

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留在农村的人口大约

还有５亿人，县城和小城镇的人口容纳潜力尚未得

到充分释放。县域城镇化是克服巨大人口规模压

力、发挥人口规模优势的关键举措，但并不是所有

县城都适合大干快上，要尊重县城发展规律，既要

防止盲目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又要防止摊大饼

式无序蔓延。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一县一策”，分类引导县

城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县城的发展可分为三条路

径：第一类是距离大城市100千米以外、主要只能依

托自身优势发展的县城，要重视产业布局的前瞻性

和专精性，注重做大优势产业，以发展接续替代产

业为主要方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周边地

区的人口，并服务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终发展

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第二类县城位于大城市100
千米范围内，其发展方向是作为大城市的二级城市

或者副中心城市，即卫星城，由于自身腹地为大城

市所涵盖，应与附近大城市错位发展，逐步调整为

功能型城市。第三类是人口流失的县城，这类县城

或是以农业为主，或是位于生态功能区，或是资源

枯竭，很难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应杜绝县城

的盲目扩张，将资源集中到一两个特色产业的发展

上，逐步实现经济发展的平稳过渡。

（三）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助

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农业转

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

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等突出矛盾和问

题。虽然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地改善了这些问

题，但是也要认识到城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反复

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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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2022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目的就是要提高城乡发展质量，进一步缩小城乡

发展差距。这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度推进新型城镇

化与城乡融合发展，首先，从发展理念上来说，必

须跳出“就城市谈城市”“就乡村看乡村”的发展固

化模式。城市与乡村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整

体，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处理好工农

关系、城乡关系。其次，要打通城乡产业发展桥

梁，推动农业人口获取更多就业机会。主动承接

城市产业转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支撑，通

过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农村产业提质

增效。同时，应在农村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用数字经

济赋能现代农业，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技术基

础。最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机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

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通过城市与农业农村现

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力促进人

的现代化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

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不

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更要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

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很大程

度上需要城市文化引领。加强城市文化引领能力，

促进人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做好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护。一要做好城市历史、人文各类物理形态

与各类空间的保护与传承，落实政府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的主体责任，提高领导干部的保护意识，考虑

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政府年终考核评价

体系。二要依托城市历史人文底蕴，结合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融入现

代生活，彰显城市人文色彩，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

名片。另一方面，要全力促进人的现代化转型。人

是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活动的实际承担者，要

完成现代化，必须依赖高素质的人来完成。一要加

强对居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利用互联网等先进传播

技术，开展科学知识普及活动，引导居民尊重科学

文化，破除封建保守思想，建立起科学、文明、健康

的新生活方式。二要加强对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

通过开展居民喜闻乐见的精神文明活动，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的素质、观念、行为的

现代化转型，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从而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五）着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步建设美

丽城市与美丽乡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与城镇化具有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无法实现

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一

要推动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相融合，在规划时着眼

于远期发展与生态潜在功能的开发，统筹城市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区，

协调与城市周边区域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一体化管

控。二要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实施城市生

态修复，提升城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环境净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游憩等生态功能，为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三要加

快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城市更新。一方面

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方向，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

要基于先进信息技术成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一要促进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配套制度的建立，落实环境资源保护的

责任主体，改革完善生态环境信访工作机制，统筹

处理好农村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

置权、收益权等多种权益的分离与统一。二要完

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补偿激励村民采取环

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完善社会资本投

入的市场化机制，引导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

进行补偿。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重视产业扶持、

技术援助、人才支持等补偿手段，充分调动社会各

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三要推动农业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对传

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和消费方式进

行生态化改造，制定明确严格的废弃物排放标准，

严禁国内外高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另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进一步推进生态农业产业

园和生态农业产业强乡、强镇建设，打造区域公用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概念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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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重点推进生态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

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拓展“生态+产业”“生态+文
化”“生态+数字”模式。

（六）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建设，加快城市现代化

转型

城市治理是城市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

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

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

夫。”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发展道路，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首先，国土空间规划应充分考虑土地无序扩张

问题，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土地增量带动经济增长的

发展模式。同时，空间规划应注重居民对公共服

务、生活品质等的诉求，考虑到生产空间与生活空

间的协调。还要注重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瞬息万

变、错综复杂的发展格局，规划中要加强对社会风

险和突发事件的预判。

其次，通过智慧和韧性城市建设，加快城市现

代化转型。智慧和韧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两个方

面，韧性是目标，智慧是手段。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要求实现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等与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一要加快城市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布局 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基

建，加强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二要深

化城市数据融合应用，将先进技术手段深度融入政

务服务和城市应用服务中，全面推进政务服务、公

共服务数字化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对城市运行

和管理的各项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三要严格规

范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把握好城市信息整合与居

民信息安全泄露的安全界限。新型韧性城市建设

要求融合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调度

系统，强化城市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全周期韧性能

力：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风险动态感知与监测

预警，充分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

技，对城市生命体进行实时监测研判预警，第一时

间感知风险动态、提出有效应对策略。二要重点推

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大对城市供水、排

水、电力、燃气及石油管线等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

的投资力度，提高城市硬件的灾难抵御力，提高城

市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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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rbanization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ceptual Analysis，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ng Han Xiao Jincheng Chen Rui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modernization，and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inevitable mo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new
urban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support for new urbanization，and informatization is the way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promo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huge
population size，significant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significant income gap between groups，relatively backward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shortcoming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in practice，deep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build beautiful cities and beautiful villages
simultaneously，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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