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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

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

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

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

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

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

彰、相辅相成。”这是就推进落实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做出的新的战

略设计。

我国现有乡镇级建制单位41636个，设有

村委会的农村为58.9万个，它们既是大多数新

城市人的“乡愁”所系，也是约1亿人就近城

镇化的“空间”所在，乡村建设已成为我国新

型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结合

部和焦点，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

景下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质量。

“逆城镇化”缘何出现？

城市在任何时代都代表着物质文明、制

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最高发展水平，这是现代

城镇化进程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势如破竹、所向

披靡、高歌猛进、席卷全球的原因所在。然

而，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和资源的过度

集聚直接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不同程度损害

了“过更好的生活”的城市本质，因而在一些

阶段和一些局部出现了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农

村的逆向流动，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城镇

化”。

作为城镇化进程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和调

节，“逆城镇化”十分自然并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大城市

和部分中等城市的“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

期，另一方面则由于持续多年的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极大地改善了

农业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公共服务等，因而在大城市周边和一些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出现了“逆城镇

化”现象，这符合城镇化基本原理和我国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人们之所以愿意离开繁华和舒适的都市回

城乡问答

一直都在说城镇化，

为什么现在要提“逆城镇化”？

到农村，不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机制也

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既有我国大城市在前一

个时期由于“城市大跃进”而导致的规模失

控、结构失调、功能紊乱等现实问题，有市民

对世界、对人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再认识和

再选择，同时也切实表明了我国农村的城市化

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已得到长足进步，显示出国

家和社会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全

面脱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和作为

正在取得实效，因而才可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一

个新的家园。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从世界城

市化的总体格局和历史进程看，还是就我国目

前的“逆城镇化”的体量和程度而言，我国的

“逆城镇化”现象只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补充

形式，在根本上不可能取代“城镇化”这个当

今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这也是为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

面都要致力推动”的主要原因。

“逆城镇化”不等于反城镇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成

为绝对的主角，农村相对被边缘化。但在当下

却出现了刻意拔高、扩大、美化农村，甚至以

此来贬低城市、否定城市化的言论和做法。他

们只看到了城乡之间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

生活质量等方面依然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差距和

矛盾，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城市，但却没有看

到大城市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为综合解决城乡矛

盾、带动农业地区发展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与

先进实践框架。如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

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大都市的发展

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

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如作为人类文明

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

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

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

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这些片面

夸大“逆城镇化”的言论和方略，不仅在理论

上有失偏颇，而且一旦进入社会和实践领域，

也是相当有害的。

“逆城镇化”不等于反城镇化，乡村振兴

也不等于否定城市。对于城镇化，必须全面辩

证地看。任何一种走极端的方式，都可能带来

严重后果。例如，有的地方开展新农村建设，

农村变成了城市，和城里人住一样的楼房、用

一样的水电煤气、享受一样的医疗教育、组织

一样的文化娱乐活动等，而千百年来传承的自

然景观、生产方式、邻里关系、民风民俗等却

逐渐消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在根

本上涉及我国广大农村在城镇化背景下走什么

道路的问题。传统那种只顾经济指标而不计环

境与资源成本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

样的背景下，探寻新农村建设或农业地区城市

化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就成为当务之急。比如，

上海嘉定区毛桥村曾经以“毛桥模式”享誉全

国，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总结

经验、提高可复制可推广性，需要进一步做深

入调研。

（转载自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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