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受诸多短周期和中长期因素重

叠的共同作用，中国经济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正面

临趋势性下滑，亟待找到新的内生增长动

力和经济发展引擎，城镇化被各界寄予了

很大的厚望。

那么，如何检测城镇化的质量呢？中

央提出了三条标准和要求 ：一是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城市群布局的合理度 ；二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度 ；三是城镇

化全过程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的融入度。这

三条实际也揭示了新型城镇化与以往城镇

化的关键区别，惟其如此，新型城镇化才

能接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接力棒。

其一，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要让位于

市场导向型的城镇化。好的城镇化应是通

过市场机制，用价格信号吸引劳动、土地

和资本等要素，在自由流动、组合过程中

基于追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动因，完成

高效率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目前，相

对于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言，土地市场

受到僵硬的土地制度束缚，已成为扭曲最

大、发育最畸形的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

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将

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

其二，自我现代化的城镇化要让位于

包容性发展的城镇化。2011 年中国的名

义城镇化率虽已达 51.3%，首次突破 50%

关口，然而这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

其中包括 1.6 亿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

他们的市民化面临重重障碍。这种“伪城

镇化”、“半城镇化”现象如能从根本上得

到扭转，将会产生非常显著的经济增长绩

效。考虑未来十年还有 2 亿以上的新增城

镇人口，如按较低口径，以市民化人均 10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意味着能够带

来 36 万亿以上的投资需求。

上述“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

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

度、财税制度等与新型城镇化不相适应的

制度体系，它们严重阻滞了农民的市民化

转型，并造成了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周期

性出现的庞大的“民工返乡潮”和“民工

荒”。因此，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

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

其三，粗放式发展的城镇化要让位于

精益式发展的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在今

年的十八大会议中即已被上升到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五

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高度，并被要求贯彻

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此次中央经

济工作对未来城镇化要在全过程融入生态

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走集约、智能、绿色、

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创新提法。这些

概念不应是虚设的，要与城镇化过程中的

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家庭相挂钩，

建立实实在在的激励约束机制，将传统城

镇化道路下的简单的“铁公基”建设乃至

居民生产生活方式，朝着更为高效、更为

智慧、更为环保的方向牵引，为经济转型

和消费升级搭好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型城镇化有望成为拉动新兴产业需求、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著名经

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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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城镇化应是通过市场

机制，用价格信号吸引劳

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

在自由流动、组合过程中

基于追求自身价值的极大

化的动因，完成高效率的

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