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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发展研究 

李玉
1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调查，利用对比分析方法，分析现状及问题，发现江

西省农村城镇化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例如空间布局不合理、筹集资金渠道单一等。这些问题影响江西省合理统筹社

会经济发展，限制农村城镇化规模，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地区要主动推进农村城镇化，抓住机遇，促进农村

经济的发展。回顾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农村的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治理城镇化污染；二是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政府为辅；三是合理布局，优化空间结构；四是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强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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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研究城市演变的过程中，它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农村—城镇—城市。因此，农村城

镇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继

续聚集城市的过程，也是世界工业化的途径。在城镇化进程中，其表现形式分为两种：一是从数量上来看，城镇的数量不断增

加；二是从规模上来看，城镇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经济结构上来说，农村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生产活动向非农村生产活动

的转变；从人口结构上来说，农村城镇化是由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镇

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 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36%;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7%，居世界第一位，城市

人口比率指标排名世界第 70 位；2006 年，中国城市人口为 57706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43.96%；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到了

2011年，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城镇化水平为 51.27%，中国首次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9.58%，

中国城市人口达到 8313.7万。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的消费具有一定地推动作用。 

江西省地处中国中部，毗邻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在 2012-2018 年这六年间，随着政府对城镇化的重视，大力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城乡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城镇化率由 2012年的 47.5%提升到 2018年的 56.02%。在 201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 56.02%。

其中，南昌市城镇化率最高，为 74.23%；新余市位于第二，城镇率为 70.03%；宜春市城镇化率最后，为 49.68%。由此可见，各

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很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从总体上来看相对较低。 

1 建国以来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历程 

1.1江西省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考察 

江西省城镇化的发展已经走过了 70 多年。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这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是

1958至 1965年，这是江西省城镇化进程中起伏不定的时期；第三阶段是 1966至 1977年，这是城镇化停滞的时期；第四阶段是

1978至 1991年，这是城镇化复苏和发展的阶段；第五阶段是 1992年至今，是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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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城镇化初始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1949年，城镇化水平为 9.5%，到了 1957年，城镇化水平为 12.2%。在此阶段的基本

特征：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地恢复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就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工作；第二，由于是发生在战后，因此，

城镇化的速度比较快；第三，城镇化的动力主要在于政府，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 

(2）农村城镇化和起伏时期（1958-1966年） 

从 1958 年到 1960 年，此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正在进行中。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国家大规模炼钢促进了

城镇化的发展，到了 1960年，城镇人口达到了 460.34万，相较于 1957年的 255.19万，增加了 235.25万人口，由于农村人口

的不断涌入，加重了城镇的负担，同时也损伤了农业的发展。受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苏联的恶交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出

现衰退，农业减产，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了克服城镇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政府决定对设市进行严格把控，提高了设

立市的标准，撤销原来不够格的市。在 1965年，城镇人口已经减少至 372.55万人。 

(3）农村城镇化停滞期（1966-1977年） 

1966 年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大规模地撤销城市建立机构，实施干部下乡运动，经济停滞给各地带来了很多

灾难，此时城镇化率为 16.9%，而到了 1977年，城镇化率仅为 16.8%，可以看出，在此阶段城镇化率处于停滞时期。 

(4）农村城镇化恢复与发展阶段（1978-1991年）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逐渐复苏，我国农村经济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农村城镇化也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随着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人口。同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为龙头

企业，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期间，我国城镇人口由 533.12万增加到了 2775.47万，城镇化率也由 16.8%增长至 20.3%。 

(5）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1992 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鼓励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第二、第三产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1993年，国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设市标准，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到 2018年，城市人口

为 2603.57万，城镇化率为 56.02%。 

1.2江西省城镇化的特征 

从过去 70多年的城镇化的经验来看，江西省城镇化进程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基本一致，符合其一般规律，但

是用矛盾分析法来看，由于国情比较特殊，具有自身特点，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就政府所起的作用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始初期，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和工业化的推动者，因此江

西省的城镇化也是政府所推动的。在某些时期，一个城市的政治指向优先于其经济指向，政府可以利用其主要地位提供有力措

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变。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农村生产方式逐步转变，

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 

第二，就其动力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发展的动力是政府，一场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依赖政府。但是，改革开放

后，随着政府放松对市场经济的调节，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式的结合，共同促进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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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其发展规律而言，农村城镇化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当出现政治比较安稳、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时，江西省农村城

镇化也呈现着较好的态势；当国内政局不稳和经济停滞发生时，农村城镇化将呈下降趋势。 

2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反思 

2.1城镇化进程的功绩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城镇化取得了很大成效，城市人口从 1978年的 533.12万增加到 2018年的 2603.57万，城镇化率也

从 16.8%增加到 56.02%，城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在扩大，城乡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完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新农村建设逐步扩展到各地，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2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2.2.1乡镇工业污染严重。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乡镇企业成为突出的企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针对乡镇企业，其科技

附加值比较低，排污系统并不是很完善，因此，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2.2.2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落后。 

就落后农村而言，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随地扔垃圾也是随处可见。由于农民对于环保的意识比较落后，相

应地，人们也不会大规模的去建设有利于环保的基础设施，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环保基础设施是比较落后的。 

2.2.3空间布局不合理。 

许多城镇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工厂直接建在地面上，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很多建筑物都是就近建立，没有形成一个

合理的规划，不利于地区长远的发展，增加了各地之间的交流成本。 

2.2.4资金获取渠道单一。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主要是靠政府的扶持，较少得到企业或者社会资金的支持。仅靠政府的帮助，后续动力不足，而且帮

助的能力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 农村城镇化的典型案例——石城县 

3.1石城县背景 

石城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地处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东北部，总人口 33.3万人，全县面积 1581.53km
2
，具有非常丰富的

森林资源、水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在 2013年，荣获“中国绿色竞争力十强县”，2014至 2017年连续四年蝉联“中

国深呼吸小城 100佳”，拥有“江西省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区”、“江西电子商务进入农村综合示范县”等称号。 

3.2石城县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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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制度动力）。 

对于农村合作社，要科学有效的进行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施民主管理，规划农村合作社，实施财务披露制度，开

放社会制度，提高农村合作社的信誉。 

3.2.2优化资金融通渠道。 

针对农村产业的发展，政府加强了对农村产业的扶持力度，设立专门的拨款以及信贷，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整合财政

涉及农业的资金，优化农业的资金配置，充分合理地利用资金，精打细算，把资金用在合适的位置上。 

3.2.3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以及不断创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合作社进行科技创新，一是加强和高校的合作，借助当地的高校，尤其是关于农林方面的高校，

从而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吸收当地有效的经济发展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发展自己

的产业。 

3.2.4大力开发其旅游资源。 

石城是“客家摇篮”之一，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3.3石城县成就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2018 年，全面完成了整治任务，绩效考评全市第一、全省二等奖。在扶持发展白莲、烟叶两大主导种

植业的同时，配以葡萄、百香果、草莓等规模化、旅游化水果采摘业，深化产业扶持助民增收。按照“基地示范+合作社组织”

模式，建立若干连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组建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发种，统一标准种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引导

农户种植。石城是“中国白莲之乡”，2018年全县年种植白莲约 0.707万 hm2，年产干白莲 7528t。鲜莲市场价 20～30元/kg，

干白莲市场价格 70～80元/kg。石城是“中国烟叶之乡”，全县年种植烟叶 1700.07hm2，年产烟叶 3080t。 

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2018 年，全县实际引进省外 2000 万元以上项目资金 19.32 亿元，增长 15.5%；利用外资 2795 万美

元，增长 7.4%。 

3.4存在的问题 

(1）居民经营净收入遭遇瓶颈期，经营收益有限。当前经济增长压力持续加大，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利润空间持续缩小，经营效益欠佳。农民种粮及务农收入收益有限，使得农民的收入不高，消费力不足，不能拉动当地经济的

发展。 

(2）农村务工工资进入瓶颈，务工模式单一造成就业面及工资增长受到限制，工资性收入向上增长空间较小，从而限制农

民的消费，不利于推动农村城镇化。 

(3）空间结构不合理。在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就地建厂的企业仍然随处可见，没有按照产业布局做好规划，加大了

各产业之间的交流成本，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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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建议 

(1）完善扶持政策，切实把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收费减免、场地审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落到实处。政

府应加大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创业，要继续做好就业工作，丰富就业选择，将扶持创业带动就业的优惠政策覆盖面延伸到各类

劳动者，尤其要进一步做好贫困户的就业支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 

(2）深化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石城具有许多特产，如石城水饺、翻秋花生等等，因此可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产，深入研

究其制作过程，在原先制作的基础之上，加入一些创新，拥有自身独特的味道，从而做大、做强。 

(3）优化空间布局，合理利用资源，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使得各要素能够在其合适的位置上，减少企业的成本，

能够最有效的找到生产要素。 

4 江西省农村城镇化的动力及其主体 

4.1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动力 

动力分为两种含义，第一是机械作工的各种作用力，例如水力、风力等；第二是隐喻的力量，以促进工作和事业的进步和

发展。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是指各种因素促进江西省农村发展的动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的结果，驱动因

素可分为利润动态、行业动态和制度动态。 

4.1.1利益动力。 

人民对利益的追求是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动力，随着农业可用地的减少以及人口的增加，使得单位土地所需承载的人口

也随之增加。现阶段，人们的种植收入远低于务工收入，通过吸引外资、发展特色产业等，提高自身的收入，使得农民更加渴

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4.1.2产业动力。 

农村城镇化进程基本上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有了闲暇时间去发展其他

产业。随着规模化的发展，会围绕地区特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再加上政府的扶持，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会加快城

镇化的发展。 

4.1.3制度动力。 

户籍制度作为农村城镇化的行政制度，对于城镇化的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限制人口流动，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后，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另外，市场制度也会推动农村城

镇化的发展，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然而然，

农村的经济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4.2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动力的主体 

4.2.1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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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不可小觑。通过外出务工，把获得资金带回家推动农村建设，或者吸引外资、就近选择

创办自己的事业等等，都有利于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建设。 

4.2.2企业。 

农村城镇化进程基本上是产业升级的过程，因此，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企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进一步提高生产效

率、科技含量进一步增加、企业周边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因此，企业是农村城镇化的主体动力之一，推动者农村城镇化的建设。 

4.2.3政府。 

改革开放前，江西省农村城镇化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省政府通过发布指令，各级政府执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进

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从底层推动农村城镇化的推进。 

5 江西省农村城镇化建议 

推进江西省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一个新的增长点，对江西省农村城镇化提出以下建议： 

5.1治理城镇污染 

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所涉及的产业科技含量较低，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因此，城镇居民要提高环保意识，加大对环

境保护的宣传，“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要有充分的环保措施。 

5.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一些农业生产，优化补助，让农民更加安心的投入农业生产，不仅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要加强农村的道路建设，使得交通运输的成本降

低，从而有利于吸引企业的投资，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的作用。 

5.3空间结构合理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充分地利用空间资源，从而不利于聚集优化资源，造成各地之间交流的成本增加。因此，要

优化空间配置，充分整合资源，让企业之间联系更加方便、成本更加低廉。 

5.4发展特色产业 

就农村而言，在现有的政策支持下，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形成独特的品牌。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来扩充资金，扩大规模。

在进行融资过程中，可以优化融资渠道，找农村信用社借款或者制定一个完善的发展方式，获得天使资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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