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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人口将会持续城镇化。以重庆 35个特色小镇的人口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认为即便在乡村振兴和特色小城镇战略的加持下，特色小城镇的人口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不断流失的态势。基于

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人口流动机理，认为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是造成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虽然特色小城镇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缓人口流失的速度，但是人口从小城镇流向大城市仍然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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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中首次提出进行乡村振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总体部署。中央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

的推出，必定会有力地推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发展。 

目前，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在城镇化背景下讨论乡村人口城镇化问题。基于中国国情，农村剩余

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过程。从现有数据研究分析，中国城乡人口转移仍处于一个稳步增加的阶段，并未出现许多经济学

家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导致此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并未得到完全解决的城乡差距壁垒——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有学者

认为原因体现在产业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设立等诸多方面。对此，有学者建议未来应充分分析农村人口外流

的源地结构，深化对农村人口外流的认知。第二类是研究在城镇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人口回流现象。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乡村衰退问题逐渐增多。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人口回流可以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同时也有利于培育社会资

本，对乡村社会空间进行重塑。因此，吸引人口流入特别是人口回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1]。第三类是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

略并行的背景下，强调应统一两者矛盾，实行人口双向流动机制。城镇化发展要求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而乡村振兴则强调城市

人才下乡，这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有学者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2]。也有学者认为，应加强对

有意愿下乡的人才进行引导，让返乡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以人才振兴协调推动乡村振兴[3]。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现有研究的关注对象大多在于整个中国，从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口流动数据研究分析，

亦或有文献关于重庆市内以某个城市为例，但均未从乡村振兴的角度下探讨。基于此，本文讨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重庆市特色小

镇人口流动概况及其原因，分析人口流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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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重庆市特色小镇人口流动概况 

从 2016年起，重庆共确定了 35个特色小城镇。不同于一般的小城镇，特色小城镇不但拥有政策的加持，同时在资源禀赋、

产业支撑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 

自 2017年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后，重庆市内 56.25%的区县特色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减少，其中 27.78%常住人口减少 5万以上；

43.75%的区县特色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增多，其中 21.43%常住人口增多 5万以上(表 1)。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人口流动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城镇化

的推进，人口由乡村向主城流失仍是大的态势。 

2 乡村振兴背景下重庆市特色小镇人口流动机理分析 

2.1影响重庆市特色小镇人口流动的因素 

2.1.1城镇化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化率由 2000 年 36.22%提升至 2020 年的 63.89%，与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15856人，乡村人口减少 164361984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个百分点。“十三五”期

间，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推进和 2020年全面脱贫的实现以及中央政府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密集推出，有力地促进了人口流动和

城镇化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对城乡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自 2000年以来，多乡并镇，极大地增加了人户分离人口

数量。 

政策推行以来，重庆市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多方面推进城镇化发展。以 2017—2020年重庆市各区县的人口流动数据来看，重庆市的城镇化建

设取得较大成效。 

以云阳县为例，云阳县统筹城乡促融合，协同发展加快推进，不断提升城市品质。高铁新城建设正式奠基，云阳站站房、站

前广场开工。以“城市客厅规范”和“城区景观升级”为主题，实施城市提升实事 237件。特色公园对外开放，拆除城市违法建

筑 10 万平方米，绿化城区高边坡 5000 平方米，完成社区边角地块整治 3.3 万平方米，改造人行道 2.5 万平方米，新增停车位

2000个、城市绿地 101万平方米。 

表 1重庆市特色小镇人口 2017-2020年人口流动 

地区 
2017年常住人

口数(万人) 

2020年常住人

口数(万人) 

人口流动数

(万人) 
地区 

2017年常住人口

数(万人) 

2020年常住人

口数(万人) 

人口流动数

(万人) 

涪陵区 46.11 42.97 -3.141 梁平区 45.31 51.87 6.5591 

北碚区 15.73 15.93 0.203 武隆区 16.32 12.51 -3.801 

綦江区 55.49 45.61 -9.8807 城口县 13.3277 13.36 0.032 

大足区 67.05 66.62 -0.4307 丰都县 45.3061 59.87 14.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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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 34.65 25.67 -8.9855 垫江县 57.0978 60.24 3.139 

巴南区 29.47 29.37 -0.0978 忠县 48.0384 46.70 -1.3337 

黔江区 16.64 14.05 -2.5842 云阳县 55.5148 56.30 0.7866 

长寿区 34.34 34.46 0.1208 奉节县 52.4377 48.15 -4.2848 

江津区 105.08 94.09 -10.9979 巫山县 32.9240 30.45 -2.4776 

合川区 77.03 73.92 -3.1055 巫溪县 26.6328 29.39 2.7549 

永川区 52.64 51.27 -1.3703 
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 
20.6035 21.49 0.8891 

南川区 28.86 28.30 -0.5668 
秀山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 
37.0862 25.84 -11.2425 

璧山区 21.25 19.33 -1.9176 
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 
33.9943 43.99 9.9969 

万盛经

开区 
7.89 7.97 0.0842 

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 
26.6101 28.32 1.7065 

铜梁区 41.54 36.10 -5.4388 荣昌区 32.80 28.16 -4.6367 

潼南区 46.52 49.57 3.0478 开州区 80.83 81.51 0.682 

 

数据来源：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镇乡建设基本情况统计表》 

全县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491309人，占 52.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437725人，占 47.12%。与 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增加 20.72 个百分点。全县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 245745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166611 人。全县各乡镇(街道)中，常住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乡镇(街道)有 2 个，在 5 万～

10 万人的乡镇(街道)有 2 个，在 1 万～5 万人的乡镇(街道)有 22 个，少于 1 万人的乡镇(街道)有 16 个。其中，常住人口居前

五位的乡镇(街道)合计常住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比重为 47.24%。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42 个乡镇(街道)中，有

14个乡镇(街道)人口增加，其中增加人数最多的为县城中的 4个街道，且其中有 2个街道为城镇化建设推行后，由镇升级而来。

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通过不断提升城市品质，不断优化城镇的结构和功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从而实现产业集

聚，提升产业水平，吸引更多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入。 

2.1.2城乡差距因素 

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2010年的 2.99下降到 2020年的 2.56，累计下降 0.43，重庆市 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为 2.45，小于平均水平 2.56。但尽管如此，城乡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乡村人口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城乡差距使人口城镇化的问题，首先应了解城乡收入性质的不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几十种相关制度安排，如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等。这种制度设置把城市与农村人为分割，使得非农业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了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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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决定了城乡收入差异的体制性质：城市居民的工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与城市居民不同，农民是通过承包集体土地经营农业获得

收入。与城市收入相比，农村收入的提升存在着许多壁垒，城乡收入性质的不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也导致了乡村人口城镇

化。 

除了收入差距，城乡财产差距是构成乡村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原因，其差距主要体现于两方面：房地产和金融。一方面，农村

的房地产市场并不发达，农民主要是自己建造、修缮房屋，但城市家庭由租房变为拥有房产财产，房产由于价格的升高导致财产

差距变大；另一方面，农村极少数人会通过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绝大多数农民都以银行储蓄为主，而城市居民在获取基础薪

酬的同时，会选择如股票、债券、保险、理财产品等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 

2.2乡村振兴背景下重庆市特色小镇人口流动机理 

由于城乡之间就业、收入、财产、公共服务和教育差距较大，农村劳动力外流，但由于农村大量人口为农业人口，非农业人

口数量减少，因此城镇化过程也从一方面加强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使得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城市提供更多的

就业岗位，进一步使农村人口外流。 

3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重庆市特色小镇人口流动主要是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异。城镇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吸引着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而城镇对比乡村显现出来的差距和优势也使得乡村人口城镇化的过程稳定发展。 

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1)建立吸引本土人才回乡和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 

鼓励社会力量投身乡村建设，引导企业家、党政干部、医生、教师等，通过担任志愿者、乡村支教、投资兴业、承包项目、

创新农业、行医办学、捐资捐物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引导人才入

乡。 

(2)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建立乡村振兴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大力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平台及载体建设。积极落实各项财政支农政策，并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预算监管和绩效管理。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投入，建设一批城乡融合发展项目。

加强一般公共预算投入保障，研究制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具体措施。 

(3)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 

加强乡村信用环境建设，推动农商行回归本源，积极稳妥培育发展村镇银行，优化普惠金融便民点布局和功能。健全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市场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公开规范运行，依法拓宽农业农村领域抵质押物范围，依法合规开展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房屋财产权、集体林权抵押融资以及承包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等担保融资，促进金融服务

向乡村覆盖、信贷资源向乡村流动。落实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机制，执行农业信贷担保费率补助和以奖代补机制，鼓励金

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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