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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新时代库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要素流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产业融合、

城乡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对重庆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重庆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发展趋势

向好，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但库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应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通，

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与乡村经济多样化，多渠道增加库区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

短板，促进重庆三峡库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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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目前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这需要人们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等值化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全面融合、乡村

全面振兴。 

“三峡库区”是中国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单元，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特点，重庆库区是三峡库区的主体，集移

民区、生态脆弱区、经济发展滞后区于一体，城乡发展地域差异明显，城乡二元结构极为典型。2007 年，重庆市成为我国首批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于 2019 年成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城乡融合整体水平偏低，

但总体呈上升状态，空间布局为由东到西呈递减趋势[1,2]。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庆库区城乡融合

发展趋势向好，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是重庆市城乡融合发展“洼地”，城乡融合水平偏低，有待向高质量融合发展迈进。因此本

研究在论述城乡发展理念演变的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重庆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了适合新时代背景

下重庆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期为相关方面提供参考。 

1 我国城乡发展理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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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基于

我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的城乡发展政策，依次为城市偏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关系上也发生了重

大转变，从城乡分割逐步走向融合。 

1.1城乡政策：经历“城市偏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演进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变经济基础落后的局面，迅速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发展的工业国转

变，我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优先发展战略[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理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城

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4]
。“城乡一体化”强调的是目的和结构；“城乡统筹”强调的是手段，是“政府主导”和

“城市主导”；“城乡融合”强调的是过程和路径，是“城乡平等”“互促互动”和“全民参与”[5]。 

1.2城乡关系：由城乡分割逐步走向城乡融合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是城乡两个地域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

关系，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的最新发展阶段[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极大程度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改革开放前，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城市偏向政策以及户籍制度的实施，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固化，逐步形成城乡

分裂格局，具体为三个层面，即城市与农村分离、工业与农业分离、市民与农民分离。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逐

步建立，城乡关系由分裂逐步走向融合。 

2 新时代重庆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2.1城乡融合存在体制机制障碍，阻碍城乡人口要素自由流通 

重庆市于 2007年成为我国首批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土地改革制度与户籍改革制度施行较早，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但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深远，资源要素流动仍以农村单向输出为主，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2020 年，重庆库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 58.94%，低于我国平均水平(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0.07%，两者相差高达 18.8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库区城乡二元

结构依旧显著，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往城市流动，但仍难以在城市落户定居。2010年以来，重庆市虽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但三峡库区外出务工人数基数较大，且户籍制度影响深远，同时遵循人口梯度转移的自然规律，是改革处于持续渐进的过程。

2020年库区农村人口流出率为 44.44%，库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重庆主城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

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但户籍制度仍是阻碍城乡人口要素自由流通的重要障碍因素。 

2.2乡村产业空心化，城乡产业融合度较低 

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下，重庆三峡库区城乡产业长期割裂分离，同时受库区建设和三峡移民工程的影响，产业根基重

创严重，乡村产业空心化严重，内生动力有待激发，重庆库区城乡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2020 年重庆库区一二三产业结构比

为 8.99∶41.91∶49.10，农产业与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为28.30∶71.7，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仍较大，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较低，农产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差较大，与此同时，再加上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外流，乡村空巢

化老弱化，导致乡村产业空心化。三峡库区为生态脆弱区与生态功能限制开发区，对产业引进有较高要求，产业引入困难。 

2.3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存在较大差距，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扶持，重庆三峡库区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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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不断增大。2020年重庆库区常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282元，同比增幅为 5.63%，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627元，同比增幅为 8.4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2.3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常住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高于城镇居民，但库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却在不断增大，由 2007年的 7435元增长为 2020年

的 21655元。此外，重庆库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常年高

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重庆三峡库区区域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重庆三峡库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由表 1 可知，2020 年，主城及其周边地区如长寿、渝北、江津、涪陵等地区由于区位

条件优越，又位于平行岭谷地区，地形平坦开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较而言，石柱、奉节、巫山、巫溪县等区县位于库

区腹地，离主城较远，受主城辐射带动作用小，同时位于武陵山、大巴山等山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人均 GDP和城镇

化率相对较低。 

2.4基础设施差距仍较大，城乡公共服务配置失衡 

重庆市于 2013年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美丽乡村建设，重庆三峡库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城乡二元

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城乡间及各区县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公共服务配置失衡，阻碍城乡高质

量融合。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突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较大，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及政府财政偏向城市，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且较为完善，而乡村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且地形以山区为主，地形坡度和起伏较大，基础

设施建设难度较大且投入较多，乡村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水平有待提高。城乡融合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居民生活等值化，其中重

要前提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重庆三峡库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但

城乡公共服务配置仍处于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医疗、养老、教育等层面，农村居民难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表 1 2020年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县人均 GDP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序号 城市 人均 GDP//元 城镇化率//% 序号 城市 人均 GDP//元 城镇化率//% 

1 涪陵区 109966 71.85 9 忠县 59338 48.27 

2 长寿区 105057 69.90 10 云阳县 49845 52.88 

3 渝北区 92690 89.06 11 开县 44575 50.57 

4 江津区 81757 60.16 12 石柱县 44069 57.89 

5 巴南区 73730 82.92 13 奉节县 43430 49.53 

6 武隆区 62954 49.27 14 巫山县 40908 43.39 

7 万州区 61989 68.02 15 巫溪县 28461 40.31 

8 丰都县 59870 49.21     

 

2.5库区生态环境脆弱，乡村生态环境短板突出 

城乡生态融合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脆弱，乡村生态环

境短板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重庆库区地形以中低山丘陵为主，坡度在 15°以

上的区域占重庆库区总体的 34.57%。2020年重庆库区水土流失面积达 43976.26km
2，
占区域总面积的 34.57%，水土流失严重，不

利于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及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重庆三峡库区生态压力较大，人地矛盾突出。重庆库区发展空间狭窄，受三峡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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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程的影响，人口密度骤增，城市建设用地发展空间有限，同时农村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农村地区居民难以靠土地谋生，人

地矛盾加剧。三是城市环境压力转移到农村的同时农村地区生态短板突出。农村地区作为城市生态压力的转嫁地，是城市生态环

境改善的牺牲品。由于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地膜、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乡村地区“白色污染”严重，同时对农地和水源形

成连片、连面污染，农村居民生活卫生习惯有待提高，乡容乡貌有待提升。 

3 新时代重庆三峡库区城乡融合发展措施 

3.1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通 

城乡融合是城融乡，乡融城的过程，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功能互补的过程，是城乡两大子系统互利共生的过程
[7]
。城乡高

质量融合发展建立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要实现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间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尤其是要鼓励和支持城市要素合理有序向乡村流动，以工促农，

以城辅乡，以期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二是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土地市场，探索农村承包土地

“三权分置”的有效实施方案，实现城乡土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通，释放偏远农村地区发展活力。三是持续深化户籍二元制度改

革，盘活“劳动力”要素，实现劳动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同时增强农业、农村、农民的竞争力，吸引人才支持乡村发展。 

3.2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与乡村经济多样化 

城乡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助于促进城乡要素的流动畅通、城乡关系更加密切。

一是促进乡村经济多样化发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特色农业、旅游业、康养业等。二是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乡村一

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同时引进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

标。三是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平台，在乡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村文化

底蕴，实现产量与品控的双赢。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只有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等值化，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

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最终实现城乡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3多渠道增加库区居民尤其是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要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重大社会矛盾，要实现库区城乡可持续发展，

需从城乡地域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区县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发挥出乡村发展

的自然人文优势，把乡村地区的自然资源与文化历史底蕴转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资料。促进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逆转乡村衰弱的现实格局，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二是缩小库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农村居民择业就业能力，为乡村

地区劳动力提供职业培训，促进乡村地区素质教育的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的优化，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促进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朝着等值化方向发展。三是精准施策，促进各区县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3.4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新时代背景下，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道路上，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

距。一是建立健全城乡基础设施，对乡村交通网络进行合理规划布局，提高道路班车通达率，实现城乡路网的互联互通，同时提

高乡村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二是提高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

教育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加大乡村地区教育投入，促进城乡教育资源要素双向流通，对城乡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三是建立健

全城乡一体化医疗机制，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探索城乡养老及康养保障体系的衔接机制。四是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

体系，稳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率及其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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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3.5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农村生态环境短板突出，要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从以下

三个方面出发。一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合理利用耕地，坡度太大的耕地实行

退耕还林还湖政策或进行果树种植，降低水土流失率，同时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二是减少城市对农村地区

的生态压力转移，提升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一方面推广工业清洁生产技术、倡导人民绿色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新型垃圾处理

技术，提高生产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

理等举措，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四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将重庆三峡库区建设为山青水秀美丽之地，通过不断地宣传

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同时设立护林员和道路清理员岗位，让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从事相关岗位的工作。一方面有

利于美丽乡村建设，另一方面也有有助于农村扶贫工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庆三峡库区应把握好乡村振兴这个历史机遇，致力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加速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不断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不

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两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库区城乡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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