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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观念，以及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

家结合自身历史、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等条件进行的实践探索、形成的各种城

乡融合发展模式，对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有如下启示：一是提高农业、农村、

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和农村落后于城市

的状况；二是统筹城乡整体规划，使农村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城乡一体化发

展进程中；三是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让一定范围内的郊区居民享受到由城

市居民带来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同时二者在文化观念上也可以互补；四是实现

城乡均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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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和乡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
工的产物，自英国产业革命时城市从乡村分离

以来，城乡关系便随之产生，城乡关系问题也引

起了各国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中国作为一个

后发展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在西

方发达国家之后，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于改革

开放后才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其研究尚不

深入，亦不全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王长生等［１］

通过对重庆市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城乡统筹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发现重庆市的城乡统筹发展水

平虽然自２００７年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后有所提升，但城乡经济、社会、生活、环

境等各方面仍处于二元结构的发展状态。李传

兵等［２］指出，马克思的城乡关系思想在当今中

国正在进行的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新型城乡关

系的伟大实践中正表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任

吉东［３］认为，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城乡关系研

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需要给予充分重视

和完善。贺雪峰［４］认为，当前中国的城乡经济

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远比农

村经济发达，正是基于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中

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缓解当前

中国发展中城乡不平衡的问题。

综上可知，国内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针对某个地区、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

理论、城市史和乡村振兴等方面，而对国外城乡

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较少。发达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早于中国，对我

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对发达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对英

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

践探索进行考察，从中获取经验启示，以期推动

我国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一、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

理论

　　发达国家最早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

是亚当·斯密［５］，他以经济学为视角提出的自

然顺序论，明确了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发展顺

序，揭示出城乡关系的本质和初始状态，奠定了

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和框架。之后，阿瑟·刘

易斯、古斯塔夫·拉尼斯、费景汉、迈克尔·利

普顿和麦基等学者根据不同时期所出现的城乡

发展问题，又提出了不同的城乡关系理论，为城

乡融合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１．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１９５４年，阿瑟·刘易斯［６］在他的《劳动力

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

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并存着城市

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和农村中以传统

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这一理论虽为后续城乡

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忽视了农村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过于强调通过城市

工业化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片面引领，以达到城

乡平衡发展的目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

１９６１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

景汉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

出了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研究模型［７］，重点关

注农业发展对城市工业扩张的基础与限制

作用。

针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农村人口盲目流入

城市的状况，１９６０年代末，托达罗则进一步提

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用预期收入的概念

较好地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的

现象，认为这是由人们对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

差距的判断决定的，而不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

入差距所导致的［８］。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

题上，他认为应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视，就

地建立农村工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吸收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城市的向心力［９］。

这种对工业和农业两大经济主体之关系的

二元研究，表示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开始将城市

和农村分离为两个主体，发展中国家研究城乡

·４６·



韩超，等：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关系开始关注农村的发展状况。

２．城市偏向论和乡村中心论

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围绕城乡发展问题，理论

界先后形成了城市偏向论和乡村中心论。城市

偏向论是农村经济学家Ｍ．Ｌｉｐｔｏｎ［１０］提出的，他

认为虽然理论上承认了农村在城乡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积极的发展要素依旧

大多偏向城市，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极不利

于乡村的发展。２０世纪后期，为缓解由城市偏

向政策导致的城市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就业困

难等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现象，广大学者开始

将目光投向乡村，乡村中心论也由此产生。但

这种过度关注农村单一发展、忽视城市对农村

的带动和引导作用的理论，使城乡关系研究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

３．ｄｅｓａｋｏｔａ概念

事实证明，任何偏向一方的城乡发展理论，

在城乡发展的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因此，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城乡之间

的关系。加拿大学者Ｔ．Ｇ．Ｍｃｇｅｅ［１１］提出的“似

城非城、似乡非乡”、城乡界限日渐模糊的ｄｅｓａ

ｋｏｔａ概念，表明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之间

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无法分割的密切关

系。这一观念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分观

念，摒弃了城乡之间对立发展的做法，被越来越

多的学者所广泛接受，多数人开始以城乡融合

的理论视角观察和研究城乡关系。

从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变化，可发现城乡融合发展

理论对城乡关系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

义，城乡融合发展将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最

终趋势。

　　二、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

模式

　　很多国家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不

仅验证了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而

且探索出一些成功模式。但因自然条件、文化

传统、历史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条件的差异，每

个国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措施和程度均有自

己的特点，以下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

行分析。

１．强调乡村发展的英国模式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摇篮，因而是世界上最

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步入城市化之

后最早关注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面对城市化

带来的诸多城乡矛盾，英国于１８世纪就开始在

全国进行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在１９４８年制定了

《城乡规划法案》，将城乡发展问题法制化，为

各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英国

的城乡规划中，最值得借鉴的是英国政府对乡

村传统特色保护的重视。１９４９年，英国政府颁

布了《国家公园和享用乡村法》，通过法律来保

障英国乡村的传统特色［１２］。

英国对乡村传统特色的保护，一方面提高

了城市居民对乡村作用的认识，使他们认为乡

村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以赖生存的农产品，而且

为他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的优美田园风

光，更为他们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

地方，对乡村的保护就是在保护他们城市的花

园；另一方面鼓励农民在经营自己土地的同时

采取良好的环境保护措施，并给予嘉奖和补贴。

英国政府采取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让

农民保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又使农

民从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无

形财富，保障了英国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２．町合并村的日本模式

二战后，日本为了赶超欧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导致农

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日本天生不足的农业

发展面临更多的问题，城乡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开始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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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政策，把城市和

农村纳入综合规划之中，开展市、町、村大合并

运动。市、町、村为日本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市

是城市地区；町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区，

相当于中国的镇；而村即为农村地区［１３］。在日

本，从数量上来看，村是最多的，在大合并运动

中，大量规模较小的村被町吸收，部分町又逐步

被市合并，从而使村、町、市的排列顺序从数量

上转变为町、市、村的排列顺序。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种组织结构中，町既吸收了市的现代化

又保留了村自身的特色，形成了“城中有乡，乡

中有村”和谐发展的田园都市新型町，推动了

日本田园城市建设，成为日本城乡一体化融合

发展的典型。

３．都市区带动的美国模式

美国也曾因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面临一系列

的城乡关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统筹

城乡发展的过程中，美国采用了以建设大都市

区带动城乡发展的模式。

２０世纪初，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美国的城

市化进程加快，随之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人口过

多、住房拥挤、环境恶化等越来越严重。１９２０

年以后，伴随着美国科技的发展、交通网络的完

善，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居民开始向城

市周边生活环境较好的郊区转移，大量的工商

业也向郊区迁移，形成连接美国城市和农村的

大都市区地带［１４］。为不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美国政府采取了大都市区带动城乡发展的模

式，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其一，对农业实行补贴。由于美国地广人

稀的客观条件和对农业的高科技投入，事实上

农业成本很高，农民得到的利润也微乎其微。

农民之所以可以继续生存，除美国政府积极帮

助农民开拓国际市场外，更离不开美国政府对

农民从购买农具、种植维护到农产品市场销售

给予的一系列政策补贴。

其二，完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美国政府

每年在财政上都会有大量资金投入到农村的道

路、水电、排灌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文化、卫生

等社会事业，保障农村在各方面毫不逊色于城

市，从而有效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１５］。

其三，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发展。在美国，一

位农民之所以可以耕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的土

地，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高科技农业技术发挥

了关键作用。另外，美国还大力推进农业院校

的发展，开展多元化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

农民自身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农业科

学技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既缓解

了城市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地区

经济的发展，又缓和了城乡之间的矛盾，为后续

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做了铺垫。

４．城乡平衡发展的德国模式

德国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最突出特点是一

直坚持城乡平衡发展政策，采用城乡等值化的

均衡持续发展模式，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城市甚至乡村，各

地的城镇布局和经济发展没有明显差异［１６］。

一方面德国在城乡建设和规划的过程中，始终

坚持地区差异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所有地

区均形成平等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在社会保

障上，德国宪法给予农民享有市民享有的一切

基本权利和待遇，在德国没有市民与农民、城市

与乡间的差别。德国在城乡规划中相当注重公

民的参与，尊重和采纳公民根据当地的地理条

件提出的一些规划建议，以减少城乡规划建设

的阻碍，促进城乡的平衡发展［１７］。

德国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并不是以城市

空间的不断扩张实现的，而是采用逐渐缩小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享用

水平，不断加强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促

进城乡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以优势互补实

现更高层次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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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

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在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方面所进行的实践探索及其取得的经

验对我国有如下重要启示。

１．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

地位

从国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来看，农

业和农村除具有解决人们温饱的功能外，还能

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改

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现阶段必须纠

正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倾向，借鉴国

外先进经验，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在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中的地位。

首先，应宣传农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重视农村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其次，应加快国家政策体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将强调经济增长、偏向城市发展的传统政策取

向转变为支持城乡深入互动、协调发展的政策

取向，以适应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最

后，应提高和保障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农

村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树立市场

意识和经营理念，以缩小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

差距，逐步实现农业向二三产业的延伸，从根本

上改变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

状况。

２．统筹城乡整体规划

统筹城乡整体规划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起

着关键的作用。我国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

程中，应在保留农村自身特色的同时，将城市和

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应积极引导

农村地区主动融入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使农村

的发展不只表现在村民居舍楼层的简单改变等

外观上，而是结合农村的自身发展特点，在保留

农村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增添一些适应农村生

态环境的人性化设施，给农村居民带来更为实

惠、便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农村以自己独有的

方式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

３．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美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的大都市区地

带，不仅很好地缓解了城市的压力，在一定程度

上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一措

施对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

海、广州等，在完善相应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同

时，政府可给予郊区居民一定的住房补贴，吸引

城市居民到交通便利的郊区居住，以缓解这些

大城市的就业和住房压力。这些迁移到郊区居

住的居民在享受郊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还

会吸引一些二三产业向乡村转移，可为一定范

围内的郊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为之带来一些

新的文化观念，使郊区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不断

发展。

这种由城市辐射带动周边郊区的发展模

式，不仅可以使由城市向郊区迁移的居民享受

到贴近田园的舒适生活环境，还可以让一定范

围内的郊区居民享受到由城市居民带来的一些

产品和服务，同时二者在文化观念上也可以互

补，可实现城乡之间的双赢发展。

４．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城乡双向互动的过

程。针对我国以前重视城市规划忽视农村规划

而带来的城乡分别规划不合理问题，未来应将

城市与农村统筹规划，借鉴德国的城乡均衡发

展经验，实现我国城乡均衡发展。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应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在

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内在平等，不断缩小

城乡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加强城乡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积极推进二者在生产、生

活等方面的双向互动，在广泛采取市民和农村

居民建议的基础上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合理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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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从而保障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发展。

　　四、结语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对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

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英国、日本、美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在结合自身历史、自然环境、社

会生产力等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探索、形成的各

种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考察可知，城乡融合发

展将是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要求与趋

势。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社会政

策、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一些差异可能会逐

渐消失，但一些生活习惯、信仰和在城乡融合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差异仍会存在。因此

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

二者之间优势互补的平衡、协调发展，而非简单

地追求二者之间各种差异的消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

乡融合发展模式，以推动我国城乡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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