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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６月，重庆市和成都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统筹城乡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
家又批准的两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个试验区的主要任务

是：从两市的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

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

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市城乡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这是国家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

统筹发展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也是国家依托中心城市推进新一轮改
革的又一重要行动。

统筹城乡改革试验，是根据我国改革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的实际
情况而提出来的。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经过３０年的快速推
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取得非凡成就，人民生活得

到很大改善，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加入

ＷＴＯ后，国民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内外经

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至少还会有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期，经济总
量赶超日、美指日可待。２０１０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受到举世关注。但在快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矛盾也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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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

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失衡最为明显。如果这些失

衡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的经济社会就难以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导

致发展势头下滑，社会动荡，政治不稳。

在这五个方面的失衡中，最突出的是城乡发展失衡，集中表现

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享受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从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为１．８∶１，１９９４年达到２．９∶１，２００６年进一步上升到３．３∶１，据

一些专家测算，实际差距可能在５∶１左右。如从地区比较看，东部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要高出西部６倍以上。从享受社会公

共服务的差距看，农村９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远远低于城市，医

疗卫生资源８０％集中在城市，农村处于严重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

贵的状态，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市，农村养老、低保等严重缺

失。从获取文化服务的差距看，许多农村还远离现代文明，甚至处

于愚昧落后状态。从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享有程度看，农民的组

织程度很低，表达诉求的渠道和话语权很少。现在我们经常说的社

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村就远比城市低得多、少得多。城乡这些

差距的扩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

些差距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城乡发展失衡是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矛盾加深引起的。城乡经

济二元结构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发达国

家经过２００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已经消

失，城乡经济已融为一体。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之中，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普遍存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不仅存在，而且出现加深的现象。突出表现为城市的现

代工业部门强劲发展，而乡村的农业部门则仍在相当程度上处在传

统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力低下状况难以改变；耕地被政府大量低

价征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建设的生

力军，但他们仍然不能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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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甚至他们的合法收入、政治权利常常受到侵犯；城市建设

特别是大城市建设，以牺牲农民的土地利益和低廉的农民工工资为

代价，发展很快，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广大乡村仍处在交通信

息闭塞、居住简陋、生产生活都远离现代文明的落后境地。在城乡

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二元化的体制结构十分明显。如城乡交通、城

乡教育、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城乡户口等都分别由两个封闭的政府

机构管理，差异极大。这些长期存在并日益加剧的矛盾如不认真加

以解决，继续让城乡两条腿变得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让国民

经济跛脚前进，这将与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

劳动的差距的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其后果是严重的。

如何遏制城乡发展的失衡现象，加快解决二元结构的突出矛

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全新理念，把

五个失衡提升为五个统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并把五个

统筹列为发展改革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根据我国财政主要来源

于工业和城镇的实际，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确立为

解决城乡失衡的主要政策，并确定在成都、重庆进行统筹城乡改革

试点，从而吹响了我国新一轮改革的号角。

成都地处我国西部，是一个大城市带大郊区的特大城市，同时

也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城乡差距比较大的地区。２００３年

以来，成都市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紧紧抓住成都大城市带大郊区、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一突出矛盾，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揽，着力从统筹城乡发展、解决 “三农”问题入手，深入实施以

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科学发展总体战略，２００７年６月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针对统筹城乡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瓶颈性

问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目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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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成都城乡分割的体制已经基本打破，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

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

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的新格局已基本形成，特别是抓住进一

步改革土地制度这个主要环节，全面进行了土地确权、发证等基础性

工作，为解决 “三农”问题奠定了基础。由于城乡一体化的全面推

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政策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

成都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在分别提高１４．９％和２０．６％的基础上，差距

已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４∶１，降低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４２∶１，效果十分显著。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性工程，面临着

非常复杂的利益调整，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改革的难度非常

大，改革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成都距离成为 “全国城乡统筹发

展的先行样板、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典范”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距

离。尤其是 “十二五”期间，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在既面

临新的机遇，又面临突出的挑战的情况下，继续深化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改革及政策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的规律认识，增强在实际工作中的科学性；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成都

市在 “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和主

要任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有利

于为成都市政府制定 “十二五”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供战略思

路和政策参考；有利于为全国其他地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供

经验借鉴。

《成都统筹城乡经验、挑战与发展选择》一书，阐述了推进成

都统筹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与基础，分析了深化改革的

形势任务和意义，总结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

基本经验，指出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存在的主

要问题与困难，分析比较了国内其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经验

借鉴，提出了 “十二五”时期成都试验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

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并对如何推进成都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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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出了政策措施。本书对成都市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和基本经验总结客观，对存在的主要

问题和制约因素分析实事求是，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所面临的
新形势、新要求分析反映了未来的可能趋势，提出的总体思路具有

战略性、指导性，确定的主要目标具有前瞻性，符合成都市实际，

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把握准确，提出的改革政策措施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本书采取文献研究与实地
调研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时间与空间表述相结合、目标

与对策措施相结合等方法，贯穿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
想，立意高远、正确，写作思路清晰，构架合理，条理清楚，内容丰

富，特色鲜明，分析深刻，写作规范。总之，本书的出版对继续推进
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深化改革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从中央到地方均呼吁进
行新一轮改革。新一轮深化改革从哪里着手，是各方激烈争论的问

题。我们知道，３０多年前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主要是实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认为，新一轮改革就应当从城乡统筹开

始，因为深化统筹城乡改革不仅涉及农村、农业，而且涉及城市、

工业、农民工，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抓住统筹城乡改

革就可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四川３０年前曾在农村改革上

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在新一轮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有成
都试验区和其他地方的很好经验，因而对成都市的经验进行理论和

实践上的全面总结，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和规划实施，使四
川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

题。希望写作本书的同志继续在这方面深入研究，为新一轮推进统
筹城乡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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