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统筹城乡 ：战略架构与模式创新／郭晓鸣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２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０－１００１７－８

　Ⅰ．①统…　Ⅱ．①郭…　Ⅲ．①城乡建设－经济发展－
研究－四川　Ⅳ．①Ｆ２９９．２７７．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６）第３１５２０１号

ＴＯＮＧＣＨＯＵ　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ＬＵＥ　ＪＩＡＧＯＵ　ＹＵ　ＭＯＳＨＩ　ＣＨＵＡＮＧＸＩＮ

统筹城乡：战略架构与模式创新

郭晓鸣　主　编
张克俊　廖祖君　丁延武　副主编

责任编辑 谢　雪
封面设计 张迪茗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李　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２号）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ｐｐｈ．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　 ｓｃｒｍｃｂｓ＠ｓｉｎａ．ｃｏｍ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０２８）８６２５９６２４　８６２５９４５３
防盗版举报电话 （０２８）８６２５９６２４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１７０ｍｍ×２４０ｍｍ
印　　张 ２１．５
字　　数 ３２０千
版　　次 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０－１００１７－８
定　　价 ５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５９４５３



书书书

目　录

战略篇：统筹城乡发展总体战略 （００１）…………………………………………

　第一章　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研究 （００３）……………

　第二章　四川及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经验 （０３５）………………………

　第三章　四川省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研究 （０４８）……………

　第四章　成都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现状、问题及对策 （０９１）………………

　第五章　四川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省级试点评估 （１３７）………………

实践篇：统筹城乡发展经验总结 （１６５）…………………………………………

　第六章　成都模式：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１６７）………

　第七章　广元模式：贫困山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创新性探索 （２００）…………

　第八章　利州模式：盆周山区统筹城乡改革的探索与创新 （２１１）…………

　第九章　苍溪模式：贫困山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困局突破 （２３２）…………

　第十章　温江模式：实现产权流动的 “两股一改”样本 （２４１）……………

　第十一章　内江模式：丘陵地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之路 （２６１）……

专题篇：科技支撑统筹城乡发展 （２７７）…………………………………………

　第十二章　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变化趋势及对科技的需求 （２７９）…………

　第十三章　科技统筹城乡发展的进展和问题 （２９０）…………………………

　第十四章　科技支撑统筹城乡发展的四川经验 （３０１）………………………

　第十五章　科技支撑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路径 （３１６）………………………

　第十六章　科技支撑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选择 （３２７）………………………

主要参考文献 （３３３）………………………………………………………………

后　记 （３４０）………………………………………………………………………

１００



书书书

统
筹
城
乡
发
展
总
体
战
略

战
略
篇

统筹城乡发展是以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矛盾为指向，

致力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继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推动农村经济

市场化、农业发展产业化、农村建设

集约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基层

民主化的历史性探索和创造性实践。

本篇在深化对统筹城乡发展理论认识

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四川省

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从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

制的角度深入分析统筹城乡发展的战

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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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篇

第一章

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研究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作为四川省的 “三大发展战略”之一，是

推动四川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跨越的重要路

径。自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这一战略以来，省委、省政府不断开拓创新，

丰富其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在推动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取

得了巨大成效，具有四川特点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现代城乡形

态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加

快形成。四川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为破解 “增长停滞”

的魔咒和 “中等收入陷阱”两大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可供借

鉴的经验。当前，全省正处在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的关键时期，发

展的基础条件、发展机遇、外部环境、比较优势、发展要求等均发生了深刻

变化，但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

不足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这种 “变”和 “不变”的辩证关系，决定了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又要对 “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提出新的实践要求、拓展新

的发展路径，使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在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

强省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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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两化” 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进展和基本经验

（一）“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进展

自从中共四川省委提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以来，全省各地

抢抓机遇，认真贯彻执行并创造性地实施这一战略，探索不同的实现模式，

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成效，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

一是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省三次产业结构已由２０１２年１３．８∶

５２．８∶３３．４调整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２∶４７．５∶４０．３，２０１５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７．９％，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９．４％，旅游总收入突破６０００亿元，非农

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５９．４％，基本实现由农业为主向由二、三产

业为主转变。二是 “７＋３”产业正成长为优势主导产业。以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能源电力、油气化工、钒钛钢铁、饮料食品、现代中药和航空航天、

汽车制造、生物工程以及新材料等为主的 “７＋３”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全省

工业发展的主体力量。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２０１５年总产值超过１．３万亿

元、增长１０．４％。三是科技支撑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明显。“十二五”期间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３．３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５０％。２０１５年新

增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１４１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１．３万家，专利申请首

破１０万件。四是产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城镇集中的格局基本形成。以现代

农业园区带动第一产业、现代工业园区带动第二产业、文化旅游等园区带动

第三产业正成为产业空间发展的主体模式，建成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创新

能力强、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区，全省园区产业集中度达７０％以上。五是三

次产业协调互动的格局正在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催

生了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科技咨询、服务外包等新型业态；第

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等新型业态

发展较快；实体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超过２０００亿元。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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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型城镇化质量明显提升

一是基本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以成都特大

城市为核心，绵阳、南充、泸州３个人口超百万大城市为支撑，中小城市为

骨干，众多小城镇为基础的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省域城镇体系骨架基本建

立；城市群正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一核、四群、五带”的城镇化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城镇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得到显著提升，全省ＧＤＰ

过千亿市 （州）达到１４个。二是城镇化率明显提升。全省常住人口和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分别由２０１２年的４３．５％、２７．６％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７．７％、

３０．７％。在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下，吸纳农业人口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十

二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４５７．３万人。三是城镇建设正由粗放外延式扩

张向集约内涵绿色转变。全省新增建成区面积１１２平方公里，建成地下综合

管廊３３公里，１３个城市纳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

施更加完善，城镇特色日益突出，生态和文化建设取得有效进展，人居和发

展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３．产城一体、城乡融合的程度明显提高

一是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程度提高。按照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

服务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更高水平上推进 “两化”良性互动、相互支撑，

产业由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产业互动发展

带动城镇发展，城镇体系布局与生产力布局相协调，产业对城镇化的支撑作

用显著增强，城镇对产业的引导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以天府新区为代表的

新区建设正在成为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二是城乡新形态初步建

立。统一城乡建设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积极构建现代城乡新形态，推进建设１６９８３户彝家新寨住房、１３１５５户藏

区新居，累计建成２６５９个巴山新居、３６１个乌蒙新村，完成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６７００个，１９．４％的村达标 “幸福美丽新村”基本要求，创建首批 “四好

村”１４８１个。三是新型城乡关系初步形成。全面加强城乡规划、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全省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０３０７元、７００１元分别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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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０５元、１０２４７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２．６∶１，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

降到３９．１％，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５．８％。

４．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

一是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成效明显。积极推进成都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贡市、德阳市、广元市等省级试验区建设，形成了国家

级、省级、市级梯度竞相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格局，取得了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二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改革取得新进展。推进以

农村土地为重点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支持和培育各类农村市场经济主体，

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市场，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全省承包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

总面积的２７．７％，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２０．１万个，建立市级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５个、县级交易平台５６个、乡镇交易服务机构６０２个。启动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制改造试点，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试点逐步推进，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与现代农业发展的结合程度不断提高。三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全面放开了大中城市、小城镇的落户限制并推行流动人

口居住证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范围，基本养老、医疗

保险关系在城乡间、地区间实现转移接续的格局正在实现，城乡医疗保险制

度全省统筹正在加快推进；积极促进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

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初步构建起了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二）“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的基本经验

全省经过几年的不断实践，深化了对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规律的

认识，探索出了一些值得总结和推广的模式，形成了以下五点重要经验：

１．必须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

工业化是实现三次产业良性互动的核心和关键，是推动城镇化和带动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近年来全省抓住工业化、城镇化处于 “双加速”

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核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科技支撑工业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工业集中集群集约发展，才使

全省基本构建起了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使工业化对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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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任务，我们必须更加注重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强化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开放合作，在提高工业化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

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人力资本优势充分发挥上做出更大成效。

２．必须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

城镇化是产业的空间依托，是实现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空间载体。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在动力，以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集约高效、环境友好为方向，推动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全面协调

发展的城镇化。近年来，全省在加快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同步推进

新型城镇化，基本构建起了现代城镇体系，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

经验告诉我们，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和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城镇化的过程是人力资本、经济要素和技术资源在空间上聚集的过程，

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突破口。今后我们必须更加好注重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进入城镇和第二、三产业就业，更多的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走集约、高效、绿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产业和

城市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序拓展城市和产业发展空间，大力增强城镇综合

承载能力，提高城镇现代化水平。

３．必须以协调联动为关键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是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的科学

发展，涵盖城市与农村两大领域，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这几年来，全省在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

城乡过程中，关键是正确处理了工业与城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

系，以 “两化”互动促 “三化”联动，以 “三化”联动促城乡统筹，逐步实

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今后我们更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的力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增强

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联动性，进而推动全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４．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

深化改革是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开放是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新空间的重要路径。全省在推进 “两化”互动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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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过程中，始终抓住了 “改革”和 “开放”两个 “轮子”，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创新改革、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等为动力，不断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以扩大向东、向南、向西全方位开

放为根本路径，不断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扩展新的空间。面对改革

进入深水期、攻坚期，开放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引进来与走出去

紧密结合的基本态势，今后必须继续更大程度地发挥改革开放的动力作用，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综合性、配套性，提升开放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５．必须鼓励各地探索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不同模式

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重大省情，平原、丘陵和山区不

同的区域性差异，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显著特征，从而在推

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过程中采取了分类指导的方针，根据不同地区的实

际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差异化探索，走具有自身特色

的发展路子，形成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不同发展模式。实践证明，鼓励

各地探索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不同实现模式，发挥了各地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取得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今后无论外部环境面临多大挑战，

都要继续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探索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不同模

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 当前“ 两化” 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宏观形势判断

２０１２年５月，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首次把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作

为一个整体战略来部署，并作为推进四川跨越式发展的主路径和主引擎。

２０１３年５月召开的四川省十届三次全会提出了多点多极支撑、“两化”互动统

筹城乡、创新驱动 “三大发展战略”。自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以来，四

川在发展转型上走出了一条成功路径，在优化发展格局、培育发展优势、增

强发展动力上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为破解 “增长停滞”的魔咒和 “中

等收入陷阱”两大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当前的宏观形势与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制定时的几年前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是四川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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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改变，发展不足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发展战略是一定历史阶段关于

发展问题的全局性谋划，决定着未来发展的脉络和走向。认识 “两化”互动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变”与 “不变”的关系，需要科

学、客观研判当前的宏观形势。

（一）“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面临 “五大”新变化

１．“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发展理念发生了新变化

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核心是新型工业化，依托是新型城镇

化，关键是协调联动，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目的是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

调性和可持续性。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条件和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是强调创新、开放、共

享等以前相对欠缺的发展理念指引，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的深化拓

展提供了新的理念遵循，其中 “创新”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注入了新的

发展动能，“开放”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建立了新的资源整合机制，“共

享”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构建了更加精准的目标。在 “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基础上，五大发展理念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

了更优的路径、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维度。在新形势下深化拓展 “两化”互

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贯穿战略实施的全过程。

２．“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政策环境发生了新变化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和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

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近年来，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要

求，党中央、国务院等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深化城乡统筹、加快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有 《关于

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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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

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在深化城乡统筹方面，出台了 《进一步做好城

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在加快

农村发展方面，出台了 《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

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等政策措施。同时，四川还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

动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上

新台阶的意见》《四川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等具有针对性的政

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构成了产业融合、产城一体、产村相融的发展政策导

向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城镇支撑能力、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

设计，为全省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撑。

此外，四川还鲜明提出 “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的理念，在全国率先制定

实施了 《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又通过 《中共四

川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

定》，这为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３．“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战略机遇发生了新变化

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的大形势下，虽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

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正在由原来加快

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由原来规模快速扩

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在全球需求和贸易增长乏力、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的趋势下，必须处理好内外联动的关系，

既要放眼全国乃至全球谋划四川发展，又要把发展着力点放在挖掘内部投资

消费潜力、扩大有效内需上来，这些新变化既为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

城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为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提供了新的

机遇。尤其是随着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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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实施以及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等重大部署的全面铺开，

四川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面临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成渝城

市群发展、川陕革命老区发展振兴、建设天府新区等新的历史机遇。

４．“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新变化

四川近年来深入实施 “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通过优化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结构，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加快发展高端现代产业，扎实开展 “百万安居工程”“百镇建设行动”和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具有四川特点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现代城乡形

态加快形成，初步构建起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

型城乡关系。“十二五”期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迈过２个万亿元台阶，

由全国第８位上升至第６位。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三次产业结构由１３．８∶５２．８

∶３３．４调整为１２．２∶４７．５∶４０．３；全省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由

４３．５％、２７．６％提高到４７．７％、３０．７％；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３０７元和７００１元分别增加到２６２０５元和１０２４７元。但是，这些发展成就在

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四川作为全国的资源大省、人口大省、劳动力大省以及

土地、能源等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取得的。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型，

全省资源、人力等低成本竞争优势必然逐步减弱，今后必然更多地依靠形成

新的发展动能。值得可喜的是，全省适应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三个方面新优

势正在不断凸显。一是新的区位优势正在不断凸显。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和国家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天府新区

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等一系列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四川 “向西向南”内陆开

放新格局不断形成，开放发展区位优势正在不断凸显。二是制度优势不断凸

显。全省早期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形成的坚实基础、

探索经验等厚积薄发的制度优势和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获批设立自

由贸易试验区等制度创新优势不断凸显。三是人才红利优势不断凸显。《中共

四川省委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以及 “创业四川行动”和 “创业天府”计

划等的实施，将促进全省拥有众多高校、院士以及２００多万科技人员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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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更好释放出来，推动四川发展由人口红利优势向人才红利优势转变、

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

５．“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目标要求发生了新变化

当前，四川已全面开启 “十三五”发展新征程，正处在决胜全面小康、

建设经济强省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和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倒逼全

省必须遵循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通过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

乡破解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实现高起点基础上的多维度、高水平、长效性

的互动融合发展和统筹协调发展。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的目

标要求，就是在目标制定上，需要统筹好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发展的关系；

在动力培育上，需要统筹好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关系；在产业支撑上，

需要统筹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关系；在区域发展上，

需要统筹好竞相跨越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在资源配置上，需要统筹好政府和

市场和关系。

（二）“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处于 “五期”叠加时期

从全国来看，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利益调整期、改革攻坚期、增

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是对当前形势审时度势的重大判断；从全

省来看，“十三五”规划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将呈现出经济增长进入规模质量同

步提升期、工业化城镇化仍然处于加速期、多点多极发展进入整体跃升期、

发展动力转化到了关键期、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接续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入决胜期等特征。具体到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而言，以下 “五期”叠加的

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１．“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处于矛盾凸显期

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的目的在于更好推进新型工业化和

新型城镇化，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消除城乡二

元结构体制障碍。随着近年来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实施，既加快了新型

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和发展质量，又加快了公共财政和城市资源

向农村的延伸、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促进了城乡稳定和社会

和谐。但必须引起重视的是，随着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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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些以前掩藏性的矛盾开始显现、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新形成的矛

盾趋于交织，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进入与非进入试点村、精准扶贫中贫困户

与非贫困户、已脱贫户与未脱贫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等利益分配不均矛盾，

生态补偿、农村产权制度等法律、法规滞后矛盾，规模化养殖引起面源污染

以新的形式显现、稳中求进与去产能调结构并存导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矛

盾更加凸显，并且呈现出矛盾主体多元性、矛盾来源复杂性、矛盾领域广泛

性、矛盾处置对抗性等特征。因此，要深化对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新问题、

新矛盾的认识，加强调查研判、优化处理方式，尤其是要改变以往简单为保

护农民而保护农民的短视倾向，以城乡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资源要素的优

化配置为基本取向，构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多元利益主体之

间更加均衡的利益保护和分配机制。

２．“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处于速度调整期

近年来，全省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快速推进、成效显著。但是目前中

国已经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发

展动能转换期，这些变化将对未来全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产生不可

忽视的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四川将坚持稳

中求进的总基调并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工业

化城镇化将因速度让位于质量和效率而可能出现增速放缓的情况，尤其是统

筹城乡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不能盲目求快，需要适度放缓推进步伐，

在加快推进综合改革的同时把握好 “稳”与 “进”的关系，有效化解历史遗

留问题并防范新矛盾的产生，从而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

的飞跃。

３．“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处于质量跃升期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经过几年来的持续推进，已经在规模、数量和覆盖

面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亟待提高质量和效益。今后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

质量跃升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质量上，也体现在城镇发展质量上，还体现在

生态友好性和成果共享性上。在新型工业化上，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下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竞争力趋于不断增强，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将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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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新型城镇化上，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的新型

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城镇承载能力和集约节约发展水平不断增强；在 “两化”

互动上，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推进新型城镇化，随着 “两化”时间上同步演

进、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分区、产业上三产融合的深入推进，工业

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助推工业化的发展格局趋于成型；在统筹城乡上，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将不断加大，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性障碍

将得以有效破除。在未来一段时间，前期工作的 “量变”效果将在深化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过程不断实现 “质变”效应，尤其是在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推动策略下，“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必将出现全面的质量跃

升。

４．“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处于深度拓展期

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省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无论是宽度还是深度都将

进行拓展。在宽度上，需要拓展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范围和内容，将改

革试点形成的探索经验加快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推动局部改革向全域覆盖；

在深度上，将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中影响持续性和全局性的内容、对改革

相对迟缓和遗留的难题将尽快启动，推动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向 “深水区”

不断迈进。尤其是要把互联网＋、产业融合、创新创业、特色小城镇建设以

及农村宅基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流转土地抵押担保融资、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等前

沿性改革作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的重要抓手进行推进。

５．“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处于动力转换期

四川与全国一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十分紧迫。全省经济发

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为突出，迫切需要在适度扩大

总需求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

新的发展动力。随着互联网＋范围的不断拓展和深度的不断延伸，信息化将

成为提升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水平的重要动力和技术支撑。在发展动力正

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不断推进创新将成为促

进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核心动力，尤其是在资源要素双重约束不断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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