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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

定》指出:“县级党校,则主要是加强对乡、村基层干部

的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和政

策法制教育。”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提高广

大县市区域干部素质,促进县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我们

根据地市、县市区党校培训、轮训干部的需要,组织全国

一些专家、教授、领导干部和党校教师,编写一套培训县

市区域干部的丛书。这套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

策为依据,从培训对象的实际出发,努力反映新世纪新情

况、新特点、新要求,总结实际工作新经验,跟踪理论研

究新动向,适合地市、县市区党校、企业党校组织干部学

习用书。这套书现已出版了《中国县域经济创新》、《县级

财政走出困境对策研究》、  《高举伟大旗帜  推进改革发

展》、《中国乡镇经济发展创新》四本,《中国村干部读本》

正在筹办之中。

    本书《中国乡镇经济发展创新》是根据《中共中央关

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全书共16章。此书由中共中央党校

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珏作指导,由中共湖南省委党



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南新世纪经济专家咨询中心牵

头,先由主编提出写作思路,在广泛听取县市区党校意

见,并进行几次修改的基础上确定《写作提纲》,再由湖

南省、四川省、山东省、重庆市等10省市10余所党校分

工写出初稿,最后由主编和第一副主编修改、统稿、定

稿,中国县市区域干部培训丛书编委会部分编委审稿,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所属海潮出版社出版。此书理论性、针

对性、实用性强,适合作地市、县市区党校培训乡镇干部

教材和乡镇干部自读书籍。

    中国县市区域干部培训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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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乡镇经济发展创新

    第一节  乡村、集镇与乡镇经济

    一、乡村

    乡村是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区域。它是在特

定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总和,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乡村的层次结构为:自然居落——村。传统乡

村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农业性。农业是乡村的传统产业,农业生产

是乡村主要经济活动之一,农业收入是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二是

分散性。不论是居住,还是生产、生活,都在地域上分散进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乡村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人类社

会出现至今,乡村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变

的过程。乡村发展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村落阶段、古

代乡村阶段、近代乡村阶段、现代乡村阶段。

    原始村落。到原始社会中期,原始农业才开始形成,原始人学

会了利用动植物的生理机能来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栽种植

物和饲养牲畜等。原始农业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进

步,它不仅使人类生活有了比较可靠的食物保障,而且为原始人的

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由于农业生产、自我保护的需要,原始人有

选择地居住,原始人的这种意向定居、聚居行为,导致形成原始村

落。当时的原始村落还不是本质意义上的乡村,它只是乡村发展的

前奏与序曲。



    古代乡村。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引起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手工业从事者不

断集中,商品交换频繁聚集,这些集中点和聚集点形成了早期的城

市,而从事农牧业生产和农民居住的地域,则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乡

村。

    近代乡村。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完成了

农业和手工业的最后分离,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彻底分离。马克思

曾经精辟地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在古代那样,

是城市乡村化。”①资本、技术、交换和人口在城市高度集中,乡

村则单纯地从事农业生产。城市的高度繁荣、乡村的高度凋敝,导

致城乡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现代乡村。马克思曾经概括地指出:“一种新的更高级地综合,

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

前提。”②这种综合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和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综合。随着现化工业的多样

化、专业化和小型化,工业布局由集中趋向分散,工业开始向农村

转移,工业分散融人乡村,这样乡村开始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

乡村工业化、乡村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现代

化,城乡差别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我国乡村发展正处

于近代乡村与现代乡村这两个阶段之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乡村的发展也呈提升之势,工业、商

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在乡村的发展,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逐

年下降,农业与工业的重新结合开始起步,但农业仍然是乡村的主

导产业,农业收入仍是农民的重要生活来源。我国的乡村发展极不

①《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第480页。
②《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页。



平衡,中东部地区的乡村,商品经济发达,大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

放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其收入主要是农

业以外的第二、第三产业收入,衡量乡村发展的标准也从“乡乡通

公路,村村通电话”转移到高标准公路、传真、电视、电脑等现代

生活方式。而西部地区的乡村则大部分处于近代农村阶段,农业落

后,只有少数工业,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生活

贫困。

    二、集镇

    所谓集镇,是指一定区域内工商业比较发达,具有一定的市政

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农村小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服

务中心。它包括建制镇和非建制镇。建制镇是指具有一定规模,达

到国家规定的建镇的标准,由政府批准建立的集镇。没有达到建制

镇规定标准,未经政府批准,自发发展起来的规模较小的集镇,称

非建制镇。1997年我国共有集镇45484个,其中建制镇17998个,

非建制镇27486个。①集镇的主要特点为亦工亦农,亦城亦乡。

    集镇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农村商品生产、加工和交

换的中心。纵观我国集镇的发展,经历了古代集镇、近代集镇、当

代集镇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集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唐宋时期,生产力高度

发展,商业活动日趋兴旺。在广大的农业地区,集市贸易活动日趋

繁盛,集镇日益增多。至北宋时期,集市贸易已遍及南北农村,集

市的规模和数量都有较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宋时在全国开始有

镇的建制。北宋《元丰九城志》记载,当时全国已设置1884个镇,

其中开封府所辖镇就有35个。至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更见发展,

农业商品生产出现专业化与多样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集镇转

移,集镇的规模不断扩大,集镇数量与类型不断增多。但是,由于

①《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年。



落后的封建制度束缚,集镇仍然十分贫困,它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局

限性,集镇在政治上仍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农村的基地。

    近代集镇(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叶)。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把中国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农业生产一蹶不振,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惨遭破产。1935年中央

实验室曾对22个省1001个县做过调查:全家离村的农户达192万

多户,占总农户的4.8%,其中到城市做工和谋生的占36.7%,到

城市或别村去逃难的占19.6%。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陕北

等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集镇。由于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集镇仍然落后。

    当代集镇(新中国成立至今)。解放后,我国的集镇经历了恢

复(1949年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发展(1953—1957年)、衰

落(1957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复苏(文化大革命至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繁荣(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的曲折

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和产业结构

的调整,农民的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商品流通和服务领

域,不仅使原有的集镇得到了振兴和发展,而且促使大批新兴农村

集镇蓬勃兴起。

    三、乡镇统一体

    乡是指乡村,是指农民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地域空间,镇是指集

镇,是一定地域内人口、经济、文化和建设相对集中的聚集体。乡

村和集镇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乡村

为集镇提供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是集镇经济发展

的基础和可靠后方;集镇则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

和信息的中心,是乡村的支柱和依托。乡镇就是以集镇为中心、乡

村为腹地的综合统一体。



    乡镇,介于城乡之间,它下联乡村,是城市化的区域;上通城

市,是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相联系的枢纽点。乡镇比乡村高一层

次,又比城市低一层次。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方面来看,

它具有与城乡两个区域相异的特点;又具有与城乡两个区域紧密联

系的特点。

    乡镇,是一个由多层次的乡村集镇组成的区域系统。它的层次

划分在我国有以下标准:

    人口标准:1984年11月,国务院对建制镇标准作了调整,并

规定: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总人口在2万

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少数民

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

游区、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千,如确有必要,也可

以设镇的建制。

    地位标准:一般以行政地位作为标准。

    功能标准:依乡镇的基本功能确定其类型和层次,如生产型乡

镇、商业型乡镇、科技型乡镇、旅游服务型乡镇等等。也有依若干

综合性指标作为设镇标准的。

    四、乡镇经济

    (一)乡镇经济及其特点

    乡镇经济是以乡村和集镇为基础的乡镇统一体的区域经济,是

乡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总和。乡镇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1)乡镇

的所有制关系。即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经

济、合伙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其他经济形式。(2)乡镇产业关系。乡

镇区域内不仅有农业活动,而且有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

服务业等经济活动。(3)乡镇再生产关系,包括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

    乡镇经济是国民经济也是县(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

于国民经济、县(市)经济来说,它具有以下特点。



    1.基层性。从纵向经济关系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可划分为五

大层次,即国家经济、省区经济和中央直辖市经济、省辖市经济、

县(市)经济、乡镇经济。其中,乡镇经济处于最基层,它是一种

基层经济。

    2.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受生产力的制约,

各地区乡镇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乡镇、沿城乡镇,其经济水平

相对较高;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边陲小镇,生活贫困,经济发展

落后。受国家开发西部政策的影响,中西部的大部分城镇均将有较

大的发展。

    3.综合性。乡镇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从经济形式上看,

它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合股经济、私营经济以

及其他经济形式。从产业关系上看,它不仅包括传统农业,还有工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经济活动。

    4.运行的相对独立性。乡镇经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所有制关系复杂,产业关系繁

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经济是缩小了的国民经济。它受国家的

宏观调控,但在其经济运行功能、经济管理职能等方面都是相对独

立的。

    5.区域网状性。乡镇经济是在乡镇区域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和

经济关系的总称。即以集镇为中心,辐射周围各村构成网络面,凡

这一范围内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都属于乡镇经济的范畴。

    (二)乡镇经济的层次和类型

    乡村经济是一个多系统、多层次的复杂整体。乡镇经济的层次

可分为乡村经济和集镇经济。

    乡村经济。乡村经济是指乡村区域的经济。一般来说,它可分

为两个层次:一是农户家庭经济,指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

和经济关系的总和;二是合作经济,指其经济合作主体为两个非同

家庭人员的经济组织,一般为2人以上8人以下。乡村经济是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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