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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乡关系一直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城乡关系处理是
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安定和社会进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地阐述
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历史变迁中的城乡关系，强调“城乡融合”、“促进城
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是代替资本主义的重要历史任务。世界各国的发展都经历过城
乡分割的过程，人们也一直试图解决城乡对立、城乡分割的矛盾，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愿
望。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既有历史因素的累积，又是现实因素使然。新
中国成立之前，城乡二元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政策，
迫使城乡二元结构加重。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不同程度上缓解、弱化了城乡二元结
构。21 世纪开始，我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党的十六大
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新目标，第一次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写入党的
重要文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阐述了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
局、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作为推进我国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
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
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
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
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
要求。城乡一体化是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城市和农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之
间的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流动，实现城乡各产业联动发展，最
终达到城乡全面融合、协调发展。在传统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割裂了
城乡的有机联系，反映在城乡土地利用及其规划上，片面地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纵向
思维，缺乏对城乡发展的统筹考虑和土地利用空间的协调。随着社会经济变革和引发的
城乡关系的转变，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改变了城乡空间的演变格局，
城乡空间土地利用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规划模式已逐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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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应以城乡一体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城乡关系，将城乡置
于统一的空间下，以整体观念协调城乡空间发展，通过编制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规划，引
导城乡一体化建设。

本书从城乡一体化出发，重点探讨了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及规划的理论基础; 针对
规划内容，主要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国土生态屏障网络构建、基本农田布局、基础设施
用地配置、城乡建设用地优化、城乡绿色空间拓展、土地利用景观风貌构建、城乡土地利
用分区管制、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城乡土地整治等方面，阐述基本理念及其采用的方
法;最后，结合实际规划工作，选择市( 地) 、县两级探索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
方法。本书无论从理论和方法的探索，还是联系实际的规划实践，本书均具有较强的现
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全书由许庆福负责设计，许庆福、于学峰、毛美桥、徐卫东、梁东合作完成，唐伟、熊
军、王增如、白杨、王代印、乔庆伟、丁喜莲、魏鲁、孟艳丽、杨振宇、郭晨、夏孟、崔薛萍、倪
砂、陈峰、袁宁、吉楚参与了部分工作。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一些专家、学者公
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此向有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可能会有疏漏的文献，敬请作
者谅解。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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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城乡关系一直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之
一。从一定意义上说，城乡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
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安定和社会进步。城乡一体
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土地既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空间载体，又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既是
资源，又是资产。探讨城乡一体的土地利用规划理
论与方法，可推动城乡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一体
化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城市问题和推动乡村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本篇主要阐述城乡一体化理念产生
的背景、思想渊源、内涵特征和目标，探析城乡一体
化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分析城乡土地利用系统
及优化配置，探讨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规划的基本
要求，梳理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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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城乡一体化及其国内外实践

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最大
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二元社
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格局转变，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推进城镇化、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四化”同步发展的重中之重。梳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轨
迹及破解方式，明晰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原则、目标和内容，总结城乡一体化国内外实践，
为把握和确定城乡一体化下的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

1. 1 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渊源及产生背景

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而提出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发展隔离，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城
乡一体化思想逐渐受到重视。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渊源看，恩格斯在西方城乡矛盾最为
激化时期首先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随后，西方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赖特的区域
统一体、芒福德的城乡整体规划、麦基的城乡混合体等，都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及规划实践
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1. 1. 1 城乡一体化产生的思想渊源

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人们普遍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存在着三个主要阶段模
式:城乡依存的时代( 农业社会) 、城市统治乡村的时代( 工业社会) 、城乡融合的时代( 后
工业社会) 。恩格斯在西方城乡矛盾最为激化时期首先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并进
一步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标志: 一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 二是人口分
布不均衡( 指城乡之间) 现象的消失。随后，西方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Garden City) 、
赖特的区域统一体( Regional Entities) 、芒福德的城乡整体规划、麦基的城乡混合体( Desa-
kota) 等，都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及规划实践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乡融合”的理论
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早已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乡融合”以及对共产主

义社会的描绘中。
马克思在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时，其中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消灭城乡差别，实现

城乡一体化。他曾经说过“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的首要条件之一，这
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

恩格斯最早系统地阐述过“城乡融合”的理论。他认为，“城市和乡村差异的消灭不
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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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
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
来作为植物的肥料”。我们从这些经典论述不难发现，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条件，是工
业的发展给社会提供足够的需要，促使阶级消灭; 同时工业平衡的分布为城乡融合创造
条件。

斯大林和恩格斯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他认为城乡一体化不是城市乡村之间对立
的消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
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他说，“这不是说，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
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城乡对立消灭以后，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
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
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
同等的生活条件”。从现有科学技术水平来看，斯大林的看法可能更符合实际。在这里，
斯大林显然把“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标志。毛泽
东也曾多次谈到要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为实
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2.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近代以来，城乡问题一直很突出，因此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学家对其进行

了诸多研究，试图找出一种方案来解决城市的环境问题，创造一种宜人的生活空间。最
早提出城乡一体化思想的是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1850 ～ 1928) 。他站在城市规划的立场，于 1898 年提出“田园城市”( Garden City) 的设
想，即城市占地 1 /6，永久绿地和农业用地占 5 /6。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
路》一书中( 1898 年出版，1902 年再版时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 ，他倡导“用城乡一
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他在序言中指出:“城市和乡
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 －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
婚，这种愉快的结合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他倡导的是一种社会改革思
想，即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

田园城市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与方法，同时也为城乡协调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思路。这种思想影响了英国( 英国于 1899 年建立了田园城市协会) 、奥地利、
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田园城市运动一度成为世界性的运动。
从现在看来，城乡一体化理论多少与田园城市有渊源。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霍
华德的田园城市并不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田园城市所想象的也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
方式，而且城市和乡村磁铁相对于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是完全孤立的，因而田园城市只
是消极地避开了城市和乡村的弊端，想为人们营造的一个看似美好的休闲空间。

3.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乡整体规划”理论
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muford) 于 1946 年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

书再版写序时对霍华德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大加赞赏，说“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
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到了时代的前列”。20 世纪 60 年代，他站在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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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 城与乡，同等重要; 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
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推崇
亨利·赖特( Herry Wright) 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
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
许多平衡的社区里，不仅可能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而且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
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同时，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

4. 泰伦斯·麦基的城乡混合体理论
1950 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心城市

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接地带; 同时由于交通基础
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着城市之间的
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发展走廊，这些区域具有特殊的既非城市也非农村的空间形态，但
又同时表现出城乡两方面的特点，因此被学者称之为“灰色区域”或者“被扩展的都市
区”。1980 年代中期，加拿大学者泰伦斯·麦基( T. G. McGee) 针对这种新型空间结构
提出了“Desakota”( 在印尼语中，Desa是村庄，kota 是城市) 的定义，它们一般出现在人
口密集的亚热带或热带地区，处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借助于城乡间强烈的
相互作用，带动了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实现了居民职
业活动和生活方式不同程度的转变。Desakota 是一种以区域为基础 ( Region-based) 的
城市化现象，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城市为基础 ( City-based) 的城市化景观。建立在区域
综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形态，其实质就是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发展。麦基
用城乡混合体( Desakota) 来概括亚洲城市化的空间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高强度、高频率
的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混合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淡化了的城乡差别。这一模式的
提出，削弱了传统的城市－乡村两分法，增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与管理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
1. 1. 2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与破解

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主要反映资本与地权，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是资本
主义性质的，是一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而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
主要反映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的尖锐对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的，是一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

1. 旧中国:城乡关系的畸形发展与局部改良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就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但不同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

不是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列强的入侵造成的。我国的近代工业是从国外移
植的一种所谓的“嵌入型工业”。一些乡村开矿设厂、通商开埠、修路建港等历史性机
遇，吸纳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技术，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表面繁华。但是，这些繁华
景象是相对的，仅限于少数地区，乡村城市化进程仍为不均衡发展和总体落后的特征，
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亿万农民来说，城乡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

面对乡村的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推动乡村发展。如 1935年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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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邹平领导“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等实
践模式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成效有限，不能从根本解决中国城乡问题。著名学者费正清指
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
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比较流动的
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社会的主要划分
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人
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①在近代中国国民收入中，有
90%来自农村，来自城市工业的不到 10%。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城乡差
距不断扩大，城乡对立空前严重，城乡二元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

2.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城乡二元结构加重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关系的性质改为平等互助关系，但是仍然存在城乡差别。从

1959 年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1958 ～ 1978 ) ，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加重。主要表现在:
一是“剪刀差”的存在。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人为地维护和扩大了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以此来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1954 ～ 1978 年，国家通过
“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 100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征收的农业税 978 亿元，
扣除财政支农支出1 577亿元，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 500亿元。这是我国
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也使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加重。二是制度的安排。
在户籍管理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福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的安排下，城乡差别表现得泾渭分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通
过人民公社制度试图把农民同农村和农业结合起来，创造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
基础，但对后来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

3. 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初:城乡二元化的缓解与起伏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1978 年底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的

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要
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城乡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出现了向一体化转化的趋势( 如
城乡收入差距比由 1978 年的 2. 57∶ 1 降到了 1983 年的 1. 7∶ 1) ，但农村问题没有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1979 ～ 1994 年间，国家为了支援其他部门的建设，还是以“剪刀差”的形式
从农业抽走了高达15 000亿元资金②，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乡联系显著增强，农村与城市均发生巨大变化，但农村问
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
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到 21 世纪初，我国
城乡关系又出现了发展不协调的状况，从 1995 年到 2007 年，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
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 3. 33∶ 1，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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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真正意义上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新世纪伊始，我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发展问题已上

升为国家战略。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战略。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把统筹城乡发展
放在突出位置上。统筹发展战略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新起点，也为日后推进城乡一体
化打开了思路。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
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新目标，第一次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写入党的重要文
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社会经济的一体化，把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推进我国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把城乡
关系的发展目标由“城乡统筹”提升到“城乡一体化”，是一次重大的实践突破和理论创
新。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并论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理论，指出“解决好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
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
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从本质上讲，城乡一体化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城乡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优势互
补、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状态的理论概括。城乡一体化既是
总体目标，又是发展过程。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形成、强
化、到弱化，最终走向一体化的里程碑。

1. 2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界定与内涵阐释

不同的学科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各有侧重，总体上应该是一个复合概念，是城乡之
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协调发展、共同融合的过程。
1. 2. 1 城乡概念的界定

关于“城”与“乡”的界定是科学判断与认知城乡关系的首要问题。国内外大都有小
村庄( Hamlets) －村落( Villages) －小城镇( Small towns) －城市( Cities) －大都市区( Metro-
politan areas) 一套居民点的系列。乡村型居民点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城镇性居民点主要
从事非农业活动。城镇和乡村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地域实体，是一种非均质的地
域经济空间。

要真正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出一条有严格科学意义的界线绝非易事。首先，乡村人
口的非农化和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城市发展地域空间的不断扩展，使得乡村和
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社会
文化特征和生态经济特征在城乡之间相互重叠。因此，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或经济活
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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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实际研究中数据统计空间范围问题，可以考虑依据《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
暂行规定》( 国函［2008］60 号) 划分城乡。不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管理权限
和机构编制，以及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有关规定，以我国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
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以实际建设为划分依据，将我国的地
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其中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
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链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
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
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 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
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乡村是城镇以外的区域。
1. 2. 2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界定

根据《现代地理学辞典》的解释，城乡一体化指的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
带，以乡村为基础，城乡互相依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
关系”。

城乡一体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空间布局等多个方面。目前，不同领域对城
乡一体化概念的理解各有侧重。经济学界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
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资金、技术在
城乡的地域空间和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
布局，实现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社会学界从城乡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城乡
一体化是调整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利益分配，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
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为城乡居民创造公平的
发展环境和生活空间，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生态学界是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将城乡的生产、生活纳入生态系
统中，保证自然过程、生态过程畅通有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生态系统。

城乡一体化作为一个复合概念，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乡一体化是动态的
过程而不是静止过程。作为过程是指促进城市和乡村取长补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居住环境、空间布局上实现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它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也
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②城乡一体化体现了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有
机联系和发展方式。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发展的均衡主义和平均主义，它不是农村城市
化，也不是城市乡村化，更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从城乡综合协调的角度出发，建立城乡
融合机制，实现城乡互动发展。③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摒弃城乡差别发展，实现市场化、工
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推进，彻底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各
种制度障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充分发挥城
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机制，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和进步。④城乡一体化从发展目标上就是要把整体提高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农民和市民共享现代文明幸福生活作为发展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形成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城乡一体化作为结果是要创造具有城乡优点，适宜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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