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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农村城镇化的问题是我20世纪70年代末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就关注的一个

领域,这也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关。1970年秋,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专

业毕业后分配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局工作,担任办公室综合秘

书,就与民族地区农村小集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相当多的时间是下到

全州十个县的农村城镇做市场调查。当时的体制是内外贸易不分家,商业供销

不分家,民族贸易局机关是原商业局、外贸局、供销社三合一的行政机关,工

作重心是抓支农,因此去基层供销社较多,而基层供销社所在地多在农村小城

镇,因此,湘西许多著名小城镇也是我下去调查的地点。1970年8月份第一

次调查就去了永顺县王村镇,此外先后调研考察了永顺县万坪镇、龙山县里耶

镇、花垣县茶洞镇、吉首乾州镇、泸溪县浦市镇、保靖县迁陵镇、大庸县永定

镇和沅古坪镇、桑植洪家关镇、凤凰县阿拉镇等一些著名小城镇。尤其是

1973年,组织上安排我去凤凰县阿拉区供销社锻炼,我在凤凰县阿拉镇工作

生活了整整一年,目睹了地处湘黔边境上这一农村小城镇上一幕又一幕热闹的

场景,亲身感受到小城镇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1978年我离开政府机关到学校从事经济学、管理学教学与研究,在我大

学老师、著名经济学家林文益教授指导下,我的学术研究就从农村小城镇集市

贸易研究起步。我记得当时州委机关报 《团结报》经济版曾分六次连载了我撰

写的关于研究农村小城镇集市贸易的文章。在此基础上我撰写的 《集市贸易与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论文与调查报告先后在北京大学 《经济科学》、《中央民

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还入选了1982年全国商品流通渠道理论研讨会,
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1984年10月商业部在江苏扬州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

农村小城镇商业研讨会,我撰写的 《论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的横向功能》一文

入选,我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该文于1985年获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首届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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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二等奖,也是湖南省入选该奖项排第一的成果。会后,我参与了我国

著名经济学家万典武教授主持的 《集镇商业》一书的撰写及修改工作,这是我

国第一本研究集镇 (小城镇)商业的学术专著。扬州会议后,我便再次去凤凰

县阿拉镇等地作了调查,撰写了 《凤凰县阿拉镇牛市交易调查报告》,入选

《集镇商业》一书,该书于1986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公开出版。

1984年我在扬州参加全国集镇商业研讨会时,结识了云南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 《经济问题探索》杂志社王若研究员,他与我一道应邀参加了 《集镇商

业》一书的修改,并约我撰写一篇关于中国农村小城镇的论文。会后,我便再

次去湘西一些小城镇作了调查,并收集了全国各地农村重点小城镇的有关资

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 《中国农村集镇特点研究》的长篇论文,寄给王若研究

员斧正,后选入 《经济问题探索》杂志社专题论文集出版。1985年我从湘西

自治州调往长沙工作,在湖南商学院前身湖南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从事商业经济

学、市场学、消费经济学、企业管理等课程的教学与科研,但对于中国农村市

场与农村小城镇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1998年为了应对城镇化新阶段的到来,
我申报了一个湖南省软科学课题:以县城扩容为中心,加快湖南农村城镇化的

研究。该课题获得立项,同时纳入当年湖南省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重点调研课

题。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先后到益阳市赫山区的泉交河镇、沧水铺镇,常德市安

乡县城以及岳阳市湘阴县、君山区,长沙市望城县,湘潭市湘潭县等地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执笔撰写了 《以县城扩容提质为重点,加快我省农村城

镇化和农村人口非农化》的主题报告,调研报告初稿还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
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厉以宁教授、冯之浚教授的肯定和修改。该报告中明确提

出:“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我省城镇化发展状况,认为在近、中期应当由中小

城镇数量扩张转到以县城扩容和城镇化建设质量升级为重点的发展模式上来。”
依据这一调研报告,我在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了 “十五期间以县城扩容提质为

重点加快全省城镇化”的提案,后来湖南省政府将这一建议纳入 “十五”规划

中,当时的湖南省计划委员会还专门给我来函,对此提案予以肯定。
在主持湖南省关于以县城扩容提质为重点加快农村城镇化课题的同时,

1999年我申报了 “关于环洞庭湖地区农村小城镇市场结构研究”的课题,被

国家社科规划办评审批准立项,使我对农村小城镇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和深入。
其后,我在主持湖南省第一批重大社科基金项目 “湖南应对中部崛起的战略与

对策研究”中,重点将小城镇发展纳入长株潭城市群战略当中,专门论述。

2005年我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提出将发

展重点农村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节点,与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

代化同步推进,课题结题评审为优秀。2008年我申报主持了湖南省重大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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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招标项目课题 “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中的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研究”,我带领

课题组同志先后来到长沙县的星沙镇、 梨镇、黄兴镇、金井镇等地调查,对

重点小城镇的发展及其在城乡统筹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本课题完

成后,鉴于对城镇化问题的关注,2010年3月在原省委书记张春贤主持召开

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座谈会上,我就湖南 “十二五”经济发展思路作了发言,
明确提出要完善 “一化三基”的思路,要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重,更加注重

城镇化发展。同年4月在韩永文副省长召集的城市化座谈会上,我又重申了这

一思路,并强调要重视农村重点小城镇的发展。我的建议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

省领导的重视,省委省政府广纳众议,及时提出了 “四化两型”的发展战略,
将工业化与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为 “四化”。2010年我又主持了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委托课题 “环洞庭湖区域城镇化研究”,主要研究内

容在本书中作为重要内容述及。在研究这一课题的同时,2010年我作为省政

府参事还向省政府提交了 《突出提质发展农村重点小城镇推进湖南城镇化的思

考》,并在年底的省参事工作会议上被选定为发言的三个参事代表之一,直接

向徐守盛省长、于来山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微微作了汇报,得到

了省领导的肯定。
罗列上述研究过程,并不能说明我在研究农村城镇化方面有什么重大创

新;而只是表明,农村城镇化一直是我学术生涯中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我

所理解的贸易经济专业知识来讲,从古至今城镇与市场和商业是不分家的,城

镇既然是人口聚集的空间,有人群,就有规模消费需求;而要实现和满足人的

消费需求,就必然要通过交换和商业这两个平台,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
更何况依赖交换是人的天性,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在 《国富论》中所讲的

倾向交换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原始本能,所以关注与研究商业和贸易,就不能不

关注商业活动集聚和集中的小城镇。

(二)

关注农村小城镇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从小就形成的小城镇情

结。从记事时起,两个小城镇就与我儿时的喜怒哀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家是

半边户,我们兄弟几个与母亲住在洞庭湖边的农村,即原湘阴县第六区营田乡

新民村,父亲当店员,在河市镇工作。在我家往西边8华 里 (1华 里=
0.5km,后同)的地方有一个营田镇。营田镇处于湘江边,因水而兴,上连

湘阴县湘江边上的虞公庙码头,镇西面的湘江中有个狭长形的洲,即湘阴县青

山乡,村上居民以渔民为主,我母亲就是青山乡倪家山村人。营田镇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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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小镇并不大,我从小去外婆家就从这地方坐船,当时这里是水运码头,来

往的船只很多,特别是江边经常停泊许多货船、渔船。我儿时脑海留下最早最

深的记忆是我四岁那年和村里大人们去镇上看清匪反霸斗争中全乡举行的公审

大会,会场设在营田镇旁边,我是骑在村里大人的肩头去参加大会的,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但我第一次感到小城镇的重要则是缘于我的一次治病经历。大概

是1953年夏天我尚未读小学前,我脑袋顶上发炎长了一个疮,我母亲听了乡

下巫医的话,请巫医画了一道 “神牌”置于我家桌台上,神牌前放上一大白瓷

碗,碗里面置入清水,曰神水。巫医另画一些 “神符”放在瓷碗旁,然后将神

符放入水中再捞起贴到我头顶患处,并嘱我母亲每天换一次符,但神水符贴了

几天却没有一点效果,我脑袋上的疮反而越肿越大,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冲天

炮”,由红变紫,越来越胀痛。周末一天,父亲从镇上回来一看我这个样子,
十分着急,他将神灵牌和神水摔在地下,并带着我立即赶往营田镇医院。医生

一看立即动了手术,用刀划开我头顶脓疮,用酒精将里面的脓液洗净,然后用

纱布包住伤口,并用了一些药剂敷在上面,回到家不到一个星期就好了。这件

事使我深深感受到在农村信鬼神治不了病,到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到镇上就可

以解决。后来我从农村读初小二年级时便转学到营田镇小学,那时读小学是每

天清早起床往镇上赶,放学后从镇里往农村家里跑。营田镇有一条东西走向的

麻石街,一直从街东延伸到河边码头上,街两边南杂店、食品店、药店、餐饮

店、日杂店、绸布店,一家接一家,还有渔具店、鱼店,卖新鲜活鱼、活鸡、
活鸭的摊子也挤在街西头。河边码头上也有航班开往湘阴、磊石、南大、益阳

等地。总之,这湘江边上的营田镇便是我家乡的名镇,作为当地政治、文化、
经济、商业活动的中心,使我从小感受到,农村孩子读书、购物、治病都离不

开小城镇。
而另一个儿时感受最深的小城镇则是河市镇。河市镇离我家较远,位于我

家西北角二十多华里的洞庭湖边。它比营田镇规模大几倍,有 “小南京”之

称。我父亲从11岁当学徒出师后便一直在河市镇当店员。该镇位于汨罗江注

入洞庭湖的交汇处,在汨罗江下游的西南边,离屈子祠不远。1953年我第一

次去看望父亲就被该镇的热闹繁华所吸引。平时我们住在农村老家,家后面就

是一望无际、波涛翻滚的洞庭湖。从小看到的是湖南的村落,炊烟、稻田、猪

牛,脑子里全是湖南农村的场景。一进河市镇,立即被那鳞次栉比的街道,熙

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绝于耳的叫卖声所吸引;还有在街道旁河

港中,一排排停靠的大帆船,有的正在卸货,有的正在装货,挑着担子的人们

从船头走上走下:这些都是我在乡下从未见到的景象。父亲当时是河市镇一家

名为 “大隆”南杂店的店员,白天站柜台售货十分繁忙,无暇顾及我。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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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商店关门,父亲偶尔也会带我到镇上的小茶坊去听道情 (琴)。道情类似

于北方的评弹,表演者操一把琵琶,边弹边唱边讲,多是章回小说中的历史故

事,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而我从小对历史感兴趣就是父

亲在河市镇带我听评书故事所引发的。儿时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城镇的生活比

农村丰富多了。城镇的房子多、人多、商店多,人与人交流多。但遗憾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昔日繁华热闹的河市镇却在 “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

三面红旗万岁”的欢呼声中渐渐消失了。1958年洞庭湖大围垦,我们村成了

国营农场,一条长几十公里的大堤从营田镇修到垒石山,一条十多公里长的避

洪沟从汨罗修到营田镇湘江边,汨罗江入洞庭湖口一大片湖泊全部封堵起来,
围湖造田,昔日的水边重镇———河市镇竟成了一个死镇,镇的建制也被取消,
成为一个分场场部所在地。对河市镇为什么消亡读中学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后才明白其变迁的历史原因和

制度因素。因此,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从事农村市场研究时就特别

关注湘西一批重要农村小城镇,当我站在酉水边里耶镇、王村镇时,我就想到

洞庭湖东头有我儿时永难忘却的营田镇、河市镇,因而研究农村小城镇便成为

我的一种责任和情感的寄托。

(三)

对研究洞庭湖区域城镇化的重视,还缘于我对湖南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战略

的关注,也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省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对湖南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进行思考的结果。当时湖南的发展战略是突出 “一点一线”发展,并

提出了加快西线开发,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总感到湖南经济发展离不开洞庭湖

区域这一板块。记得80年代初我与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蒋建平教授①一道研

究明清之际湖南为什么成为中国米谷贸易货源之地时,就查阅了大量明清时期

开发洞庭湖区域的资料。洞庭湖作为当时的天下第一米谷粮仓就得到清朝乾隆

皇帝的高度肯定,并有 “湖广熟,天下足”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洞庭湖

区作为重要的商品粮、棉、麻、猪、水产品等农产品生产基地,为国家经济发

展和民生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其汇聚四水、吞吐长江、通江达海的独

特区位优势也是湖南其他地区无法取代的。此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也有一

定基础,环湖产业带也正在形成。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我于1996年参加了

005

① 蒋建平,湖南湘阴人,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70年毕业留校工作,主攻近代经济

史,系著名经济史学家,后调入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任副院长、院长。



| 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湖南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呈上了我的研究报告——— 《关于建设湘

北环洞庭湖经济带的几个问题的研究》。该研究报告提出,“要使环洞庭湖经济

带成为湖南省内继长株潭之后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带之一”,“成为我省世纪之交

和21世纪实施开放带动、兴工强农战略的示范区”;并具体提出以下观点:
“要实现环湖地带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基地化,将环湖经济带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尽早形成背靠长江的环湖城市带”,“要以治水

为重点突出抓好环湖经济带的基础建设”。我的这一材料得到省政协领导的肯

定和重视。我记得我在省委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发言后走下来的时候,正好遇到

原省政协副主席陈彰嘉同志,他当场对我表示了赞赏和肯定。此文后来经过修

改充实,并公开发表于 《学术界》杂志1997年第1期,后又入选由湖南省社

科联组织编写的 《湖南跨世纪发展战略》一书。现在来看,当时文中提出的一

些见解和对策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对洞庭湖经济带农村城镇化的关注促使我于1999年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

规划基金项目课题 “环洞庭湖地带农村小城镇市场结构研究”,该项目当年获

得批准立项,这也是我获得立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

是优化和完善洞庭湖地区农村小城镇的市场体系及其对策,以更好地促进农村

重点小城镇在连结广大农村、促进农村城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围绕这一主

题我先后在一批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关于 “农村城镇化”的系列论文,《中
国经济时报》《三湘都市报》《湘声报》《湖南经济报》先后对这些研究成果进

行了采访报道或述评。2002年我的 “农村城镇化”系列论文获湖南省第六届

优秀社科成果奖经济学类二等奖 (一等奖当年空缺)。

2007年底,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正式将长株潭城市群列为国家级两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个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的区域项目。紧接着湘南地区于2010年又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进入国

家战略层面,2011年大湘西武陵山区作为集中连片的扶贫开发区也纳入了国

家战略层面,唯独与鄱阳湖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洞庭湖区域在发展上没有进入

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个对家乡魂牵梦萦的经济学者,我们十分焦急,担心洞

庭湖区域的发展成为被国家战略高层遗忘的角落。其实早在2008年江西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战略层面后,我和湖南一批学者就酝酿着首先要从民间

和学术研究上来推动洞庭湖区域经济的社会发展,为洞庭湖的发展鼓与呼。在

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省人大原副主任颜永盛和一批省级老领导的支持重视

下,在湖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刘宏研究员的具体组织协调下,湖南成立了湖南

省洞庭湖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筹备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商学院等作为

筹备发起单位,刘茂松教授、李松龄教授、蔡四桂教授等学术界专家和我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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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筹备组成员。2009年洞庭湖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在长沙正式成立,省人大

原副主任颜永盛同志被推选为研究会会长,一批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均当选为

研究会副会长,从此对洞庭湖研究的关注就成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常态活

动了。颜永盛主任带领我们学会的专家、领导先后深入岳阳、常德、益阳调查

了解后三峡时期洞庭湖区域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2010年和2011年相继在

岳阳市、常德市举办了两届洞庭湖发展论坛,这就迎来了研究洞庭湖发展的学

术高潮期。2010年我撰写了 《努力将洞庭湖区域建成我省农村城镇化的示范

地带》一文在 《湖南城市经济》杂志上发表。在2010年洞庭湖发展论坛上,
我作了 《发展环洞庭湖旅游产业带》的主题报告。会后我又和刘宏副会长、聂

芳容参事、童潜明研究员等一道就首先修建环湖旅游公路一事进行了专题研

究,向省发改委提交了规划文本。我主持的 “环洞庭湖区域城镇化研究”也被

列为研究会首批重点课题,并同时列项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委托课题。

2011年湖南省召开第十次党代会前成立了党代会报告起草组,我和刘茂松教

授作为学术界代表被聘为省党代会报告起草组顾问,在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及

修改中,我们力主将洞庭湖区域写进党代会报告,并列为湖南经济的又一重要

板块。省委主要领导最终拍板将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党代会报告,并决

定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制定纳入省委省政府议事日程。

2012年1月3日,湖南省发改委召集专家召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

划编制大纲意见征求会,我与刘茂松教授、朱翔教授等参加了座谈,专家们就

规划的发展思路、主要内容、对策等提出了建议。2月22日湖南省委副书记

梅克保,省政府副省长徐明华、省人大原副主任颜永盛在岳阳市召开了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规划座谈会,省直有关厅局主要负责人,长沙、益阳、常德、岳阳

四市政府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我和刘茂松教授、刘宏教授、聂芳容研究员等

专家参加了会议,我撰写了 《关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参

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其他专家也发了言,紧接着湖南省政协也将

“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发展列为省政协2012年参政议政重大课题。2月27
日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阳宝华、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召集了该课题调研组会议,
我也与刘茂松教授、李松龄教授应邀参加了会议。3月13日在省政党组副书

记阳宝华同志带领下,一批厅局领导和我们一道,再赴岳阳、湘阴、华容实地

调查。这样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就成为全省各方的共识,这也是2012年开

局之初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盛事、一大喜事。我们相信,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的建设一定会进入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直为洞庭湖发展鼓舞与欢呼的学

者,我感到特别欣慰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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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环洞庭湖区域城镇化研究》的内容涉及农村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架:

第一部分为理论与实证 (1~5章)。在这一部分中一方面从理论上要解读

农村城镇化,在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城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的基础上,书

中对中国特色城镇化进行了理论解读,并在对城镇化进行国际比较的同时,分

析了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则对环洞庭湖区域及环洞庭湖地区农

村城镇化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与评析,也提出了构建洞庭湖生态

经济圈的问题。同时,从定量分析方面试探性地构建了洞庭湖区域农村城镇化

的指标体系,对环洞庭湖区域农村城镇化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洞庭湖农

村城镇化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二部分为战略与对策 (6~8章)。该部分的内容首先是对推进洞庭湖区

域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思想原则及指导思想进行了研究。在推进洞庭湖农村城镇

化的对策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与制度设计。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

点,制度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其根本还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

基本路线,没有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

第二的格局。同理,要推进洞庭湖区域农村城镇化,必须加大制度创新,为

此,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流转制度、财政金融政策、行政管理体

制等都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以形成有利于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制度安排。在着

力论述制度创新的同时,该篇还就推进洞庭湖区域农村城镇化的对策进行了探

讨,分别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产业发展力度,包括现代农业、工业、商

贸流通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加强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在

调查中我们深感洞庭湖区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一些上万人口的大镇

到 “十一五”末期连群众饮水的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城镇农贸市场的建设问

题都未解决好。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的重中之重,而产业发展则

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与基础,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大力发展有

湖区特色的工业、旅游业、商贸流通等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是

加快农民市民化的不二选择,同时加大人力资本建设投入,提高城镇干部、市

民、农民素质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保证。
第三部分为实践与案例 (9~12章)。本部分对洞庭湖区域的农村城镇化

的实践过程进行了研究,分别对益阳市、岳阳市、常德市的农村城镇化实践进

00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

行了概括分析。处于南洞庭湖旁的益阳市和处于东洞庭湖的岳阳市以及处于西

洞庭湖的常德市,既具有资源、产业、文化上的同源性、同构性,又在区位、
产业、资源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以岳阳市为例,其在区位上处于洞庭湖入长江

处,拥有天下名楼岳阳楼和湖南第一大内陆通江达海的港口城陵矶码头和湖南

省最大的石化工业企业。而地处西洞庭湖的常德市在湖南素有纺城、烟都、酒

乡之称,是著名的芙蓉王品牌卷烟产地和桃花源风景区所在地。地处南洞庭湖

的益阳市正处于资水下游雪峰山脉接壤处,农林水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本篇特对三市的概况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对益阳、岳阳、常德三市的

农村城镇化进展及经验启示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农村重点小城镇的个案进行了

分析,对沅江草尾镇商业兴镇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在农村重点城镇建设

农村区域性综合商业中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便为洞庭湖区域城镇化建设提

供启示和参考。我认为中国地域广阔,湖区、山区、丘陵区、平原区人口的密

度不同,并存在资源差异、产业差异和城市密度差异,城市化应有不同模式或

不同发展类型,而且也不可能将农民都迁往或转移到某一个城市中去。相反,
散布各地的农村重点小城镇便是农民就地转化的最优选择。因此,洞庭湖区域

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发展和建设好一批人口集中、规模在万人以上的

(建制)重点小城镇,一方面能更好地吸收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的辐射;另一

方面,又连接广大农村村庄社区,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因而在一个县域

范围内城镇化的重点,是包括县城在内的一批重点农村小城镇的扩容升质与特

色经济的发展。
第四部分为专题研究。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我主持研究湖南

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 “环洞庭湖区域农村城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包

括公路基础设施对城镇化的空洞计量分析、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城镇化模式的

横向比较、城乡市场协调发展与城镇化的质量关系实证分析等。其二是我从

20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与农村城镇化有关的代表性论文,包括80年代初

撰写的 “农村集镇商业横向功能探讨”“中国农村集镇的特点与类型”。还有我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洞庭湖地带农村小城镇市场结构研究”的 “农村城镇

化”系列论文中的几篇,论文中关于 “发展小城镇与扩大内需的相关效应”等

观点当时被 《经济学文摘》等引述为中国关于城镇化的代表性观点。值得欣慰

的是,时间虽然过了二十多年,但过去论文中的一些论述及思想仍未过时。收

录在此书中,也可以使读者了解我研究农村城镇化的思想轨迹,也可让实践再

检验、再审视、再修正过去的某些研究结论。
由于本书撰写时间较为仓促,且本人学识有限,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特

别是对洞庭湖区域农村有代表性的小城镇未作全景式的实地调查勘测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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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个案的代表性还不强,这是本书的一大缺陷。洞庭湖城镇化过程如何突出

生态经济发展、如何建设两型城镇,本书也缺乏系统深入研究。此外,对农村

城镇化模式的研究缺乏国际国内比较分析,事实上,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

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力量国家,其农村城镇化的模式和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我

们借鉴的,但本书涉及不多。当然也考虑到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及文献

颇多,简单罗列难免有复制之嫌。
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同志,湖南省人大原副主任、洞庭湖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会会长颜永盛同志对于洞庭湖农村城镇化课题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

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湖南省社科规划办将洞庭湖农村城镇化列入

2010年度重大委托课题。在本书研究撰写过程中,我和课题组成员先后深入

到洞庭湖区的岳阳、益阳市的有关县、市、镇调查,得到湖区各调查所在地党

和政府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湖南商学院欧阳尧书记、唐末兵校

长,湖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刘宏教授,省委政研室巡视员张富泉同志,省发改

委副主任欧阳彪博士、刘茂松教授、李松龄教授、蔡四桂教授等对本课题研究

给予了指导帮助,湖南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精心安排,唐红涛

副教授、徐志耀博士生、熊曦博士生、朱艳春博士生先后随我去湖区调查,一

起协助我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熊曦博士生协助我完成全书部分初稿,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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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外研究综述

当前全球城乡人口各半,但至2025年将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且

到那时,城市人口中将有80%是在发展中国家 (Wilson,2004)。另一项预测

与此类似,2030年全球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Graeml,

2004)。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须加速城镇化进程,为经济持续增

长提供不竭的动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

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

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

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十七届五中

全会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再次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订城镇化发展规划,促

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几十年来解决 “三农”问题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思路

和方针,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们在 “三农”
问题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和飞跃。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
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

局、开发边界,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

格局。加速推进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走持续发展道路的题中必有之义,国内外许

多学者针对农村城镇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城镇化的重要性、动

力来源、实现途径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等许多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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