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城镇的发展与中 国的浏见代化

马 戎

本文考察了建国 4 0年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
,

从社 区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其 内在

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

强调指出
:

集市贸易和乡镇企业是近年来小城镇发展的两个支柱
。

文章论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几种主要形式
,

政策因素对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影响

以及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意义和地位
。

作者马戎
,

1 9 50 年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

讲师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中国的工业化将会沿着一条怎样的道路前进 ? 中

国的城市化将会采取怎样一种方式 ? 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中
,

小城镇已经

扮演了以及今后将可能扮演什么角色 ? 这些是中国现代化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

本

文主要讨论中国近年来小城镇的发展情况
,

结合小城镇经济结构
、

社区功能等方面的

转变
,

探讨小城镇的发展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意义
。

一
、

小城镇的定义

在政府统计中
, “

镇
”
是行政区划体系中介于

“

市
”
和

“

乡村
”
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

,

正式称呼为
“

建制镇
” ,

在行政上从属于某市或某县
,

与 乡平级
。

关于一个居民地具备 了什么条件可以申请设镇
,

政府于 1 9 5 5 年
、

1 9 6 3 年和 1 9 8 4

年曾三次作出具体规定
。

按照 1 9 5 5 年规定
,

设镇需符合下列标准中 的一 条
:

( 1 ) 县

政府所在地
; ( 2 ) 常住居民 (指户 口登记地点在该地 ) 在 2 0 0 0人以上

,

其中 50 % 以上

是非农业人 口的居民点
; ( 3 ) 常住居民在 1 0 0 0 人到 2 0 0 0人之间

,

其中 75 % 以上是

非农业人口的居民点
。

同时
,

常住人 口超过 2 0 0 0 0 人的列为
“

城市
” 。

1 9 6 3 年 12 月规定的标准为
:
( 1 ) 常住居民在 3 0 0 0 人以上

,

非农业人 口超过 70 %
,

( 2 ) 常住居民在 2 5 0 0~ 3 0 0 0人之间
,

非农业人 口在 85 % 以上
。

符合其中一条 的 可

设镇
。

10 方人以上的居民点可设市
。

原 已设镇
、

设市
,

但人 口不够以上标准 的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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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消
。

玲粼 年对设镇标准又进行了变动
: ( l) 县政府所在地

; `幻 非农业人日在 2。。 0人

以上的乡政府所在地
; 、 3 )工矿旅游区和边境 口 ;笋的标准放宽

。

另外在设镇标准方面
,

少数民族地区的标准始终较汉族地区 为宽
。

根据 1 9 8 6 年 4 月的新规定
,

非农 业 人 口

在 6 万以上和年国民生产总值在 2 亿元以上的镇可设置市
。

①

值得注意的是
, 工9 6 3 年规定建制镇所属的农业人 日不计入

“
镇人 口

” ; 1 9 8 2 年规

定镇区内的农业人口计入
“
镇人 口 ” ; 而 1 9 8 4 年以后

,

不少地区实行
“

镇管村
”
体制

,

镇

辖区扩大或乡改设镇后所属各村人 口都计入
“
镇人口

” 。

I动而
,

在运用不同时期钓
“
镇人

口
”

数字时要注意其不同内涵
。 ③ 例如

, 19 8 2 年至 1 98 4 年
,

全国镇人 口增加了 7盯6 万

人
,

其中新设镇人口约 占 91 %
。

原有镇的人 口增长中
,

76 %是迁移和辖区变动造成

的
。

③ 无论是新设镇还是原有镇
,
辖区变动即统计 口径和设镇标准的变动是政府统计

中
“

镇人 口 ,,
迅速增加最主要的原因

。

小城镇作为人们居住和从事各种活动的一类社区
,

在社会学研究中有着特定的含

义
。

费孝通教授曾对小城镇提出这样的定义
: “

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 层 次 的

社会实体
,

这种社会实体是 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的人口 为主体组成的社区
,

无论从地域
、

人 口
、

经济
、

环境等因素看
,

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
,

又都与

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
。 ” ④

首先
,

这里讲的
“
镇

”
是指居民密集

,

房屋相联
,

拥有街道
、

水电
、

通讯等公共俊

施的居民区 (或称
“

镇区 ,’)
,

不包括在行政上由镇政府管辖的其它村落的地域和人 口
。

自然
,

有些镇 区内的居民常常是耕种镇区外土地的农民
,

不过他们只占镇区常住居民

的一小部分
。

⑤

其次
,

这段论述把小城镇从四个方面与农村进行比较
:

( 1 ) 地域 (作为一个居民聚

集地占用土地的规模 ) ; ( 2 ) 人口 (人 口的数量与密度
、

教育水平和行业职业结构 ) ; ( 3)

经济 (产业结构
、

生产力水平
、

生产资料与产品市场
、

企业经济效益
、

居民收 入 及 消

费水准等 ) ; ( 4 )环境 (街道和建筑物的数量
、

质量与布局
,

上下水道` 电力与燃料供

应以及文教卫生设施情况等 )
。

在这些方面
,

小城镇既不同于农村
,

也不同于城市
,

它

介于两者之间
,

是联系两者的纽带与桥梁
。

根据社区结构的特点
,

我国小城镇又可进一步分为三类
:

县镇 (县政府所在地 )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中心编
: 《中国人 口年鉴》

.

( 1 9 8 5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 6 年

版
,

第肚一 95 页
。

② 按照 国家统什局的数字
,

1 98 8 年我国
“
市镇人口

,
为 5 亿 6 午万

,

占全国人 r1 的石.1 3% 这

个百分比是无法用来代表我画城镜化实际水平的
。

③ 罗茂初
: “
对中国发展小城镇政策的追溯和

.

评价
” (天津 IC U U P P会议论文

,
1 08 7年 )

。

④ 费孝通
: 《小城镇四记 》

,

新华 出版社 1 98 5年版
,

第 10 页
。

⑤ 如内蒙古布牛特旗桥头镇有常住居民 6 50 户
,

其中农 民仅占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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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

其它建制镇
、

乡镇 ( 乡政府所在地 )
。

不过
,

在 目前的政府统计 中
,

对县镇与其它建制

镇不予区分
。

而从社区研究的角度来看
,

县镇与其它建制镇差别很大
。

无论从地域
、

人 口
、

经济
、

环境四方面看
,

还是从行政体制上看
,

县镇是一县的中心
,

而一个县通常

又有五六个乃至十几个建制镇
。

县镇是比其他建制镇要高一个层次的社区
。

如乌丹是

内蒙古 自治区翁牛特旗的县镇
,

镇区占地 8 平方公里
,

下设七个街道居民委员会
,

有

常住居民 2 万多人
,

有 3 所医院
、

4 所中学
、

3 所小学
,

60 多家旗属和镇属企业
,

有

影院
、

剧场
、

长途汽车站
,

俨然是座五脏俱全的小城市
,

而非县镇的建制镇的规模设

置通常均远不及此
。

政府 目前关于城镇的统计均不包括 乡镇
,

而乡镇对研究我国小城 镇 的 发 展 很 重

要
,

目前许多乡镇在人 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方面 已超过某些建制镇
,

如 1 9 8 2 年 全 国 有

n g 个建制镇的人口在 3 0 0 0 人以下
,

占建制镇总数的 4 5%
,

① 而 同期江苏省的乡镇平

均人 口为 5 0 0。 人
。

从面积上看
,

建制镇镇区 虽比 乡镇大一些
, 公 但二者都有基层政府

,

有 一至两所中
、

小学
,

医院
、

电影院
、

储蓄所
、

邮局
、

粮站
、

供销商店等各一所
,

从

社区结构和功能方面看
,

它们没有质的区别
。

乡镇与其它村子 (如村民委员 会 即 原大

队所在地 ) 则有明显区别
。

后者一般仅有一所小学和一个供销社
,

乡村的特征鲜明
。

因此
,

乡镇虽然在政府统计中归入
“
乡村

” ,

但在研究中似应列入
“

小城镇
”
的范畴

。

在生产活动
、

生活方式及某些 习俗观念等方面
,

城镇居民与农民是有所 {
、 、

同的
。

社会学工作者在研究小城镇的发展时
,

需要参考政府有关城乡人 口 的统计
,

但他们更

关心的是有多少人真正从
“
乡下人

”

转变为
“

镇
_

h 人
”
和

“

城里人
” 。

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来看
,

小城镇应包括乡镇
,

县镇应与其它建制镇区别开来
。

研究我国的城市化时
,

在方法论
_

L有两点值得注意
。

第一是要把市
、

镇
、

乡村作

为一个总体的动态系统放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里来观察
,

以求把握历 史发

展的大趋势
; 第二是在各种定义和统计数字的背后努力找出它们在表现社会发展方面

的真实含义
,

注意数字之外能说明社会发展特点的活生生的东西
。

二
、

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小城镇 40 年的发展

建国后的 4 0 年里
,

我国小城镇经历了 从繁荣 (当然是在旧有生产力水平和商品流

通体系下的繁荣 ) 到萎缩
,

到再度繁荣这样一个过程
。

表 1 介绍了从建国初期 到 近 年

来历年县镇
、

建制镇和乡镇的统计数
。

① 国家统计局编
: 《 中国 198 2年人 日普查资料》 ( 电子计 算机汇总 )

,
1 9 85 年

,

第 87 页
。

② 据 1 98 5 年江苏省 190 个小城镇的调查
,

县镇的镇 区约为 9 平方公里
,

6
.

4 万人
;

生制镇

的镇区为 2 平方公里
,

.1 4万人
, 乡镇的镇区为 1 平方公里

,
5 千人

。

汪声白
: 《小城镇的

地位和特点 》
,

载 《小城镇区域分析》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 9 87 年版
,

第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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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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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中心编
: 《中国人 口年鉴》 (1 9 8 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8 4 5 页
。

2
:

罗茂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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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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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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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几千年来
,

县一直是 中国最稳定的行政单位
。

中原地区有相 当多的县
,

自汉唐迄

今名称和地域都没有什么变化
。

表 1 说明 35 年中县的数目始终稳定在 3 0 0 0 个左右
,

只是在 1 9了8 年到 1 9 8 7 年
,

由于一些县镇升级为
“
市

” ,

县的数目减少了 1 52 个
。

由于缺乏 5 0 年代建制镇数 目的统计资料
,

我们只能从人 口数字来分析建 制 镇 的

变化
。

1 9 5 3 年前后我国农村普遍开始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
。 “

这样的商业

改革使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与周围农村的主要联系
,

… … 集体和个

人的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
,

居民无以为业
,

不得不到处找活路
,

小城镇 留不住居民
,

人 口 下降
。 ” ① 这时

,

我国的镇人 口数降到最低点
。

1 9 5 5 年至 1 9 5 9 年期间
,

建制镇 总人 口有所增长
,

这可能是由于合作化和公社 化

中设置新机构等原因造成的
。

1 9 6 0 年至 1 9 6 3 年期 间我国镇数和镇人 口数的下降与当时的经济困难和相应的 机

构调整
、

职工下放有关
。

19 6 4 年是我国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
。

由于 设镇

标准的提高
,

当年的建制镇数减少 了 3 0%
。

但由于那些 由
“

镇
”
改为公社的居 民 点 人

口规模比较小
,

所以建制镇总人 口只减少 10 %
,

非农业人 口则减少了 14 %
。

从 19 6 4 年至 1 9 8 3 年的近 20 年间
,

我国建制镇的数 目始 终 保 持 在 2 8 0 0 上 下
,

同期镇的人 口数和非农业人 口数则在缓慢地增长
,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8 沁和 22 筋
。

1 9 6 5 年全国人 口年 自然增长率为 28 筋
, 1 9 8 0 年由于 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降为 12 筋

,

所以 1 9 6 4 年至 1 9 8 3 年期间建制镇的人 口增长主要还是 自然增长
,

区划变动和人口迁

移的影响是有限的
。

1 9 8 4 年建制镇的数 目比前一年增加了两倍多
,

总人 口数也翻了一 番
,

但非 农 业

人 口数只增加约 14 %
。

由此可见
, 19 8 4 年建制镇数及其人 口数的大幅度增长 主 要 是

由于一大批乡升级为镇
,

同时镇辖区内的农村人 口被统计为
“

镇人 口 ” 的缘故
。

1 9 8 3 年和 1 9 8 4 年
,

我国农村的公社体制改为乡 体 制
。

1 9 8 1年 全 国有 5 4 3 6 8个

公社
, 1 9 8 3 年有 3 62 6 8 个公社和 3 5 51 4 个乡

,

1 9 8 4 年有 8 5 2 9 0 个乡
,

未转乡的 公 社

为 63 个
。

在公社改乡的过程中
,

一个公社几乎变成了两个乡
,

乡镇数目大幅度增加
,

也有一些大的乡镇升为建制镇
。

19 8 4 年对设镇的标准的调整
,

是我国小城镇发展 的 第 二 个 转 折 点
。

自 1 9 8 4 年

以后
,

我国建制镇数大幅度增长
,

到 1 9 8 7 年已超过一万个
。

值得注意的 是
,

19 8 6 年

和 1 9 8 7 年乡镇数 目明显减少
。

这一变化可能是 由区划调整引 起 的
,

即 由 于 乡 的地

域的扩大而使一些原有的乡合并入附近的乡或镇
,

从而使得现有的乡数又与原来的公

社数相接近
。

这些区划变动对我国基层社区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影响 很值 得 研 究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中国的城乡社会发展 中有许多东 西是这张表所无法表现的
。

例

① 费孝通
:

《小城镇四记》
,

第 20 一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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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一

人 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社区结构的质变
,

而且两个人口规模一样的镇 (或者

是同年处 于不同地区的两个镇
,

或者是在 50 年代与 80 年代拥有 同样人 口数的同一个

镇 )
,

其生产力水平和社区结构很可能存在着质的不同
。

-

三
,

从社区发展角度看我国的小城镇

要真正了解 40 年来我国的小城镇发生了哪些变化
,

有必要把小城镇作为 介干 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类社区来分析它在结构和功能等
_

方面的转变
。

为此
,

我们把中国城

乡社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到新中国的成立
,

那时 、 :

朴

国城乡社区主要体现了封建社会城乡关系的墓本特征
:

第二阶段是
:

19 49 年到 1 9 7 9年
,

合作化
、

人民公社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其主要特征
; 第三阶段是

19 79 年至今
,

随着承包制和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政策的 推 行
,

城 乡关系又有 了

新的特点
。

在中国
,

公元前 40 0 年
,

齐国都城临淄峨有 7 万户
·

秦始皇灭六 国后
,

将各国豪

强 12 万户
,

迁到咸阳
,

足见当时城市规模之大
、 可以说至少从周秦开始

,

中原地 区

就已初步形成了
“
大都市 (周的列国都城和秦的郡城 )— 小城市 (周朝 大 邑和秦朝 县

城 )

— 集镇 (周朝小采邑和秦朝的镇 )
”
这样的城镇体系

。

这些大小城镇的设立
,

’

最初

是出自行政上的需妥
,

它们一方面是一块地域
_

卜的行政中心
,

一

另一方面又是这块地域

的百姓所供养的大小贵族官吏的消费中心
。

;牙族
、

富豪以及后来出现的地主还可以凭

借坚固的械墙保护自己免受造反农民的报复
。

这与欧洲贵族住在采邑的独家城堡里的

情形很不一样 、

在中国传统的农村里
,

人 口流动性很低
,

宗族势力和社区的传统规范对农民的生

活有很大影晌
。

相比之下
,

城市人口有较高的流动性
,

对外联系较多
,

便于吸收外部

文化和进行经济交流
,

个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

镇在社区文化方面则介于城市与乡村

两者之间
。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
“
城

”
是区域的政治中心和地主咐1的集居地

, 同时也是金融

中心
、

手工朴和商业中心
,

但是
“
无论附属于

`

城
,

的工业怎样发达
,

一

在以地主为主要

居民的社区里
,

它的特性还是在消费上
。 ” ①

除城市外
,

各地还有许多逐步形成的供农民和手土业者交换产品的集市
,

其中
,

“

从商业的基础长成的永久性的社区
”

即是镇
,

它是本地的经济 中心
。

镇的这一特色是

如此突出
,

以致在某些地区
,

县政府所在地的县城
“
在商业上远不及县境 里 的镇厂②

概括地说
,

大城市是政治中心兼商业
、

手工业中心
,

县城主要是政治中心 ; 镇是各地

①② 《费术通选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 88 年版
,

第 314 一 3 1 6 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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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奉

的嘀 品集散
.

中心
。

但在一些人口 稀少
、

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
,

县城往往也兼有镇的

功能
。

总之
,

传统市镇并非生产墓地
,

而是 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社区
。

地主们住在城

僚里坐享地租
,

放高利贷
,

是附近农村的供养对象
。

以行政管理为其由鹰赎始职能
、

娜销费为其主要经济职能
,

这是解放前我国绝大多数小城镇的主要特征
。

近代西办势力侵入中国之后
,

以通商口 岸为主体又出现了与传统市镇不同
`

的规代

工商哑社区 (如上海 )
,

可称之为
“
都会

” ,

但直到解放前
, “
都会并没有城为一个 自立

的生产基地
,

主要是洋货的经纪站
。 ”

有了洋货之后
,

市镇上的地主们
“

把从乡村 里 搜

来的浓产品送入都会
,

换得洋货 自己消费
” ,

这样
,

农民的租税负担加重了
,

传统手工

山品的布杨汉被
·

洋货占去
, “
市镇里的地主的享受增加了

,

但是乡村的咖液却 渐形枯

竭
。 ” ①在这种情形下

,

解放前
“
中国乡村和都市 (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代的都 会 ) 是 相

克的
” ,

市镇在经济上矜削乡村
,

却没有在生产技术
、

资金和生产资料方面 向乡 镇 提

供任祠喊则劝
。

这就是解赦咖我国城乡关系的本质
。

解彬涌帕勺乡
.

所辖地域翻刻
、 ,

建国初期全 国有 28 万个 乡
。

那时
,

几乎乡乡都 有 定

期费市
,

决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产品交换一度十分繁荣
。

到 50 年代初小城镇 恢 复 了

厉史上的觑模和作为城乡
匆
商品交流中心的功能

。

19 成 年前后开始
.

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土地集 中到合作社
,

小城镇里的个体手工业

者也组织 了手工业合作社
,

农业和城镇手工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和产品的出售均 由合作

检组织
,

农民 自留地的产品翎涂自家消费外几乎没有什么可拿到集 市 去 出 售
。

与 此 同

时
,

商业的公私合营和国营化限制和 消灭了个体商贩的经营活动
。

小城镇既失去了农

贤集市
,

也失去了个体商业和服务业
。

于是
,

一些
一

设置 }
产

镇和公社行政机构 以及相应

国哨工商业机梅的小城镇维持了下来
,

但人 口有所 下 降
; 其 它 的 小城镇 财变 成 村

落②
。

这俐碉腼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
。

这个时期办翻眺真(特别是乡镇 ) 数目锐减
。

建制镇人口 减少 3 0%
。

从 居 民 结构
、

产业结啦闷1牡岖林嫦旨来看
,

小城镇主要是各级基层政府及其所倡机构的断唯她
,

参挚经

济地位滚膊了
,

成为一种啼解搏蜒瞥幽区
。

1邪8年后
,

扮国小城镇哟俊棍进入 了一个新时期
。

这一变化主要是 由两个原 因

j韵翻勺
。
一个是油

护

于广大农材实标嘟脆蛾沪承包责任制
,

农民家庭重湘峭
,

了土地经着

权
,

交纳合
、

同秀卿定
,

的农产品之外的剩余产品均可以在集布上 自由出售
,

个体手工业
、

服务业和商业活动均为新政策所允许
,

集市贸易因此得到恢复和发展
,

存的地区农民

甚至 自己集资兴建新镇
。

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兴起
。

这一过程在
.

苏 南 是 70 年 代

中期以社队企业的形式开始的
,

边远地区则始 自 8 0 年代初
。

这些乡镇企业主 要 是 当

地农副产品加工业
、

满足当地群众需要的建材业和生活消费品加工业等
。

而在苏南和

① 《费孝通选集 》
,

第 3 06 页

② 《费孝通选集》
,

第 3 33 一 3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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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扛三常洲
、

等工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
,

乡镇企业已开始生产行销大城市甚至供出口

白解家用电器
、

日用化工
、

机械等产品
。

集市贸易和乡镇企业构成了近年来小城镇发展的两个支柱
。

前者使小城镇恢复了

解放初期作为区域商业的贸易中心的功能
; 后者使小城镇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

与前两

个时期相比
,

小城镇的经济结构和功能已经从消费型社区逐步转向生产型社区
。

镇居民的行业
、

职业结构有助于说 明 社 区结 构 和 功 能 的 特征
。

表 2 表 明
,

在

1 9 8 2 年
,

虽然
·

镇的劳动力只占全国劳 动 力 的 .6 2%
,

却 拥 有 全 国行 政 部 门职 工 的

3 0%
,

商业职工的2 6%
,

运输业职工的 25 %
,

金融部们职工的 28 %
,

服务业 职 工 的

2 1%
; 这些数字都大大高于城市和乡村的相应数字

。

同时
,

在镇劳动力当中
,

工人占

4 2%
,

农民占 20 %
,

干部占 6 %
,

商业服务业工人占 1 4%
,

技术人员占 13 % ,
这 些

数字同样高于城市的相应数字
。

① 这些都反映出近儿年来小城镇恢复了历史上的区域

行政管理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地位
,

并进而发展成为新的小型工业基地
。

现在我国县
、

镇
、

乡办企业总产值古全国工业总产 值 的百 分 比 已 从 19 阳年 的

9忍%提高到 1 9 8 7 年的 1 7 .7 %
。

1 9 8 7 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 2 9 3 4 亿元
,

上缴国家税 金

1 68 亿元
,

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 7
.

2%
。
② 考虑到国家对乡镇企业基本上没有进行投资

,

这个百分数有着重要的意义
。

可以说
,

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

奇幼洛
。

四
、

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的转移

我国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 劳 动 者 的 比 重
,

从 1 9 6 5年的 8 .1 6%降 到 1 9 7 8 年 的

73 .8 %
,

又降到 1 9 8 6年的 59
.

4%
。

这一变化
,

主要是大量由承包制解放出来的农村过

剩
l

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所造成的
。

在我国对进入城市居住和就业实行严格限制的情

况下
,

小城镇成为农民寻找非农业工作的主要场所
。

劳动力转移的第一种形式是所谓
’ `

农转非
” ,

即是从
“
农业人 口

”

转为
“
非农业人 口

” 。

自 19名0年到 19 8 8 年
, “
我国

`

农转非
’

人 口总数超过 4 0 0 0万
,

平均每年 4 7 0万人
,

目

前势头有增无减
。 ” ⑧ 以这种形式转移的农村人 口

,

在政府的人 口统计中可以反映出来
。

农民在实践中创造了另外两种与现行城镇户籍和粮食供应体制不相关涉的劳动力

转移形式
。

第一种是
“
离土不离乡

” ,

即农业劳动力长期或间断地离开土地和耕 作 劳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所组织的 19 86 年全国 74 镇人 口迁移抽样调查的资料
,

也表明了与第

三次普查相近的镇劳动力的行
、

职业结构
。

② 国家统计局编
:

《 中国统计年鉴》 (1 9 88 )
,

第 2 87 页
。

③ 《光明日报》 19 89 年 3 月 3 日
。

138



小城镇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 ( 9 ) ,9

表 2 中国城乡就业人口的行业职业分布 ( 1 98 2)

而

行

业

介

职

业

砖 沙或
( 1 )

“

一
” :

百分数低于 0
.

1
。

.

( 2 ) 资料来源
: 《中国 19 8 2年人 口普查 10 %抽样资料》 。

动
,

聚居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劳动
,

而其户 口关系
、

粮油关系
、

家庭仍然留在农村
。

①

据调查
,

19 8 6年 全国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约有七千万人
。

第二种形式 是 居 住 在

小城镇附近农村的居民
,

早晨进镇工作
、

晚上离镇回村
,

如同钟摆来回摆动
,

故被称

琳

① 朱通华
: 《论离土 不离乡》

, 《江海学刊 》 1 985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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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摆动人 口

” 。

这部分人与农村社区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较
“

离土不离乡
”

的农民工要

深
。

据江苏省 1 9 8 5年调查
, “

摆动人 口 ”
占小城镇总人 口的 27

.

6%
,

个别县甚 至 达 到

36 .4 % ①
。

即使在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内蒙古翁牛特旗桥头镇
, “

摆动人 口 ”
也占镇 区

总户数的 .7 4%
。

据江苏
、

山西
、

内蒙古等地调查
,

摆动距离一般为 5 一 6 公里
。

②

为什么这么多农民愿意天天赶路
,

而不搬到镇里 ? 城镇住房困难显 然 是 重 要 原

因
,

但除此之外
,

还有 3 个原因
: ( 1 ) 相当一部分农民还需要兼业

,

不仅农忙时需回

村务农
,

甚至早晚也需从事农副业劳动
,

这样就不宜去太远的地方做工
。

( 2 )城镇生

活费用高于乡村
,

镇上挣钱
,

回村消费是合理的安排
。

这与雨果对印尼爪哇农民进城

做工的
“

循环迁移
”

(C i r c ul a r
M i g r a it o n) 研究中所发现的情况很似

。

③ ( 3 ) 乡村的生活

方式与城镇很不一样
,

乡村的土地 向农民 提供粮食
、

宅墓地和养鸡猪种蔬菜的场所
,

乡村的传统型社区向农民提供 了互助公益事业和相对稳固的就业
,

这些都不同于城镇

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

摆动
”

现象是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社会生活

方式到城镇生活方式的心理过渡的需要
。

19 8 4 年国务院规定
“
凡申请到集镇 (县镇除外 ) 务工

、

经商
、

办服务业的农民和 家

属
,

在集镇有固定住所
,

有经营能力
,

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
一

长期务工的
,

应准予落常

住户 口 ” ,

但供应给他们的是不同于其它城镇居民 的
“

加价粮油
” ④

。

这些人可以算作是

劳动力转移的第四种形式
, “

准
`

农转非 ”
, ,

这种形式和第一种的
“

农转非
”

是可以在户

籍和政府统计中反映出来的
,

其它两种形式的劳动力转移虽然数量很大
,

但不在政府

对
“

镇人 口 ”
的统计范围之 内

。

考虑到上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情况
,

由费孝通指导的 19 8 5年江苏小城镇调

查使用 了
“

镇区人 口 ”
这一新指标

。 “

镇区
”

指的是地域上人 口相对集 中
、

建筑物已连成

片的城镇建成区
,

而不是镇政府的行政管辖区 ; “

镇区人 口
”

包括四部分
:

( 1) 居住在

镇区并持有城镇户 口的
“

常住人 口
” ; ( 2 ) 居住在镇区持有常住户口但享受

“

加价粮油
”

供应的人
; ( 3 )居住在镇区但持农村户口 的居民 ; ( 4 ) “

摆动人 口 ” 。

显然
, “

镇区人

口
”

概念的提出给我们的研究带来 了方便
。

五
、

我国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因素

在我国
,

政府的政策是影响和制约全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活动和人民 日常生

《小城镇区域分析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 98 7年版
,

第 3 负
。

马戎
: 《 `

摆动人 日
’

与我 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
, 《农村经济与社会》 1 9 8 8年第 4 期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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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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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日报》拍 84 年 10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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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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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活
,

的最重要的栩素之一
。

40 年来小城镇发展中每一个重大变化无不是由于政府改变或

调整有关政策所造成的
。

(一 ) 19 4 9一 19 52 年为
“
经济恢复时期

” 。

政府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运动
,

没收地主

的土地分给扔民
,

与此同时
,

也没收了地主占有的手工业作坊等
,

并把它们分配给手

工业劳动者
。

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及农村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

他们除

了积极 向 }彝家交售产品外
,

还 自行或通过个 冰商贩在市场上向城镇居民销售产品
。

小

城镇的嘀业
、

手工业和椒务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

(二) 班日3年在农村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互助组
,

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

很快

费展的初级牡和巧颤级社
。

19 58 年开始推行的人民公社体制
,

作为
“
工农商学兵

”

综合体

的公社与当刚哟忆国翻奋合而为一
,

是县以下的一级基层政权
。

19 5 3年开始执行的统购

统钓政策
,

一

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垄断了城乡全部产品的收购
、

批发与零售
。

与农业合

作化同步的手工业
、

运输业合作化
,

把原来在这些行业中的大部分个体劳动者组织列

合作社里
,

也有相当数量的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离开了小城镇另谋 出路
。

这一时明的

贝如翁改变了小城镇的行政体制和经济
、

人 口结构
,

小城镇就总体而言处于缓慢发 天和

结构调整时期
。

(三 ) 1 9 5 8 年政府重新制定了户籍政策并开始限制人 口迁移
。

自 9J 60 年开始严格

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 (包括小城镇 ) 的迁移和
“

农转非
” ,

同时对 50 年代后期
“
大六进

”

旧袱遴入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进行全面的精简下放
,

形成了儿千万人的
’ `

城市
一

小

城镇
一

农村
”
的迁移浪潮

。

19 6 4 年政府调整设镇标准
,

压缩了镇数和镇人 口 数
,

这

段时期的总政策是限制城镇和城镇人 口 的发展
,

小城镇的经济也在这种政 策 下 渐 趋

萧条
。

(四 ) 1 9 6 6年开始的
“

文化革命
”
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

“

上山下乡
”
运动

.

大中城 市和

县镇居民中的应届中
:
一

笋毕业生也大批到农村安家落 卢
,

这进一步抑制了小城镇人 口的

增长
。

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
“

割资本主义尾巴
”
的运动限制了农户的家庭副业

并使小城镇中残存的集市贸易儿近消失
。

(五 ) 1 9 7 8年之后在广大农村逐步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

这个新体制使农民有权

出售剩余农产品
,

促成了城镇集市贸易的复兴并使农民初步积累一些资金
。

大批农村

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

构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在推行承包制

的同时
,

政府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
。

这样
,

有劳动力和资金
,

又有政策的支持
,

个体
、

联户和各种集体
、

社区所有制的商业
、

服务业
、

加工业等乡镇企业便迅速发展

起来
。

小城镇的经济再度繁荣
,

人 口 明显增长
。

但这种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反映到

政府的统计数字中来
。

(六 ) 1 9 80 年
,

当承包制得到巩固之后
,

政府对小城镇的发展制订了一系 列 新政

策
:

( 1 ) 在 19 80 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上
`
睁次提出

“

控制大城市规模
,

合理发展中等城

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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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大力发展小城镇
” 的方针 ; ( 2 ) 1 9 8 4年调整建制镇标准

,

使我国建制镇数增加了

一倍多
; ( 3 ) 1 9 8 4年

,

放宽了农民进镇落户的限制
; ( 4 )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

,

鼓励

城市国营企业与乡镇企业搞联营
,

鼓励城市科技人员
、

管理人员下农村办企业
; ( 5 )

普遍制订镇的发展建设规划
,

设置乡镇级财政
,

征收城镇维护税
,

以促进小城镇镇区

建设
。

在这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
,

正如表 1所示
,

我国的建制镇得到迅速发展
。

除上述直接以小城镇为对象的政策之外
,

其它许多政策也间接地影响小城镇的发

展
。

如 ( 1 ) 经济政策 (所有制
、

产品购销政策等 ) 在限制或促进某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时
,

可影响小城镇的经济情况和产业结构
; ( 2 )户籍管理和迁移政策影响着城乡之间

的人口流动和城乡人口分布
; ( 3 )人 口政策调节着城乡各地的人口增长压力

,

如计划

生育工作的放松
,

可使一些乡镇因人 口 自然增长迅速而很快升级为建制镇
; ( 4 ) 扶植

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设市
、

镇 的标准比汉族地 区要宽
,

从而促进了这

些地区的城镇发展
; ( 5 )财政金融政策 (如贷款

、

税收政策 ) 可影响乡镇企业的经营
。

以上这些政策有时单独发生作用
,

有时则形成综合性的影响
。

六
、

小城镇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城市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
。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镇在我国城市化中所占

的地位
。

一是镇人口在我 国城镇总人口 中比重的变化
,

二是我国城市和镇的人口规模

结构
,

三是全国各省区镇发展的均衡程度
。

中国的城市化 自建国以来经历 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

1 9 4 9一 1 9 6 0年市镇人 口稳

步上升 (参见表 3 )
,

特别是 19 5 9 年城镇人口 比 1 9 5 8 年增长了 1 6 5 0 万
,

反映了
“

大跃

进
”

时城市工业的发展
。

1 9 6 1一 1 9 6 3 年市镇人口 下降
,

之后又逐渐增加
,

但城镇人口

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自 1 9 6 6 年后持续下降
,

直到 1 9 7 3年开始回升
。

表 3 显示出我国城

市化的速度长期来是十分缓慢的
,

市镇人口 占总人 口的比 例 从 工9 4 9 年 的 1 0.6 %经过

3 4 年才达到 23 .5 %
。

19 5 3一 1 9 8 3 年间中国人 口几乎翻了一番
,

同期市 人 口 年均增长

率为 .4 6%
,

镇人 口年均增长率为 2
.

。%
,

农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
.

4%
。

镇人口 的增长

速度只略高于农村人口
,

不及市人口的一半
。

在 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 中
,

镇人口长期

以来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
。

①

表 4 是 1 9 8 2 年人 口普查得到的市镇按人口 数分组的情况
。

10 万到 1 00 万人 口的

城市 占城市总数的 75 %
,

其中 10 到 30 万的市占 36 %
,

反映出城市的一般 规 模
。

5

千到 5 万人 口的镇占镇总数的 79 %
,

其 中 1 万到 2 万的镇 占 27 %
,

反映了 我 国 小城

镇人口规模的基本水平
。

但就人口 的绝对数而言
,

人 口规模在 3 万到 10 万之间的镇占

① 19 8 4年以后的数字包括了镇辖区内的农村人 口
,

没有可 比性
,

故没有引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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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 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

这些镇正在向小城市的方向发展
。

在全国30 个省
、

市
、

自治区中
,

各地城市化和镇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

从表 5 可以

看出
,

吉林
、

黑龙江两省每百万人有 3
.

1~ 4 .5 个镇
,

每个镇平均人 口在 3
.

4 ~ 4
.

3 万
,

应当说是小城镇最发达的地区
。

福建
、

浙江每百万人有 理个以上镇
,

但镇平均人 口不

足 2 万
。

西南各省 () 11
、

贵
、

滇 ) 以及湖南每百万人拥有的镇数 目不少 (三个 以上 )
,

但

镇平均人 口不足 1
.

5 万
。

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有许多规模不大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
,

作为集市贸易中心沟通着城市与乡村
、

山区与平原的经济交流
。

山东
、

河南两省每百

万人拥有的镇数虽少
,

但镇的人 口规模相对大一些
,

反映了平原地区的特点
。

宁夏
、

新疆
、

内蒙古
、

西藏 4 个自治区有辽阔的牧区
,

人口 密度较低
,

因行政需要而建镇的

情况很普遍
,

所以每百万人拥有的镇数多而镇的人口 规模都很小
。

从表 5 还可 以看出
, 19 8 2年建制镇尚没有充分发展的地区是河北与青海

,

平均每

百万天不到一个镇
。

河北境 内有京
、

津两个 5 。。万人以
_

l: 的特大城市
,

两市及其所辖

的21 个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毗邻河北省所属农村对于贸易场所的需求
。

青海

表 4 19 82年市
、

镇按人 口数分组情况

人口分组
*

镇。

{
各
视夯尸

”
人 口分组 镇数

口数

3 0 0

15 0 3

1 5 74

1 2 1 8

1 0 4 0

3 7 2

7 0

2 7

6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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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 4 0 0万

20 0~ 30 0万

10 0~ 2 00万

5 0~ 1 00万

30~ 5 0万

1 0~ 3 0万

10万 以下

合 计

2 10 6

6 4 0

1 63 0

31 62

33 2 1

1 8 51

1 67 4

1 4 0

14 52 5

1 0万以上

5 ~ 1 0万

3 ~ 5 万

2 ~ 3 万

1 ~ 2 力
`

5千 ~ 1万

3 ~ 5 千

3 千以下

合 计八̀ù

2547招892224

,

市人口 中不包括市辖县人 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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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拭镇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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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境内戈壁和牧区占主体
,

当时的省政府在其所属的 37 个县 中只在 4 个县政府所在地设

了镇
,

这一情况在 19 8 4 年以后当有改变
。

镇的数量及其人口 规模的大小
,

既与当地的产业结构 (农业
、

牧 )!仓及第二
、

三产

业 )
、

镇的主要功能 (行政中心
、

贸易中心或工矿业基地 ) 以及幼方政府对设镇的态度

有关
,

也与历史状况有关
。

今天的小城镇绝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基础 上逐 步 发 展起来

的
。

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
、

工业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我国现有乡镇企业的经济 力狱和职工人数表明
,

小城镇是我 国农 村 工 业 化的基

地
。

据统计
,

19 8 7年全国乡镇企业 总产值已达 4 7 4 3亿元
,

占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

半
。

1 9 8 7年全国机制纸与纸板的产量 中
,

约% 是乡镇企业生产的
; 全国原煤生产中

,

26 % 是乡镇企业生产的
。

}司年乡镇企业职工总人数达 8 7 7 6 万人 (当年全国全民所有制

职工为 9 6 5 4万人林 ① 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不可低估
。

现在
,

全国 4 亿农民

中有近 1 亿 已成了乡镇企业的职工
,

体现了以小城镇为基地的中国农 村 工 业 化 的进

展
,

这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

是改苹十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发展对于在我国建立一个健康

、

均衡的工业体系和城市体

① 《 中国统计年鉴 》 ( 1 98 8 )
,

第 2 8 7
、

3 7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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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具有重大意义
。

我国从 50 年代中期到 0 7年代后期不断强化计划经济
,

限制乃至消

灭商品经济
,

这样就把城 乡产品的流通完全控制在政府机构手 中
,

同时
,

在人民公社

的管理下让农民
.
`

以粮为纲
” ,

限制他们从事多种经营和向第二
、

三产业转移
,

阻止他

们进城
,

进一步造成了城乡的脱节
。

在这个过程 中
,

作为城乡联结环节的小城镇不可

避免地萎缩下来
。

一个国家的城乡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网络
,

小城镇是这一网络 上 的 重 要 中间环

节
。

长期以来
,

许多发展中国家有重点发展城市 (特别是首都 ) 的倾向
,

被称为
“

城市

倾斜 (政策 )
”

c( it y ib a s )
。

这种政策可以使用有限的资金在短期内造成城市工业和建

设的表面繁荣
,

但落后的农村必然要拖城市发展的后腿
,

而且会造成城乡的严重对立

和社会的不稳定
。

一位印度学者曾指出
,

影响印度发展的最大问题即是这种城乡的分

离
。

他建议在印度建立一大批
“

商业镇
” 〔M a r k et T 。 飞而 ) 以联结城乡经济

、

促成全面发

展
。

①
,

以印度的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来做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

相 比 之 下
,

在中国却存

在这种可能性
。

从战略上看
,

近年来我国支持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是非常有

远贝的
。

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

还有着广泛的社会效益
。

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
,

是一

个几亿农民转变成工人的过程
,

是一个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人口压力转变成发展乡

村工业的动力的过程
。

当儿亿长期从事 自给 自足经济
、

活动分散的农民逐步变成有一

定技能和文化
、

服从工厂纪律
:

在工厂勤恳工作的工人时
,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

就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在这一过程中
,

这些农民工的生活习惯
、

价值取向和许

多现念
、

习俗都在改变
。

他们正从
“
乡下人

”

变为
’ `

镇上人
”

和
“

城里人
” 。

而这一转变过

程的主要载体是小城镇和乡镇企业
。

与此同时
,

小城镇的发展也对农村的发展起到直

接的捉进作用
。

乡镇企业不但帮助农村减轻了人口压力
,

还以多种形式为农业技术改

造和基本建设提供了资金
。

小城镇把现代化的思想观念
、

技术信息
、

管理经验从城市

引入小城镇
,

再传播到广大农村
,

从而成为我国八亿农民接触现代化的媒介
,

它对农

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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