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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中国１０个著名
经济强村实证研究

＊

□王景新，郭海霞

［摘　要］　在确立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对华北山区、华东和中南平

原区、江南水乡等不同地域的１０个著名经 济 强 村 的“三 化”实 现 程 度 进 行 评 估，探 讨 了 村 域 工 业 化、城 镇

化和农民市民化的理论和经验。著名经济强村的“三化”实践，在传统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之外，开辟了农

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的新路，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村域 现

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村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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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
内外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研究颇多，研究

领域涵盖农村工业化的内涵，农村工业化水

平的衡量，中 国 农 村 工 业 化 的 发 展 历 程、影

响因素，农村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和发展现状，农村工

业化的正负面影响等等，且形成了 一 些 较 具 影 响 力

的学术成果。［１］关于村庄工业化的研究，较具代表性

的成果仅有《中国村庄的工业化模式》，该 书 以 理 论

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系统 梳 理 了 国 内 不 同 地

区村庄工业化的不同模式。［２］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著

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小城镇

理论，后来中央又将其上升到“小城镇、大战略”的高

度，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城镇化问题，已

有的城镇化研究多是把小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中

＊ 基金项目：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近现代中国农民发展：历史名村调查”；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１２ＹＪＣ８４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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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镇等作为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方向，但除了杨卫［３］、

李阿琳和段 晓 鹃［４］，少 有 人 把 村 域 工 业 化 带 来 的 城

镇化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关 于 农 民 市 民 化 的 研 究，

多集中于农 民 市 民 化 的 历 程［５］、城 郊 农 民 市 民 化 的

障碍［６］、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可能和路径［７］以及中国农

民市民化的道路［８］等问题上。

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民市民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将三 者 之 一 作 为 独 立

主题进行的，把他们串起来作为一 个 独 立 研 究 课 题

的几乎是空白。事实上，一 些 发 达 村 庄 在 工 业 化 过

程中，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产业集聚，形成了以村为中

心的城镇化现象，农民虽 然 身 份 未 变，但 生 产、生 活

方式及生活水平早已“市民化”，这一现象 迄 今 并 未

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笔者认为，由村 域 工 业 化 引 发 的 村 域 城 镇 化 和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的一条“新”路。它不仅可

以缓解大城市的发展压力，而且可 以 优 化 未 来 城 镇

化的布局和形态。试想，如果中国６０万行政村中有

５％左右即３万个村庄能实现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民市民化（简称“三化”，下同），每个村镇吸纳约一

万左右人口，那么，将可容 纳 三 亿 多 农 民，实 现 就 地

城镇化和市民化。为此，本 研 究 以 山 西 平 顺 县 西 沟

村，昔阳县大寨村，河南新 乡 县 刘 庄 村，浙 江 奉 化 市

滕头村、东阳市花园村、台 州 路 桥 区 方 林 村、杭 州 萧

山区航民 村，上 海 闵 行 区 九 星 村，山 东 邹 平 县 西 王

村，河北滦平县周台子村这１０个著名经济强村为个

案，来研究村域“三化”之路。

二、村域“三化”评价指标确立

（一）村域工业化的指标

村域工业化是在“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概念

基础上形成的新概念。它不仅包括村域内工业产业

本身的发展，还包括用工业的生产 方 式 改 造 包 括 传

统农业在内的村域产业和经济结构。如何衡量村域

工业化的 水 平？我 们 认 为，采 用 村 域 人 均 ＧＤＰ、三

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等指 标，即 可 简 捷 快 速

评估村 域 工 业 化 水 平：１．人 均 ＧＤＰ参 照 钱 纳 里 标

准产业结构和工业化阶段理论，同 时 参 考 有 关 专 家

对当今美元与１９７０年美元价值折算结果，［９］（Ｐ１０～１３）我

们把村域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２万 元 作 为 工 业 化 成 熟

期上限，工业化发达期下限。２．村域三次产业 （Ａ、

Ｉ、Ｓ 分 别 代 表 第 一、二、三 产 业）产 值 结 构，Ａ ≤
１０％，或者Ｉ＋Ｓ≥９０％（其中Ｉ＞Ｓ是工业型村域

经济，Ｉ＜Ｓ是市场型村域经济）。３．村域劳动力就

业结构，Ａ ≤２０％，或者Ｉ＋Ｓ≥８０％。

（二）村域城镇化的指标

村域城镇化是指行政村域内的产业和人口集聚

规模、聚落建筑景观和 规 模、收 入 水 平、农 民 生 产 生

活方式等方面逐渐趋向城市特点的过程。由于行政

村地域空间狭窄，人口规模小，因此村域城镇化只能

用小城镇标准来衡量。从 统 计 上 讲，小 城 镇 包 括 县

城关镇、建制镇、集镇①三个层次。为了简捷快速评

估村域城镇化水平，我们选择了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观 察

指标，即中心村（集镇）的人口集聚规模、集聚度以及

建成区面积，是否达到了国家规 定 的 建 制 镇 或 集 镇

的水平。已有的研究表明，城镇人口达３万人以上，

市政各项设施才能发挥应有效益。［１０］（Ｐ１９）村域城镇化

评估必须考虑村域的特殊性，江苏江阴华西村、浙江

东阳花园村可以达到或接近三 万 人，但 是 要 所 有 的

村镇人口规模都达到３万人则很不现实。我们认为

应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是否城 镇 化 作 为 村 域 城 镇

化的重要观察指标，并把村域隶 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生

产、生活方式作为重要参照系。

参考当前中国建制镇、“千 强 镇”相 关 指 标 的 平

均水平，我们认为，中心村（集镇）人口规模超过两千

人，人口集聚 度 达 到９０％，居 民 劳 动 力 非 农 就 业 达

到８０％，中心村（集镇）建成区面积达到１平方公里

且形成城镇景观的，则村域城镇化已基本实现。

（三）村域农民市民化的指标

一般而言，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村户籍人口，通过

各种渠道向城市转移，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从事非

农产业，并享有市民权 利 和 生 活 方 式 的 过 程。我 们

认为，农民市民化的实质是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及生活水平的城镇化。村域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就

地、就近市民化，即农民 不 需 要 进 城、也 不 需 要 改 变

户籍性质。

农民生产方式 在 村 域 工 业 化 的 评 价 指 标 中，通

过村域劳动力的从业结构得到了反映。根据笔者的

实地调查，纳入本研究样本的十个著名经济强村，其

村民早已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把式，而

是“八小时、轮班倒、工资制”下 的 工 人、商 人 或 管 理

者，农民生产方式已经完全城镇化。

农民生活方式 及 水 平 与 村 域 经 济 总 量、经 济 结

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村集体收入等指标紧密相关。

经济总量和结构在前述指标中 已 有 显 示；农 民 人 均

纯收入参照全国千强镇的平均水平（１３　７００元）；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多少，决定着村 域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的

水平和村民福利和社会保障水 平，根 据 笔 者 大 范 围

实证研究的结论，集体经济组织 规 模 约 二 千 人 的 行

① 集镇即指乡人民政府 所 在 地，以 及 符 合 上 述 规 定 的 城 镇 型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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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当年村集体可分配收入达到５００万元（即人均

集体可分配收入达到２　５００元）时，村民基本公共服

务、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以 及 农 民 的 居 住 条 件、医

疗和教育条件等指标，完全可以达 到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平均水平。［１１］（Ｐ２０５～２１５）

综上，我们 得 出“三 化”１０项 评 估 指 标（表１）。

需要指出 的 是，这 里 确 立 的１０项 评 估 指 标 并 不 完

善，但它比 较 简 捷，能 够 快 速 地 评 估 被 调 查 村 庄 的

“三化”水平，比较符合当前的研究需要。

表１　村域“三化”评估指标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Ａ ≤１０％ 或Ｉ＋Ｓ≥９０％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Ａ ≤２０％ 或Ｉ＋Ｓ≥８０％
人均ＧＤＰ　 ４２０００元人民币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集镇）人口数 最低２０００人，较理想１万人

中心村（集镇）人口集聚度
中心村（集镇）人口占村总人
口９０％

中心村（集镇）建成区面积 １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７００元

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村级集体经济纯收入≥
２５００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楼标准人均建筑面积≥
３２㎡

医疗和教育条件 ≥隶属县城关镇居民水平

二、样本１０村“三化”评估

（一）华北山区村域“三化”评估

１．西沟村

西沟村隶属山 西 省 平 顺 县，位 于 太 行 山 南 部 腰

脊。西沟村原 本 荒 无 人 烟，１９３０年 前 后，陆 续 有 穷

苦人家来此租垦荒地谋生。自１９４２年始，西沟村在

李顺达、申纪兰两位村庄领头人的带领下，响应毛主

席的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抵抗日寇和国民党对

根据地的封锁，度过灾荒；同 时 带 领 村 民 绿 化 荒 山，

进行小流域治理。因此，西 沟 村 在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就

誉满太行山根据地。农业 集 体 化 时 代，西 沟 村 的 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工副业

发展等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农 村 改 革 新 时 代，西 沟

村又跻身于“经济强村”之列。西沟村在七十多年的

发展历史中，一直是中国山区农村发展的榜样。

截至２０１０年 末，西 沟 村 辖５个 村 民 小 组，６６０

户，１　９５０人；村 域 面 积１８．６８平 方 公 里（合２．８万

亩），其 中 耕 地 １　５５２ 亩，占 村 域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５．５４％，人均耕地０．７亩；山地２．４万亩（占 村 域 总

面积的８５．７％），有林面积达２．１万多亩，［１２］（Ｐ２９）森林

覆盖率超过９０％。首先，西沟的村域工业化已经实

现。２０１０年末，西沟村域经济总收入２　３４０万元，按

村域常住人口（２　９５３人）计算，①人均ＧＤＰ　１１　９８２

元。２０１０年 村 域 经 济 总 收 入 中，农 林 牧 业 收 入４０

万元，占１．７％；工 业 和 建 筑 业 收 入１　６６６万 元，占

７１．２％；第 三 产 业 收 入６３４万 元，占２７．１％万 元。

第二、三 产 业 收 入 之 和 占 村 域 经 济 总 收 入 合 计 达

９８．５％，第二产业收入高于第三产业；村域劳动力在

非农产业的就业率达 到９０％（表２）。其 次，西 沟 村

城镇化格局基本形成：西沟村原辖的４４个自然村现

在已基本上集中到现在的中心村（集镇）；而且，西沟

村是西沟 乡 政 府 所 在 地，本 身 属 于 城 镇 型 居 民 区。

加上村域工业化已经基本实现，因此，西沟村农民的

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具备了城镇居民的特征。最后，

由于村人均ＧＤＰ、纯收入、集体收入等指标较低，农

民未完全 实 现 市 民 化。２０１０年 村 集 体 上 报 西 沟 乡

农经站的年度报表中，西沟村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只 有

４　６００元（实际收入大于此数）；是 年 末，村 集 体 可 分

配收入７４万元，按村级 集 体 组 织 成 员 平 均，人 均 村

集体纯收入３８０元。经 济 指 标 偏 低，表 明 西 沟 还 未

实现农民市民化。

表２　西沟村“三化”实现程度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实际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Ａ ≤１０％ 或Ｉ＋Ｓ≥
９０％ Ａ ＝１．７％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Ａ ≤２０％ 或Ｉ＋Ｓ≥
８０％ Ａ ＝１０％

人均ＧＤＰ　 ４２　０００元 １１　９８２元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集镇）人口数
最低２　０００人，较 理 想
１万人 １　９５０＋１　０００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集
聚度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占
村总人口９０％ １００％

中心 村（集 镇）建 成 区
面积 １平方公里 １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　７００元 ４　６００元

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纯
收入≥２　５００元 ３８０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 楼 标 准 人 均 建 筑
面积≥３２㎡ ３６㎡

医疗和教育条件 ≥隶 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水平

相近

２．大寨村

大寨隶属山西 省 昔 阳 县，位 于 太 行 山 西 麓 虎 头

山下，属于 土 石 干 旱 山 区，自 然 条 件 十 分 恶 劣。自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大寨村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了治沟治梁与整坡相结合

的农田基本建设，有效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

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出，为支 援 国 家 建 设 做 出 了

贡献，１９６４年，大寨成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

“文化大 革 命”结 束 后，大 寨 村 一 度 沉 寂。１９９１

年底，郭凤莲重返大寨，任 村 党 总 支 书 记，带 领 大 寨

开始新一轮创业，大寨村自此走上了工业强村之路。

到２１世纪初，大寨村再 次 跻 身 著 名 经 济 强 村 行 列。

① 本文对１０个 经 济 强 村 人 均ＧＤＰ计 算，都 采 用 村 域 常 住 人

口来平均：村域常住人口＝村 民 总 数＋村 域 企 业 就 业 人 口＋常 住 外

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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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１年末：全村２１３户，５２３人，村域总面积１．

８８平方公里，其中耕地５６０亩；大寨集团控股、参股

及合作的企业１９家，涉及旅游开发、工业制造、煤炭

发运销售、房地产开发、新农业科技开发、养殖业、加

工业等产业。２０１１年底，大寨集团资产总额８．７亿

元，从业人数２　２４２人，集团销售收入１３亿元，上缴

国家税金５　８００万元。

用上述 指 标 评 价 大 寨 村（表３），截 至２０１０年

末：（１）村域经济总收入４３　７０１万元，按常住人口平

均，人均ＧＤＰ达 到１６０６６５元，超 过 目 标 值 的２．８
倍；三次产业产值 结 构 为０．２∶９８．０∶１．８，农 业 产

值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工业产值在 村 域 经 济 总 产 值

中占绝对优势，工业化已经实现。（２）自１９６７年始，

大寨村先后是大寨公社、大寨乡和 大 寨 镇 人 民 政 府

所在地，全体村民集中居 住，形 成 了 小 集 镇 规 模，有

超过８０％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村域城镇化基本

实现。（３）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２万元，实现程度

８７．６％；但 是，由 于 大 寨 村 集 体 纯 收 入３　９００万 元，

人均７．２２万元，农民的生 产 生 活 方 式 和 水 平、所 享

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均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都超过

所属昔阳县城关镇居民，农民市民化也已实现。

表３　大寨村“三化”实现程度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实际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Ａ ≤１０％ 或Ｉ＋Ｓ≥
９０％ Ａ ＝０．２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Ａ ≤２０％ 或Ｉ＋Ｓ≥
８０％ Ａ ＝８％

人均ＧＤＰ　 ４２　０００元 １６０６６５元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集镇）人口数
最低２　０００人，较 理 想
１万人 ５２０＋２　２００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集
聚度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占
村总人口９０％ １００％

中心 村（集 镇）建 成 区
面积 １平方公里 １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　７００元 １２　０００元

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纯
收入≥２　５００元 ７２　２００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 楼 标 准 人 均 建 筑
面积≥３２㎡

小别墅、
公寓楼４２㎡

医疗和教育条件 ≥隶 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水平

高福利

３．周台子村

周台 子 村 隶 属 河 北 省 滦 平 县，位 于 燕 山 脚 下。

直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初 周 台 子 还 是 当 地 有 名 的 穷

村、乱村。１９８７年，复 员 军 人 范 振 喜 当 选 村 支 部 书

记后，在他的带 领 下，村 庄 开 始 发 生 变 化。到２０世

纪末，周台子村已经成为 河 北 十 大 名 村 之 首。截 至

２０１０年底，周台子村 共 有７个 村 民 小 组，６１０户（其

中有承包土地的４００户），户籍人口２　１００人，外来打

工人员１　８００人，村域总面积１１．１７平方公里，耕地

１　１００亩（不含退耕还林 的９００亩），林 地 七 千 余 亩，

村集体投资八千多万元完成了林地的绿化。

用上述指标来评估：（１）周台子村域工业化已经

实现。到２０１０年末，村域内仅村集体控股、参股企

业就有１０家，其中村集 体 独 资 企 业５家，涉 及 铁 矿

开采、钢构、建材、塑 料 制 品 等 多 个 产 业。工 业 产 值

高达８０％，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村域总劳动力的比例

为８０％。（２）周台子村自２００１年始规划新村建设，

２００２年动工，到２０１１年，耗时１０年，总投入约４亿

元，将８个自然村（最远的自然村离中心 村４公 里）

的居民全部集中到中心村，形成 了 颇 具 欧 洲 风 味 的

小城镇。（３）农民已基本市民化。农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与市民无区别，人均纯收入１万元，略低于参考

值；人均村级集体经济纯收入达２　８００元；村域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农民福利和社会 保 障 水 平 超 过 隶 属

县城关镇的水平（表４）。

表４　周台子村“三化”实现程度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实际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Ａ ≤１０％ 或Ｉ＋Ｓ≥
９０％ Ａ ＝１０％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Ａ ≤２０％ 或Ｉ＋Ｓ≥
８０％ Ａ ＝２０％

人均ＧＤＰ　 ４２　０００元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元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集镇）人口数
最低２　０００人，较 理 想
１万人 ２　１００＋１　８００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集
聚度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占
村总人口９０％ １００％

中心 村（集 镇）建 成 区
面积 １平方公里 １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　７００元 １００００元

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纯
收入≥２　５００元 ２　８００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 楼 标 准 人 均 建 筑
面积≥３２㎡

公寓楼４０㎡

医疗和教育条件 ≥隶 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水平

高福利

（二）中南和华东平原区村域“三化”评估

１．刘庄

刘庄隶属河南省新乡县，地处豫北黄河故道，距

新乡 市 区２５公 里。２０１１年 末，刘 庄 村 域 面 积１．５
平方公里，３６４户、１　７８４人，耕地面积１　０５０亩。新

中国成立之初，刘庄还十分贫穷。１９５６年完成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后，刘庄走上了集体化发展道路。

刘庄村域经济 发 展 有 一 个 显 著 特 点，即 在 不 同

的历史 阶 段 选 择 不 同 的 主 导 产 业。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刘庄为实现周恩来 总 理 的 嘱 托，以 粮 食、棉 花 生

产为主导产业，创造了粮、棉双高产的佳绩；２０世纪

７０年 代，刘 庄 以 汽 车、拖 拉 机 的 喇 叭 生 产 为 主 导 产

业，据此成为河南村级集体工副业发展的先进典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刘庄以医药业作为主导产业，

村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 原 首 富 村”。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刘庄坚持集体化发展道路和工业

强村之路。

截至２０１０年末，刘 庄 已 完 全 实 现 村 域 工 业 化、

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就 村 域 工 业 化 而 言，刘 庄 农

工商总公司旗下，有七家企业（实体），村域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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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业产值和就业比例占绝对主导地位，农业产值

比 重 下 降 到０．０１％，农 业 领 域 就 业 比 例 下 降 到

２．６％。２０１０年，村集体企业销售收入二十多亿元，

按村域常住人口平均，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２．７万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９万元；村 集 体 年 终 可 分 配 收 入 九

千多万元，人均村级集体经济纯收入达５万多元；村

民全部集中于中心村，无论人口集聚度、集镇建成区

面积和景 观，刘 庄 都 是 一 个 漂 亮 的 小 城 镇，农 民 生

产、生活方式及水平远远超过隶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水

平，实现“超市民化”（表５）。

表５　刘庄“三化”实现程度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实际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Ａ ≤１０％ 或Ｉ＋Ｓ≥
９０％ Ａ ＝０．０１％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Ａ ≤２０％ 或Ｉ＋Ｓ≥
８０％

Ａ （１９人）
＝２．６％

人均ＧＤＰ　 ４２　０００元 ２２．７万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集镇）人口数
最低２　０００人，较 理 想
１万人 １　７８４＋７　０００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集
聚度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占
村总人口９０％ １００％

中心 村（集 镇）建 成 区
面积 １平方公里 ２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　７００元 ２９　０００元

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纯
收入≥２　５００元 ５万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 楼 标 准 人 均 建 筑
面积≥３２㎡ ≥１２０㎡

医疗和教育条件 ≥隶 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水平

半供给制

２．西王村

西王村，隶属山东省邹平县。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邹平县曾是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之一。历

史上，西王村域经济以农业为主，在１９８６年前，西王

村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相类似，村 民 仍 以 务 农 为

主业。

西王村工业化之路经过了三个节点：第一阶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 是 艰 苦 创 业、探 索 发 展 阶 段；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年是遭遇 挫 折 和 低 谷 阶 段；自２００１年 至 今 进

入村企一体化发展阶段。截至２０１１年末，西王村共

１６０户，７０２人，村域总面积约０．４平方公里，村集体

尚有耕地６３０亩，属于集团 公 司 之 下 的 现 代 农 业 示

范园。村域内有２家大型 企 业 集 团，旗 下４家 上 市

公司。

村域工业化推 动 了 村 域 城 镇 化 和 农 民 市 民 化。

表６显示，到２０１１年 末，西 王 村 两 大 企 业 集 团 销 售

收入合计３０７．４亿元，按常住人口（２１　７０２人）平均，

人均ＧＤＰ为１４１．６万元；农业产值占村域经济比例

０．１％，农业产业就业比例仅占２％。农民人均纯收

入４万元；村集体收入人均１．４２万元。中心村集中

人口２．５万余人，小城镇建设达到一般建制镇标准，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村域公共服务、农民福利及

社会保障“超市民化”（表６）。

表６　西王村“三化”实现程度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实际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Ａ ≤１０％ 或Ｉ＋Ｓ≥
９０％ Ａ ＝０．１％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Ａ ≤２０％ 或Ｉ＋Ｓ≥
８０％ Ａ ＝２％

人均ＧＤＰ　 ４２　０００元 １４１．６万元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集镇）人口数
最低２　０００人，较 理 想
１万人

７０２＋１６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集
聚度

中心 村（集 镇）人 口 占
村总人口９０％ １００％

中心 村（集 镇）建 成 区
面积 １平方公里 ０．４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　７００元 ４万元

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纯
收入≥２　５００元 １．４２万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 楼 标 准 人 均 建 筑
面积≥３２㎡ ≥５０㎡

医疗和教育条件 ≥隶 属 县 城 关 镇 居 民
水平

高福利

（三）江南五村“三化”评估

江南五村，即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杭州市萧山

区航民村、金华市花园 村、台 州 市 方 林 村，上 海 闵 行

区九星村。五个村都拥 有 实 力 强 大 的 集 团 公 司，都

是享誉全国的著名经济强村，在当代“明 星 村”中 位

列前茅，都树立了各自的产业第一村标杆，①盛名远

播。２００８年“五村合作组织”成立。２０１１年，五村联

合注册成立“五村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江南五

村集团”）。

江南五村 的 转 型 发 展 历 程 基 本 相 似。１９４９年

以前，五村的农民基本都处于贫困状态；农业集体化

时代，五村的集体经济 都 不 富 裕。五 村 的 创 业 都 始

于改革开放之初：航民村第一家企业漂染厂，是现任

董事 长 朱 重 九 用 原 航 民 大 队 队 办 企 业 积 累 的６万

元，到上海市某家废品收购站“捡”回来的生产设备，

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建 成 投 产 的；花 园 村 第 一 家 企 业 蜡

烛厂，是时任村支部书记邵福星、现任董事长邵钦祥

及二 哥 邵 钦 培、花 园 村 小 学 老 师 郭 元 奎 各 出 资５００

元，于１９７９年下半 年 建 成 的；滕 头 村 第 一 家 企 业 滕

头服装厂，是时任村支部书记傅嘉良，五赴上海请技

师，于１９７９年办起来的；方林村第一个市场“旧机械

设备市场”，是时任方林村党支部书记的方中华上任

后筹办的，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挂牌营业，当时经营面积

不足４００平方米，现在的 方 林 村 已 成 为 华 东 地 区 最

大的汽车交易市场；九星村书记吴恩福于１９９４年上

任，其时村集体负债１　７８０万元，１９９８年５月，九星

村人奋战１００天，建成１．６万平方米的两个市场，自

此走上了市场兴村的道路。

截至２０１２年末，五村基本情况是：航民村，２平

① 航民印染第一村，花 园 红 木 家 具 第 一 村，滕 头 生 态 第 一 村，

方林汽车市场第一村，九星综合市场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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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３３８户、１　０８３人，耕地８００亩、山林２００亩、

精养鱼塘１２６亩。花园村，１　７４８户，４　３９３人（村域

总人口近３万人），村域 面 积５平 方 公 里。滕 头 村，

村域面积２平方公里，３４３户，８３０人，另有６　５００外

来人口，耕地１　０００亩。方林村，村域面积０．４平方

公里，２６９户，１　０７６人，村 集 体 有 方 林 汽 车 城１６０

亩，经营面积５万平方米。九星村，村域面积１．１平

方公里，１９个村民小组，４　４２０人。九星村市场占地

面积１０６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７０万平方米。入驻全

国各地商家七千多户，村 域 内 经 商 务 工 人 员２．３万

余人。五村的村企集团经营状况如表７所示。

表７　五村企业集团经营状况 （亿元）

村 名
控 股 参 股
企 业（家） 总 资 产 经 济 总 量 纳 税 额 税 后 利 润 对 外 投 资

航 民 集 团 ２８　 ４７．５ 总 产 值９０．０ ２．９１　 ４．１６　 ６．３８
花 园 集 团 ２９　 ４６．３ 总 产 值８７．０ ２．１６　 ４．３　 ０．７８
滕 头 集 团 １５　 １５．６ 总 产 值５５．４　 ０．７７　 １．７　 ２．０６

方 林 集 团 １３　 １４．４
市 场 交 易 额１３６．６

总 收 入８．２ １．６５　 ２．１　 １．６３

九 星 集 团 １７　 １８．８５
市 场 交 易 额２８０．０

总 收 入８．６ ２．６１　 ２．５　 ３．０８

五 村 合 计 １０２　 １４２．６５　 １０．１　 １４．７６　 １３．９３

表８　江南五村“三化”实现程度

　　　评估指标 航民村 花园村 滕头村 方林村 九星村

三产结构 Ａ ＝１．４％ Ａ ＝０．３％ Ａ ＝１．２　 Ａ ＝０．３％ Ａ ＝０．０１％
三产就业 Ａ ＝２％ Ａ ＝２％ Ａ ＝３％ Ａ ＝２％ Ａ ＝０．２％
人均ＧＤＰ　 ６９．２万元 ３１．１万元 ６２．６万元 ２０．６万元 ２０．０万元

中心村人口数 １０８３＋１２０００人１７５０＋２６０００人 ８５４＋８０００人 １０７６＋３０００人 ４４２０＋２３０００人

集镇人口集聚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集镇建成区面积 ２平方公里 ３平方公里 ２平方公里 １平方公里 １．１平方公里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万元 ２．８万元 ３．６万元 ３．０万元 ３．６万元

人均村集体
纯收入

１４．７７万元 ８．５７万元 ８．５５万元 ４．７６万元 １４．１０万元

江南五村 完 全 实 现 了 村 域“三 化”（表８）。（１）

五村 中，航 民、花 园、滕 头３村：Ａ≤１．５％，Ｉ＋Ｓ≥

９８．５％，其中Ｉ＞Ｓ，均为工业型村域经济；方林村和

九星村：Ａ≤０．３％，Ｉ＋Ｓ≥９９．７％，其 中，方 林 村 三

次产业结 构 为０．３∶３９．３∶６０．４，属 于 市 场 型 村 域

经济；九星村拥有“中国市场第一村”的称号，是典型

的城中村。用人均ＧＤＰ、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

结构等指 标 衡 量，江 南 五 村 已 进 入 发 达 经 济 阶 段。

（２）五村的新村建设完全具备城镇景观和规模，集镇

人口数量、集中度以及镇区建设面 积 等 都 达 到 小 城

镇标准。（３）五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８万～４万元，

村级集体财政实力雄厚，农民居住、医疗教育条件以

及社区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已 经 城 市 化，农 民 生

产、生活方式和水平“超市民化”。

三、村域“三化”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验

（一）丰富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理论

１．中国著名经济强村的实践表明，村域社区不

仅是原始工业化的发源地，而且是 现 代 工 业 化 的 重

要阵地。本文１０个样本村 在 村 庄 工 业 化 之 前 几 乎

都有手工业发展的历 史。如 山 东 西 王 村、浙 江 滕 头

村和花园村，都是具有客家性质的移民聚居地，这些

村庄的耕 地 和 其 他 农 业 资 源 相 对 于 原 住 民 要 少 得

多，因此，迁移的先民，无一例外地一边种田，一边通

过手工业、商业活动获取收入贴补土地收入的不足。

手工业的扩张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村庄开启工业化

的重要基础。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１０个著名经济

强村的企业集团，都已形成成熟 的 现 代 工 业 产 业 体

系或稳定的产品市场通道和份 额，同 时 都 具 备 较 强

社会融资和对外投资能力。这些村庄无疑是中国现

代工业化的重要阵地。

２．村域“三化”实践，丰富和填补了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动力理论。最初，人 们 只 是 考 察 科 学 技 术 对

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此作为工业 化 和 城 镇 化 的 根 本

动力而未关注其他方 面。原 始 工 业 化 理 论 认 为：农

户贫穷是原始工业化的原动力。这个理论在中国村

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再次被证实。我们看到：凡

是农业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农 民 依 靠 农 业 不 足 以

养家糊口时，必然寻求农业以外 的 劳 动 方 式 获 取 收

益，实现养家糊口的目标。本文中１０个著名经济强

村，无一例外的都是穷则思变，土地稀缺把农民逼上

了以工副业、贴补农业、维 持 家 庭 经 济 的 发 展 道 路，

“饿怕了、穷怕了”反而促成了 村 域 工 商 业 发 展。著

名经济强村的实践还证明：人们 基 本 生 存 权 利 和 条

件满足后，将进一步追 求 安 稳、富 裕 和 体 面 地 生 活，

这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另一重要 动 力，类 似“乡 村 让

城市更向往”的梦想和追求，就是这一动力的生动表

达。可以说，贫穷是村域工业化的原动力，科学技术

是农村工业化根本动力，追求安稳、富裕和体面地生

活则是村域工业化新动力。

３．“无农 不 稳、无 工 不 富、无 商 不 活”的 发 展 战

略，为发展中国家追赶现代化过 程 中 正 确 处 理 工 农

商的关系，提供了特色 鲜 明 的 中 国 经 验。本 文 中 的

１０个著名经 济 强 村 都 十 分 重 视 正 确 处 理 农 工 商 关

系，往往在工业或商业 强 村 之 后，反 哺 农 业，实 现 农

工商协调同步发展。

（二）拓展了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１．改革开 放 以 来，中 国 探 索 出 一 条“三 维 区 域

互动”模式的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发

展道路，部分源于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部分源

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自发创造。攫取“三农”资本优先

发展工业和城市，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国家工业化、城

市化道路。新 中 国 前３０年 也 沿 着 这 条 道 路 前 行。

改革开放后，我们探索出一条“三维区域 互 动”的 新

路：第一，加快中心城市 工 业 扩 展 及 辐 射，由 城 到 乡

推动国家 和 地 区 工 业 化、城 镇 化 和 农 民 市 民 化；第

二，加快乡镇企业发展 的 同 时，推 进 产 业、人 口 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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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村镇集聚，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由

乡到城地推动工业化、城 镇 化 和 农 民 市 民 化；第 三，

经济强村就地工业化、城 镇 化 和 农 民 市 民 化。三 维

区域互动发展，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民市民化进程。

２．村域“三 化”，是 一 条 最 利 于 农 民 发 展、农 民

权益保护、农耕文明传承并与工商 业 文 明 融 合 的 道

路。中国农民市民化道路 一 直 很 艰 辛：其 一，“鲤 鱼

跳龙门”，即农村户籍人口通过招 工、招 干 和 高 考 成

为城镇居民，当前这条路越走越“窄”；其 二，改 革 开

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 务 工、经 商，其 中 较 少 部 分

有固定职 业 和 收 入 的 人 在 城 市 定 居，数 量 有 限；其

三，农民在小城镇就业、创业，就地市民化的道路，其

中通过村域工业化、城镇化而实现 农 民 市 民 化 的 道

路最便捷、成本最低、农民经济权益和人格尊严最有

保障。

（三）为发展中国家的村域现代化提供经验

１．村域现代化目标及标准。村域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民市民化，是村域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途 径。江 南

五村创造的“社会保障靠集体，发家致富靠 自 己”村

域现代化的一种经营模式，代表了 中 国 农 民 的 当 前

目标追 求。滕 头 村 提 出 的“乡 村，让 城 市 更 向 往”，

“建设梦想中的宜居家园”，则代表了中国 农 民 的 长

远目标追求。

２．影响村 际 差 异 的 基 本 因 素。村 域 现 代 化 进

程中，村域经济社会发展 贫 富 不 均，多 极 分 化 严 重。

问题在于：村域差距是如 何 形 成 的，或 者 说，影 响 村

域发展差异的基本因素是什么？传统区域经济学理

论中的所谓区域间的资源禀赋不同、区位条件不同，

文化传统不同、支持政策不同，能够解释省际及更大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但却无法解 释 相 邻 或 相 近 村

际的发展差距。样本１０个 著 名 经 济 强 村 与 他 们 周

围的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资源禀赋、区位、文化、政

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只是村域精英及精英行为

偏好和能力：村域是否有一个具有 奉 献 精 神 的 精 英

领头人，是否培养了一批与领头人 目 标 一 致 的 创 业

农民群体；是否一以贯之地带领村民艰苦奋斗；是否

把村域经济的后来发展牢牢钉在先前发展的基础之

上，有效利用先前资源、资金、资产积累，选择既符合

时代特点、又适合本村实际的主导产业，循序渐进的

扩张；是否始终把执行严格的生产 责 任 制 度 与 弘 扬

集体主义精神有机结合，等 等。如 果 对 上 述 问 题 的

回答是否定的，村域经济必然滞后；如果哪一天具备

这些条件，村域经济就会发展，如果哪一天失去这些

条件，村域经济就衰退。

３．村域“三 化”的 局 限 性。其 一，很 明 显，著 名

经济强村可以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并

不代表所有村域都可以或者应该通过这样一条道路

实现现代化。只有那些具备条件并抢占了市场先机

的村域，才能实现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

的目标。其二，一大批著 名 经 济 强 村 无 一 例 外 地 通

过工业化、市场化发展，取 得 了 骄 人 成 就，但 其 中 许

多村庄仍然未能避免农业衰落，传 统 村 落 景 观 的 消

失，已经异化为工业小区、专业市场或集镇。只有为

数不多的村庄，率先实现工业化，反过来利用工业化

成就反哺现代农业，形成了村域工农业互相促进、协

调发展的局面。村域农工商协调发展的规律尚待更

深刻地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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