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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机制研究

———基于义乌市的实证分析

胡新民
( 中共金华市委 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浙江 金华 321017)

摘 要: 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机制是促进城乡关系的演变朝着一体化方向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

在。义乌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表明，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机制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城乡一体规划与建

设机制、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与流动机制、公共财政“三农”投入持续增长带动机制、基于统筹城乡发展实

践的政策创新机制，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高效行政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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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诸多关系的总和，它随着城市的出现

而产生，反映着城乡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又

相互制约的紧密联系。“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

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1］城乡关系的变迁

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水平时，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互

融合形成一体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

水平处在 50%左右时，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

期。2000 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36

个百分点，2012 年城镇化率达到 52． 57%。［2］这意

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已发展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2012 年，浙江省城市

化率达到 63． 2%，［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11 个

百分点。从本质上说，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城市与

乡村内部与外部各种要素多维度、多层面相互作

用、协调运行，逐步趋向协同一致的过程。城乡发

展一体化保障机制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

导、推动、规范、控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线、速

度、规模、形式、趋势的制度体系以及作用过程与

方式，这是一个结构协调和功能耦合的有机系统。

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机制是确保城乡关系的

演变朝着一体化方向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笔者对义乌市的调研分析看，城乡发展一体化

保障机制的基本构成包括城乡一体规划与建设机

制、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与流动机制、公共财政

“三农”投入持续增长带动机制、基于统筹城乡发

展实践的政策创新机制，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高

效行政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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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城乡规划与建设机制是

推进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实现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性保障机制

城乡空间结构的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

环节。建立统筹城乡规划与建设机制，综合考虑

城乡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土地承载力、生态环境

等，通过对城乡行政区划的改革和布局的调整，因

地制宜，建立合理的城、镇、村规模结构体系和空

间结构体系，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而就规

划与建设两者关系来说，规划是龙头、建设是关

键。按照“城乡一体”、“市域一体”的理念，统一

编制城乡建设规划，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各项子规

划，是义乌市的大胆探索。2003 年，义乌市按照

市域一体和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

融合的思路，邀请中外专家参与制定了《义乌市

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把市域 1 100 余平方公里

划分为主城区、副城区、城郊区和远郊区四个区。

主城区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副城区为小商品

制造业基地; 城郊区为生态农业区; 远郊区为自然

生态保护区。委托深圳规划设计院、上海同济大

学等单位高标准编制了全市产业布局规划、社区

布局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重点区块详细规划。

在市域基础设施规划中，城乡交通、供排水、电力、

通讯、环保、供气等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都作为

一个整体统一规划，而且还预留了与周边县市相

衔接的发展空间。在社区布局规划中，把全市

811 个村庄( 社区) ( 2002 年末，有村民委员会 750

个，居民委员会 61 个) ［4］整合改造为 290 个社区，

其中城市型社区 196 个，农村型社区 94 个。

在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指导下，义乌市政府每

年都按规划实施一批重点工程，逐步形成了 100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和 300 平方公里的城市道路

框架，构建了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在城

乡社区建设中，把城市社区、城中村、园 ( 工业园

区) 中村、近郊村，全部作为城市居住小区，分类

分批推进整治、改造和建设。对于城市中心的老

小区，重点实施小区道路、卫生、停车等基础设施

改造，进行露天管线整治、地下管道改造和疏通、

小区外墙统一粉刷和绿化美化等，改善小区的居

住环境。在城中村，实行集中联片全拆全建，鼓励

建造高层、多层公寓，建设高水平的城市小区，全

面融入城市。鼓励园中村在保障居住用房的基础

上，建设一定比例的生产、经营、仓储用房，实现生

活与生产功能分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近

郊村，全面实施“空心村”改造，重点整治、改造村

庄基础设施，畅通村内道路，加强村庄绿化，根据

规划适度拆除村内的危( 旧) 房，统一规划建设新

房。对于远郊村，按照建设自然保护区的要求，全

面实施“异地奔小康”工程，分集中安置、货币补

偿安置、就近行政村安置三种类型实行搬迁，引导

农户到城镇和中心村购房建房。2013 年 7 月，义

乌市政府出台了《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

施办法( 试行) 》( 义政发［2013］43 号) ，将中心城

区( 《义乌市域总体规划( 2006 － 2020) 》确定的远

景规划建设区以及需要规划控制的范围) 和镇区

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 500 多个村庄，全部纳入

集聚建设范围，打破村域界限，实行多村集中联

建，改传统的宅基地置换为高层公寓加产业用房、

商业用房、商务楼宇、货币等多种形式进行房产置

换，加快改造后的农村向城市社区转型、农民向市

民转变，使农民既有基本住房保障，又有财产性收

入保障。城乡一体的规划与建设，改变了城乡分

割建设和差别发展的状况，促进了城市化与农村

现代化的有机融合。

二、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与流动机制

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实现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性保障机制

纵观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城

乡差距的形成以及不断扩大，有其深刻而复杂的

原因，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其根源在于城乡生

产要素交换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突出反映

在劳动力、土地、投资等方面。具体表现为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

刀差，以及至今还存在的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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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保护机制不健全、廉价征地、农民工身分待

遇差别，以及农村金融滞后等问题。从目前情况

看，要使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与流动，需要着力

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 破除户籍制度限制，建立公平准入、城乡平

等的就业制度。义乌市于 20 世纪末开始探索

“以居住地申报户口、以职业划分人口结构”的新

型户籍管理制度，依托商贸业、小商品设计制造

业，建立了以劳动力素质为主要标准的城乡统筹

就业制度，逐步取消了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

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赋予进城就业农民与市民

同等待遇。采取设立统筹城乡就业奖、劳动力就

业信息平台和举办就业洽谈会等措施，推进城乡

统筹就业，建立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

体化劳动力市场。2000 年，义乌市政府下达了

《关于印发 ＜ 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加快人口集聚的

若干规定 ＞ 的通知》( 义政［2000］1 号) ，义乌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下达《转发市公安局 ＜ 关于建立

新型户籍制度加快人口集聚的实施意见 ＞ 的通

知》( 义政办［2000］2 号) 。同时，义乌市政府下

达了《关于印发 ＜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

移的若干规定 ( 试行) ＞ 的通知》( 义政［2000］2

号) ，对镇( 街道) 实施农村劳动力输出目标责任

制考核，明确了严格的奖惩措施; 面向工商企业设

立“创造就业岗位奖”，凡使用本地农村劳动力

100 人以上或使用本地农村劳动力达到用工总数

20%以上的，由市政府给予奖励。2001 年，义乌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劳动

力转移组织工作的通知》( 义政办［2001］25 号) 。

在工作中，着力完善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

劳动力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和低收入群体动态信

息系统，完善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政策，扶持

零就业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再就

业。此外，还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市总工会与新

闻媒体、律师事务所、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兄弟县

( 市、区) 工会和高等院校等协同的社会性联合维

权新机制，在妥善处理农民工工资及劳动关系矛

盾纠纷、为农民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和良好的就业环

境，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农民进城就业，而且吸纳了

90 多万外地劳动力，形成了一个超过本地总人口

的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就业队伍。
2． 强化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

力。从 2002 年起，义乌市利用职业技术学校、成

人教育学校和社会力量实施农民技能培训，探索

建立校企联动、订单培训等新模式，发展特色职业

教育，以增强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和竞争力。如义

乌市民大学建校 8 年来，市财政预算每年拨款

200 余万元，在职业技能、学历教育、文化艺术等

方面提供免费培训。该校会同 13 个镇( 街道) 社

区教育学院(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组织了 27 期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 25 期商务外语培训，累计参

加培训人次分别为 15． 6 万和 5． 4 万 。［5］在市政

府的鼓励引导下，一些社会力量也主动参与承担

面向农民的免费培训。浪莎集团和城镇职校联合

设立的“浪莎三农学院”、工商业主组建的“来料

加工联合会”等民间机构也都积极开展农民培训

活动。“十一五”期间，义乌市累计培训农村劳动

力 14． 48 万人，实现培训转移就业 2． 41 万人。［6］

2012 年，全市投入农民培训经费 1 121 万元，其中

义乌市级财政投入 502． 3 万元，共培训农村劳动

力 25 720 人。①

3． 充分兼顾农民利益，建立合理的农村集体

土地征收制度。自 2003 年以来，义乌市不断完善

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办法，加大被征地农民就业工

作力度，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2003 年，从历年土地

出让金收入中一次性筹集 5 000 万元启动资金建

立了征地调节资金制度，此后每年从土地出让金

中提取 5%充实该项资金。主要用途为统一垫付

征地补偿费用，确保征地补偿费用及时足额到位;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生活保障补助; 被征地农民

劳动技能培训经费补助; 企业使用被征地农民的

奖励。同时，对村集体所有土地基本被征用的行

政村，根据人口规模安排一定面积的商服综合用

地，500 人 以 下 ( 含 500 人 ) ，占 地 面 积 不 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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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平方米; 500 人至 900 人 ( 含 900 人) ，占地

面积不超过 1 300 平方米; 900 人以上的，占地面

积不超过 1 500 平方米。2010 年 11 月，经省政府

批准启动了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试点。至 2012 年

底，3 个试点村已经有 2 个村完成了集体土地征

收为国有的工作，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

有序进行。
4．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义乌市积极落实放宽农村金融准入的有

关政策，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挥商业银行的金

融支持作用，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小型农村金融机

构，鼓励农村合作银行、农行、农发行等“农”字号

银行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放。组建了商城集

团、浪莎控股等小额贷款股份公司。同时，创新农

村金融产品，积极开展农村信用调查和评定，发展

农业小额信贷、扶贫小额信贷、住房建设信贷以及

林权抵押贷款等，推广“丰收小额贷款卡”，不断

满足农民贷款需求。针对农户缺乏有效抵押物的

情况，义乌市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和信用担保贷款

制度。2012 年，全市涉农贷款余额达 1 124． 9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 12% ; 义乌农商银行、稠

州商业银行等 4 家银行办理新农村住房建设贷

款，余额达 20 亿元。②

三、公共财政“三农”投入持续增长带动

机制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物质性保障机制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特别是在高度计划经济

的年代，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积累，

农民长期处于低偿或无偿的奉献和牺牲中，农村

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角

度看，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基本

公共服务的分配必须以均等为原则，而现实的情

况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距。同时，基

本公共服务的分配是以政府的公共财政为物质基

础的。因此，在现阶段，实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必须健全公共财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

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公共服务领域，不断加大

财政在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
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

使城乡居民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
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以及大致均等的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义乌市在推进城乡

发展一体化进程中，探索建立了公共财政“三农”

投入持续增长、进而带动农民自筹和社会参与的

多元投入机制，有效地推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从对 2002 年至 2005 年义乌市新农村建

设资金 投 入 构 成 分 析 结 果 情 况 看，市 财 政 占

7． 62%、镇( 街道) 占 4． 43%、村集体占 22． 36%、

农民自筹为 65． 31%，还有一部分是社会资金。［7］

“十一五”期间，拨付市级新农村建设奖励补助资

金 4． 7 亿元，带动农民投入 130 多亿元。［8］

首先是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进城乡发

展一体化，必须改革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和方向，确

保公共财政投向“三农”的资金持续增长。2002

年至 2012 年，义乌市财政每年投入新农村建设的

资金从 9 747 万元 ［9］ 增加到 40． 9 亿元，占市财

政总支出( 政府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例从 11． 4%

提升到 32． 2%。［10］公共财政投入“三农”的政策

框架体系由四部分构成。一是支持农业产业发

展。主要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

农业，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政府农业服务

体系建设、农业投入品 ( 良种等) 补贴、农业投资

( 农机具购置等) 补贴、市场政策 ( 最低收购价格

等) 。二是支持增加农民收入。围绕促进农民增

加收入，建立直接补贴和减免税费机制，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从 2002 年开始，农民教育附加费全部

由市镇两级财政负担，每年为 6 400 万元左右; 从

2003 年开始全部免征农业税，每年为 900 万元左

右; 免除村提留，每年由市财政安排 1 000 多万元

资金用于支付村干部报酬。对涉农收费进行全面

清理，重新核定收费项目和标准，该减则减，该免

则免，实行收费公示制。2005 年共取消行政事业

性收费 103 项。［11］246 三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围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对农民饮用水、

农村道路、垃圾收集处理、卫生改厕、生活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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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绿化、电力、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以及公益事业发展等给予补助。四是支持农村社

会事业。围绕提高农村居民身体素质与文化素

养，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卫生和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早在 1996 年，义乌

市政府就建立了“商服综合用地土地出让金收入

的 10%列入农业发展基金”制度。该项基金建立

后，投入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4 亿多元，建成标准农

田 20 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60% ; 每年投资 1

亿多元，用于“千库保安”“万里清水河道”等工

程; 对农业企业、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给予保险

费 60%的补贴。［11］245 2012 年，全年共投入美丽乡

村建设资金 1． 5 亿元，核拨农村环境卫生管理、绿
化养护和污水处理设施维护等项目以奖代补资金

1 676． 3 万元。③ 新型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形成

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城乡发展一体

化投入机制。

第二是鼓励农户自筹。经过政府主导的试点

实践，探索推广了宅基地有偿选位筹资办法。村

集体将经批准建设的宅基地向本村获得建房资格

的农户公开招标，收取选位费，所得资金用于村内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和缴纳农村居民养老保险

费，多余部分用于村内公共事业建设。截止 2012

年底，义乌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共筹集选位资金

64 亿元，④有效解决了村内道路、电力、绿化等配

套工程建设资金问题。

第三是发动社会参与。一是建立村企结对制

度。充分发挥义乌企业多、经营户多、社会资金充

裕的优势，倡导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发

展、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环境整治等方

面给“结对子”的村予以帮助。二是实施“以商强

农”政策，引导和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政府在

资金、税收、用地、用电、信贷等方面给农业企业予

以支持，对规定额度内的农业用水水费实行财政

转移支付，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增强规模效益农

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三是实施“强龙”工程，政

府出台专门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以

带动农户发展。按企业规模及带动力大小，每年

评选表彰十佳农业龙头企业和 10 名有突出贡献

的农技人员，市财政拨专款给予奖励。

四、基于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政策创新

机制是不断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实
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性保障机制

在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制度影响下，“三农”

问题具有矛盾的多重性、复杂性特点，必须依靠政

府的积极主动干预，以改革为先导，着力推进政策

创新，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差别化的

政策框架体系，进而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格局，建立起经济社会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

互促、共同发展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

局，使城乡居民和各类经济主体都能够享受平等

的经济待遇和公共服务，享有平等的发展规则、发
展权利和发展机会。近几年来，义乌市围绕城乡

发展一体化，在构建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土地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建设和管理，以及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方面出台

了一大批在浙江省有较大影响的政策举措，着力

破除二元体制机制的制约，有力地保障了城乡发

展一体化的顺利推进。义乌市统筹城乡发展政策

创新机制的内核，归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牢牢把握“统筹城乡发展”这一基本要

求。所谓统筹城乡发展，主要是指政府对农村公

共品，包括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交通、医疗卫

生、广播电视等，进行城乡一体的统一筹划、统一

安排，不断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

城乡发展不仅是基于农民应有的公民权利，而且

还是在当前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条

件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要求。

义乌市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以城

带乡机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农村社

会的全面进步，逐步缩小了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

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发展。

二是敢于先行先试。先行先试，就是敢于解

放思想，率先突破陈规。义乌市从改革开放之初

实施“四个允许”、［12］开放小商品市场，到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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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都体现了先行先

试的精神。为了鼓励先行先试，保护改革者，宽容

失败者，2012 年 6 月义乌市纪委出台了《义乌市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免责办法( 试行) 》，

明确规定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的单位

及相关公务人员，出于先行先试需要，在工作中如

果出现一些失误，造成一定损失和不良影响，但同

时符合以下三种情况的，可以向义乌市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试点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免责

申请: 主观上以推动改革试点工作为目的，且无徇

私行为;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中，因先行

先试造成不可预见后果、突破现行政策规定但有

利于贸易发展和市场繁荣、对操作环节和审批程

序进行简化优化有利于提质提效和方便群众; 尚

不构成犯罪。免责办法推出以来，有力地调动了

市机关各部门和公务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义乌市

推出 205 项创新承诺，提高了办事效率，优化了投

资环境。［13］

三是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

首创精神，就是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制定政策

和决策过程中，充分重视农民群众的实践探索和

创新创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

线。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聪明才智和极大的

创造力，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每一个改革的历

史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项改革突破中都展现出

巨大的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市在改革实

践中的许多成功做法大多是由农民群众创造出来

的，正是依靠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鼓励农民

群众创造性的探索实践，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

上升为政策制度，才不断开创了义乌市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五、统筹城乡发展的高效行政机制

是推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组织领导保障机制

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城乡发展一

体化不仅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

业发展，与城市居民收入、城市发展水平接轨的问

题，还是如何谋求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

发展的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关

系“四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

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进程，也

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同时，由于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部门职责不清、职能重

叠、效率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政府病”的存在，迫

切需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高效行政机制。义乌

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党委政府

的主导作用，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推进扩权强镇改

革、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严格考核督查制度等，提高了行政效率。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

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对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

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早在 2002 年，为切实加强对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和农村“小五化”建

设的指导，义乌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市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领导小组，由市长挂帅，市委分管领

导兼任办公室主任，抽调农办、国土、建设、交通等

职能部门 20 名骨干建立工作机构，指导、协调全

市农村“小五化”建设。各镇( 街道) 也设立了相

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同时，建立市领导和部门联

系农村制度，每位市领导、每个部门都联系 1 － 2

个行政村。在此后的村庄整治、新农村建设、城乡

一体化行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工作

中都延续了这一制度。

二是推进扩权强镇改革。义乌市政府将市级

层面 14 个行政机关的 57 项行政管理权限下放给

各镇( 街道) ，其中向佛堂镇共下放 135 项市级行

政管理权限。通过扩权强镇改革，扩大镇( 街道)

建设项目决定权和建设用地、规划自主权，赋予城

市建设管理相关权限，⑤方便了农民群众办事，增

强了镇( 街道) 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能力、综合服

务能力，以及加快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是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自 2000 年以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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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先后开展了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改革

中，明确提出了“按照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

可以精简的审批事项一律精简，可以取消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的要求，采取拓展“联合办

理”项目范围，探索投资项目“全程代理”，制定了

电子政务规范标准和管理办法，不断提升完善政

府门户网站服务功能，试行镇( 街道) 网上远程办

理等综合措施，初步构建了“政府服务超市”，提

高了行政效率。在 2011 年完成的政府机构改革

中，开展了行政许可职能归并改革，承担行政审批

职能的内设机构由 103 个缩减至 42 个，并简化审

批流程，项目审批速度大大加快。实施行政审批

电子监察，将 42 个部门 776 项行政审批业务全部

纳入电子监察。建立村级便民服务站 799 家，在

浙江省率先实现村级便民服务全覆盖。［14］

四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前期综合行

政执法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将水务渔政、农业、建

设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和相关强制、监督检查职能，

一并划转给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建立“大综

合”行政执法体制。同时，推进行政执法权限下

放，理顺了行政执法部门之间以及行政执法部门

与镇政府的关系，减少了多头执法，有效解决了基

层执法管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

问题，提高了行政执法效能。在佛堂镇，市政府将

19 个部门依法行使的 2 163 项处罚事项统一纳入

佛堂镇综合执法平台。［15］

五是强化考核督查。建立市、镇 ( 街道) 、村

三级城乡一体化目标考核机制，层层落实责任，按

工作实绩进行奖惩。在实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点中，出台了《义乌市实施统筹城乡综合配

套改革项目化管理实施办法》，将四大领域 20 项

改革内容分解为 40 个专项，实行项目化管理，把改

革试点工作作为对各镇( 街道) 、部门年度目标责

任制考核的主要内容。市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

室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办对各专项改革推进情况

定期开展专题督查，及时通报情况，总结工作经验，

推广成功做法，不断推进改革试点深入开展。

结 语

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起步早、政策好、措施

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水平处于全国前

列，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连续多年居

全国各省区首位。但是城市化发展质量有待进一

步提高，城乡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

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农村建设依然

相对滞后，以城带乡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的任务依然艰巨。借鉴义乌市在统

筹城乡发展探索中积累的经验，努力构建以城乡

一体规划与建设为基础、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

与流动为核心、公共财政“三农”投入持续增长带

动为支撑、基于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政策创新为

先导、统筹城乡发展的高效行政为保证的“五位

一体”机制体系，对于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和新型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注释:

①参见义乌市农办:《2012 年义乌市农民素质提升培训工作总结》。

②③④参见义乌市农办:《义乌市 2012 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⑤参见陈秀仙: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扎实推进城乡一体

化》，《农村改革与发展》，201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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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Ｒ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Yiwu

HU Xin-min
( Jinhua Agricultural and Ｒural Affairs Office，CPC Jinhua Municipal Committee，Jinhua 321017，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key
to promoting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owards the di-
rection of integration． The practice of Yiwu City shows that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part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urban-
rur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equal exchange and flow mechanism，sustained growth driving mechanism of public
finance input of“San Nong”，or three issues relating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specifically，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policy innov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and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tegr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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