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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城镇化进程中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有
助于缓解内需不足，并为经济发展和转型创造机会。 然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外部约束条件扭曲了城镇化的实

现形式，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而且也影响了城镇化积极效应的发挥，并造成了严重

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本文剖析城镇化的一般逻辑，在埃德温·米尔斯的城市形成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般意义上的

城镇化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化的外部约束和内在逻———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产业主导、适时破除外部约束、创新城

镇化模式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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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外忧内困”的背景下，城
镇化进程中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所释放的巨大

市场需求，给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一次重要

的契机。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内生于其人口、经济、
政治、文化等大国特征，并受到资源、环境、制度约

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受到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

驱动，当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过度排斥了农民的主

动参与和对城市化成果的分享［１－３］。 我国城镇化还

面临着人口城镇化滞后、“造城运动”、大城市病等

一系列问题。 为此，如何解决我国城镇化中存在的

问题，成为我国能否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推进经济发

展和转型的关键。
城镇化本身不是问题，而城镇化问题源于外部

约束条件，扭曲了城镇化的实现形式。 中国城镇化

需要发挥市场推动和国家治理的作用，有必要利用

国家调控力量去克服资本逻辑的悖论，兼顾资本的

效率与社会的公平，应该创造条件让政府主导的城

市化和农民自主的城市化两种模式公平竞争以加速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更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以促

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应当积极探索户籍、社
保、住房制度改革，以发挥劳动力的驱动作用［１－５］。
为了理清我国城镇化的深层次问题，本文基于经济

学视角分析城镇化的外在约束和内在逻辑，尝试探

寻我国城镇化问题的症结和对策。
一　 城镇化的一般逻辑

关于城镇化逻辑的讨论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

倾向于认为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另一种认为是经

济发展带动了城镇化。 笔者以为，经济发展决定城

镇化的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推动真正的城

镇化进程；但是，城镇化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城镇

化的顺利与否也将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这一个概念的提出要晚于“城市化”
概念的提出，但是党国英、谢扬等学者认为“城镇

化”和“城市化”没有本质的区别［６－７］，项继权也认为

用“城镇化”的概念取代“城市化”是为了突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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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８］。 城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

全部含义”，“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
括人口、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结构转换

的内容” ［９］。 笔者认为城镇化是伴随经济发展而自

然演化的过程，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衍生产物，表现

为城镇人口比例的上升、城镇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基
础设施的改善等。

城镇化涉及很多方面，但其核心是人口的城镇

化。 所谓人口的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

聚集的过程，是农村人口的空间转移、非农产业向城

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换［１０］。 这个

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它在经典经济学理论

中都得以反映。 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

的发展，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中的相对比重将不

断地发生变化，即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顺次向二、三
产业转移，由于第一产业主要在农村，而二、三产业

主要在城镇，所以同时也表现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

镇转移［１１］３９－４３。 刘易斯在研究落后国家二元经济问

题时发现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

的现象，并认为是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二元经济”
向“一元经济”转型［１２］２０－２１。 可见，人口的转移直接

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

的核心问题。
（二）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刘易斯在指出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二元经济转型

的同时，也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促使了劳动力从

农业生产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１２］２０－２１；配第－克拉克

定理则认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

内在动力是收入弹性和投资报酬（技术进步）的差

异［１１］３９－４３。 笔者认为，城镇以工业为先导的二、三产

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其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带

来较高的劳动报酬，吸引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另一方面，也正是二、三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带来

较高的投资报酬，吸引社会资本向二、三产业集聚，
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此外，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

时，城镇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如教育、
医疗等，也成为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另一

个重要动力源。 根据上面的思路，笔者得出了“城
镇化的双动力图”（见图 １）。

（三）城镇化的模型分析

埃德温·米尔斯的城市形成模型较好地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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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城镇化的双动力图

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埃德温·米尔斯认为，某
一经济主体出于规模效应的考虑，一般会选择在某

一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生产；从事该产

业的员工，出于便捷和成本的考虑，多数会选择将家

搬到工作单位附近的地方，导致人口向该区域集中；
在这些产业工人的带动下，与此相关的经济活动从

业人员也会向该区域集聚；人口的集聚会带来积极

的外部效应———集聚经济，而集聚经济带来的连锁

反应会进一步放大这种集聚效应，最终会吸引那些

与最初经济活动无关的其他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进一

步集聚，从而开始了城镇化的不断演进过程［１３］８８－９５。
基于埃德温·米尔斯的城市形成模型，笔者认

为，经济发展必然包括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的改善，而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的改善共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为了便于论

述，笔者将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分开加以论述并作

以下假设：假设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一国的所

有地区划分为具有发展现代产业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的 Ａ 地区和不具有发展现代产业要素禀赋比较优

势的 Ｂ 地区。 根据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理论，由于 Ａ
地区的企业可以发展某些具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

现代产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相应产业得以快

速的发展；而 Ｂ 地区由于不具有发展现代产业的要

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现代产业的企业没有“自生

能力”而无法生存，最后 Ｂ 地区只能发展农业和农

产品 加 工 业 等 符 合 要 素 禀 赋 比 较 优 势 的 产

业［１４］９６－１０４。 在 Ａ 地区，现代产业能得以很好地发

展，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我们假定产业因素是

该地区城镇化的唯一动力。 在 Ｂ 地区，由于现代产

业无法生存，仅能发展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二、三产

业比重小，对城镇化影响很小，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我们假定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因素是该地区城镇化的唯一动力。 在

图 ２ 中，左侧表示的是以 Ａ 地区为代表的基于产业

集聚和扩散的城镇化逻辑，右侧表示的是以 Ｂ 地区

为代表的基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规模效应的城镇

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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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城镇化的一般模型

１．Ａ 地区的城镇化———基于产业集聚和扩散的

城镇化模型

由于聚集效应①的存在，工业在 Ａ 地区的分布

逐步走向集中而形成一个中心，并伴随着建筑、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要素在中心区域的快速发展，形成

最初的城镇；由于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产业进一步

发展和聚集，促使人口继续向这些中心集中，城镇进

一步发展；直到产业和人口集聚到没有经济效应出

现的时候，产业开始向周边扩散并带动人口向周边

分流。 这个过程中包含人口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城镇群或者城市群的形成过程。

首先是人口的城镇化。 企业在外在规模经济的

驱动下，出于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和信息成本

等因素的考虑，必然会逐步转移至相关产业的聚集

区，并促使人口继续向这些中心集中。 正如刘易斯

在二元经济理论中所指出的，由于工业和农业的边

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差异，劳动力会从农业

生产部门向城市现代产业部门转移［１２］２０－２１。 产业发

展推动了人口的转移，即人口从 Ａ 地区的边缘地带

（农村地区）向 Ａ 地区中心（城镇）转移，或者从 Ｂ
地区向 Ａ 地区中心（城镇）转移（见图 ２）。 前者导

致本地城镇化，后者导致异地城镇化。
其次是土地的城镇化。 冯·杜能最早研究了因

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

“杜能圈”，阿朗索将冯·杜能的土地利用—地租分

析方法从分析农业土地利用延伸到城市内部用地与

地价的关系，并通过构建城市活动的租地竞价曲线

来研究土地供求均衡中土地用途的决定［１５］４４－８９。 笔

者以为，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在 Ａ 地区中心的集

中，Ａ 地区中心的居住、商业、工业用途的土地收益

率上升，高于农业用途的土地收益率，农业用途让位

于非农用途，而土地在居住、商业、工业用途上的分

配也会类似“租地竞价曲线”分配不同土地的用途。
产业发展对土地用途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产

业发展带来产业集中区的企业用地大量增加，另一

方面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大量转移人口又会延伸出对

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 这样，产业的发展促使 Ａ 地

区中心周边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

（即土地的城镇化），这种转化达到均衡状态时，非
农用地的边际收益等于农业用地的边际收益。

此外，产业发展不仅带来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

镇化，而且会进一步推动城镇群或者城市群的形成。
当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出现集聚不经济效应时，一
些产业会从产业过于集中的区域向周边地区或者跨

地区转移。 而对于产业移入地区而言，这个过程却

是一个新的产业集聚过程和城镇化过程。 产业转移

最终往往催生了以中心区域为中心的城镇群或城市

群。 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克里斯塔勒在杜能

和韦伯区位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中心地理论，不仅分

析了每个具体城市的位置和形成条件，而且深入探

讨了一个区域的城市总体数量、区位、发展和空间结

构［１６］２２４－３５６。
２．Ｂ 地区的城镇化———基于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规模效应的城镇化

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化过程，那么没有发展产业

的地区是否就不存在城镇化的问题呢？ 答案当然是

否定的。 即使是工业十分薄弱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也存在城镇化。 笔者假设 Ｂ 地区不适宜工业发展

且没有任何产业②，政府收入全部来源于财政转移

支付。 由于落后国家或者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供给需要规模效应，即由于财力有限，落后国家或

者地区为人口分散的区域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是既不经济也不可能的，而仅能将有限

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资源布局在人口相对集中且

达到一定规模的区域（如乡镇、县城、城市）。 因此，
即使排除产业发展的因素，当地一部分农村居民出

于改善生活条件的需要也会从农村地区向乡镇、县
城、城市转移，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当然，具体某个地区人口主要向乡镇还是县城或者

城市转移，又取决于各地的实际情况。 比如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乡镇一级人口数量有限且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无法实现较高水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

规模效应，而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发达地区，一个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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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规模足以实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模效

应。 Ｂ 地区虽然没有产业发展的拉动，但是由于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原因，人口从 Ｂ 地区周边向 Ｂ
地区中心集中，形成人口的城镇化（见图 ２）。 当然，
这个过程也和前面“Ａ 地区的城镇化”一样伴随着

土地的城镇化。
二　 我国城镇化的现状及内在逻辑

（一）我国城镇化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
１９９６ 年以来更是以年均 １ ～ ２ 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

发展，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５２． ５７％［１７］。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仅带动了包括房地产业在内

的诸多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我国城镇面貌的

巨大变化，让几亿农民摆脱了落后的农村生活，分享

了现代城市文明，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也面临

一些十分严峻的问题。
１．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且质量不高

首先，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 ２０１０ 年，
我国非农产值比重达到 ８９ ９％，非农就业比重为

６３ ３％，而城市化率为 ４９ ９５％，比非农就业比重低

１３ ４ 个百分点，比非农产值比重低近 ４０ 个百分

点［１８］。 其次，城镇化的质量不高。 虽然 ２０１３ 年中

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５３ ７％，但全国人户分离的人

口为 ２ ８９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 ２ ４５ 亿人，户籍城

镇化率仅有 ３５ ７％［１９］。
２．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２００５ 年，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

大了整整 ４ 倍，而同时期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仅增加

了 １ 倍，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中

国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失衡，土地城镇

化明显过快，并导致社会不公平，加重了对土地财政

的依赖，不利于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２０］。 过快的土

地城镇化，源于各级政府和单位的扩张冲动。 据住

建部统计，全国有 １００ 多个城市要建设“国际大都

市”，而政府办公区的大搬家现象普遍，省会城市建

设新办公区和新城的占一半左右，还不包括正在规

划大搬家的城市［２０］。
３．很多大城市快速发展，出现了“大城市病”的

迹象

由于大型、特大型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其它城市和农村的人口不断

地向这些城市流动。 虽然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促

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

聚集，也带有了诸如交通拥挤、房价过高、生态环境

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４．农民工问题

２０１３ 年，我国 ５３．７％的城镇化率和 ３５ ７％的户

籍城镇化率之间有 １８％的差距，这个差距主要源于

后者未包含进城的农民工。 而农民工的弱势化、边
缘化处境，导致一些农民工的心态失衡，甚至走向犯

罪道路，恶化了城镇的治安状况，最终导致严重的社

会问题。
（二）现实条件约束下的我国城镇化逻辑

我国城镇化的研究不能脱离我国的历史背景和

国情，看似不合理的城镇化轨迹其实有其自身的内

在逻辑。 而我国城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诸多的外

部约束扭曲了城镇化的正常轨迹。
１．我国城镇化的外部约束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干预是我

国城镇化主要的外部约束。 首先是户籍制度。 我国

户籍制度早期着重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特别是限

制人口在乡与城间的流动；近期着重在利益的分配

方面，比如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剥夺

进城农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其次是土地制

度。 我国的土地制度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

有，城镇建设用地为国有，农村集体土地只有经国家

征收或者征用后才能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即政府

是土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给者，也是新增城镇建设

用地数量和规划条件的决定者。 第三是政府干预和

主导。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的诸多领域保持

较大的影响力，在以 ＧＤＰ 为主导的考核体制下，地
方政府存在着干预和主导城镇化进程的冲动，成为

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２．现实条件约束下的我国城镇化逻辑

我国城镇化进程内含了城镇化的一般逻辑，以
沿海发达地区最为典型。 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

程由市场驱动，有产业支撑，有需求拉动，所以符合

市场规律，充满活力，而且由于市场配置资源效率较

高，土地等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２１］。 然而，我国大

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却是受制于特定的外部

约束，呈现出一些特殊的运动轨迹。
首先，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虽然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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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务工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是这部分群体

由于户籍制度的缘故，他们无法在城市里真正定居

下来，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无法公平享受城市

居民的福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笔者

以为，农民工进城并不是完整意义上人口城镇化，是
被户籍制度扭曲后的人口城镇化的实现形式，这不

仅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无法真正释放城

镇化的需求效应。
其次，我国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中农

业用地向其他用途的自由转换。 一方面阻碍了土地

用途的正常转换，导致部分城市建设用地的结构性

短缺，使得很多中心城市的人地关系紧张，为城市高

房价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导致了很多工业用地和

农业用地的低效利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最后，政府的干预进一步扭曲了我国城镇化的

轨迹。 政府干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

政绩等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等同于

房地产化，通过人为推动土地城镇化来带动经济发

展，这种脱离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盲目的“造城运

动”，导致了这些地方的土地城镇化超前以及“空
城”、“鬼城”的不断涌现和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基于 ＧＤＰ 政绩的考虑，人
为阻碍产业转出，影响了中心城市产业的正常转移

和扩散，导致这些城市的产业规模过度扩张，造成城

市人口的超载和“大城市病”的出现。
可见，正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干预这些

约束条件，导致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阻一超”
问题，即人口转移因户籍制度受阻、农地流转因土地

制度受阻、产业转移因地方政府的 ＧＤＰ 政绩观受

阻、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地产建设因地方政府的土地

财政而超前发展。 由于“三阻一超”问题的存在，我
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特殊的轨迹。

大部分区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干预

等因素的影响和约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

化，由过去的“双源动力”向“三源动力”转变，城镇

化过程也由自然演化过程向“自然演化＋人为干预”
转变（见图 ３）。 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中的

“三阻一超”问题，并且最终导致我国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的人口城镇化滞后、农民工问题、大城市病等一

系列问题，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此外，现有的以 ＧＤＰ 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

分税体制，使一些落后地区的政府在明显不具备发

展产业的情况下，盲目推进房地产业的发展，试图用

房地产业启动当地经济和推进城镇化，导致一些地

方出现以城镇化驱动房地产的倾向。
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

人口转移

房地产

土地
制度

产业转移

就业机会和劳
动报酬的差异

享受更好的教
育、医疗等

地方
政府

地方
政府

土地转移 经济引擎 土地财政

房地产建设

户籍
制度

大城市人口
越来越多

人口城镇
化滞后

农民工
问题

产业发展

城镇化
房地产化

人地矛盾
大城市病

阻碍

造成

推进

建设用地
供给垄断

阻碍 阻碍

图 ３．外部约束下的我国城镇化逻辑图

三　 城镇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转变城镇化的模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应
该统筹考虑，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抓住城镇化的本质和问题症结

首先，需要深化对城镇化本质的认识，即城镇化

不等同于“造城运动”。 城镇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基
础设施的改善等仅仅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城镇化

的核心在于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其动力源于

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规模效

应。 其次，城镇化可能带来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因素和机遇，我们应借助它顺势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本身是经济发

展的结果而不是手段，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盲

目推进城镇化。 再次，城镇化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城

镇化本身，而在于外部约束条件扭曲了城镇化的实

现形式。 因此，要解决我国的城镇化问题，必须顺应

产业发展需要，破除不利的外部约束，理顺城镇化的

外部环境。
（二）坚持市场主导，转变政府角色

城镇化模式转型，首先需要转变政府在城镇化

进程中的角色，由过去的政府过度干预的城镇化发

展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产业拉动、政府服务”的
城镇化发展模式。 所谓市场主导，是指城镇化过程

中，由市场来配置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和资源，充
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 产业拉动，
就是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先导，并由产业发展

带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共同推动城镇化

的进程。 政府服务，指政府积极转变角色，由过去城

镇化的主导者转变为城镇化进程的服务者，顺应产

业发展和城镇化的规律，积极排除城镇化过程中的

障碍，做好城镇化过程中的配套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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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时破除外部约束，理顺城镇化外部环境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干预等外部约束已经

严重扭曲我国城镇化的正常轨迹。 我们要适时地通

过改革破除我国城镇化的外部约束，理顺城镇化外

部环境。
１．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城乡分裂的土地制度和

低效的土地用途管理体制不仅阻碍了一些城市的土

地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不

协调和农业、工业用地的低效率，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中土地利用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为此，要在保证基

本耕地面积的前提下，进行农村土地流动的制度创

新，探索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机制。 优化和完善城

镇土地用途管理制度，利用市场机制来优化土地用

途，使土地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既保

证人地紧张的大城市及时获得合理的建设用地供

给，又能够避免土地的闲置和低效利用。
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打破户籍制度限制是未

来城镇化改革的方向。 由于户籍制度的形成历史悠

久，并且各省省情差异很大，需要政府积极试点、逐
步推开，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对人口城镇化的阻碍，推
进城镇化模式的转型。

３．创新和完善社保制度。 由于经济变迁过程中

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人口城镇化

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问题和困难（如
失地农民的就业和保障等问题），这就需要进行诸

如土地与社保挂钩等实践模式的创新和探索③，完
善社保制度，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为城镇化的

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４．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和分税体制。 政府主导城

镇化，不仅是认识和观念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地方

政府利益问题。 我们需要改革现有的干部考核机

制，促进地方政府立足于本地实际，走出一条差异化

的城镇化以展之路。 此外，还必须改革当前不合理

的分税制度，优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

分配，使财权和事权相适应。
（四）因地制宜，创新城镇化模式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也各

不相同，所以需要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充分尊重市

场的主导地位，以产业发展为龙头，根据各地实际创

新城镇化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群、城镇链、城镇点等

多种模式的协同发展。

注释：
①“集聚效应”是因为工业布局的技术因素影响，要实现工业经济效应最大化必须通过最大限度的空间集中来实现。 它是促

进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进而促进人口向该地区集中，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
②由于落后地区的县城、乡镇虽然存在少量农产品初加工、餐饮等企业，但是由于规模小、数量少，对地方经济、就业影响较

小，所以可以忽略，故假设其没有任何产业。
③漆先望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换社保”的改革尝试获得了很好地效果，并认为按照“土地换社保”思

路，在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土地权益与城市社保权益的合理置换，可以顺利破解“半城市化”的难题，全面

加快城市化进程。 详见：漆先望《“土地换社保”破解“半城市化”难题》，《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６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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