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6月3日 星期一
编辑：任鹏 美编：宫照阳 组版：颜莉

深读·调查
B04

以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为主题

在河南永城这个县级市，
当地政府从2009年就开始探
讨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四年
时间一晃而过，永城官方向齐
鲁晚报记者回答何谓新型城
镇化时，说得很直接：“就是不
能像过去把农民赶上楼就不
管了，得让农民有生活保障。”

2011年，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的卢展工提出：“走一条以
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郭军发看来，
河南的新型城镇化和过去相
比，新在把城镇化的发展与解
决三农问题、解决统筹城乡发
展问题联系起来。

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
安则将“新老”比较具象化，他
说，传统城镇化将城镇化简单
地等同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丢掉了农村人口城市化
的本意，“兴城不兴业，城市规
模平面扩张，功能却未能得到
有效提升。”

早在2004年8月，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郑风田曾到大连市甘井
子区对城市化进行了实地调
研。他得出的结论是：“农转居
问题是城市化过程诸多问题
中矛盾最突出、最难处理的问
题之一。”

郑风田认为，城市管理体
制如果没有完全到位，原来的
农村集体仍要承担社区管理
和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支出，
这既与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
不相符，也没有从本质上体现
村民变市民。

“由于现行的社保和医保
政策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对
农民的保障仅限于‘新农合’。
如何解决好村民转变为社区
居民后社保和医保的资金来
源是一大问题。”郑风田说。

郑风田九年前调研的问
题，在最早提出新型城镇化的
河南逐渐凸显。

河南省社科院课题组所
做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践
与探索：2011——— 2012河南
新型城镇化发展形势分析》中
提到，河南城镇化滞后于工业
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
会事业发展滞后，加快推进城
镇化进程，根本在于实现农民
市民化，要解决好其就业、安
居、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关
键问题。

河南省社科院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目前从河南省的
情况来看，农民工融入城市总
体状况仍不容乐观，至今尚未
能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
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
遇，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
酬，在城市处于边缘地位，通
常作为廉价劳动力在城市就
业，而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
民，由此形成了“不完全城市
化”或者“半城市化”状况。

“新型城镇化，是以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郑风田
说，首先要弥补历史的欠账，对
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
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
济等公共服务，政府均需追加
投入，在制度上也要让农民真
正转变身份。

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是房地产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当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
就曾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进
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存在
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目标
过高的问题。由于劳动就业和
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因进城后
生活水平下降而要求将户口迁
回农村，出现“反城镇化或拒城
镇化”现象。

今年3月份，在一场“关于
中国城镇化之路”的讨论中，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
中心研究员易鹏说：“不能搞投
资大跃进，不能造新城，不能再
像以前土地的城镇化率远远高
于人口的城镇化率。”

“城镇化”就像一场博弈：
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
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
层”；另一方则是想通过“土地
换身份”来实现城市梦的农民。

新型城镇化概念开始受到
楼市热捧，业内普遍认为，新型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行业发展带
来新机遇。以中信地产、招商地
产为代表的央企同样高度关注
城镇化战略。三、四线城市市场
都被重点推荐，并进入房企视
野。

号称“中国近20年来扩张
最快的城市”永城当地的房地
产火爆一时，财富开始在房地
产间流转。在新城，一片一片的
高层商品房正在建设，房价已
由2009年的每平方米不足2000
元涨至现在的4000多元。

刚“农转居”的侯岭村居民
侯国玉最近一直犯愁，他说：

“指望着还没租出去的门面房
和儿子每月1800多块钱的工资
生 活 ，为 儿 子 买 婚 房 比 较

难……”
然而，楼盘的销售人员却

几乎口风一致，“现在均价是每
平方米4000多元，将来可能还
要涨……”听到这样的话，老侯
之前那种当上“城里人”的优越
感突然消失了。

“我们这代人搬迁，从农民
变成了城里人，政府又给补偿，
生活确实改善了。”老侯说，“但
是，我们的下一代也成了城里
人，没有了宅基地，家里一共就
存着拆迁补偿款那些钱，享受
城镇保障却又遭遇房价高涨，
年轻人咋办？买不起房，这不和
大城市一样吗？”

3月9日，在一场“布局新型
城镇化”的沙龙上，国家信息中
心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澄清
说：“中国新型城镇化出发点和
落脚点皆不是房地产，甚至可以
说80%以上与房地产无关，房地
产只是其中一个利益相关方。”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
胡志刚认为，过去的城市化是
侵吞土地的一轮狂欢，是房地
产的一场华筵。在房地产泡沫
的助推下，城市化成了少数人
的“蛋糕”，富人通过房地产一
夜暴富，而绝大多数人则被高
房价远远抛在后面。被征地农
民更是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
土地，面临“失地”、“失业”的双
重困境。

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
市建设用地扩张了83%，但同期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人口只
增长45%。由于速度过快、过急、
过猛，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水平，形成“过度城市化”、“病
态城市化”。

不单纯地追求

城镇化率

“未来城镇化过程中会存
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
在资金方面的压力将继续加
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认为，一方
面原因是政府的收入弹性下
降，另一方面原因是人口的储
蓄率下降。

河南省社科院课题组2011
年至2012年所做的一份研究报
告中的一些数据印证了张承惠
的观点。

据该课题组研究，近年来城
镇人口每增加一个，至少需要10
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包括
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
房地产开发等。按此计算，2015年
河南实现48%的城镇化目标，每
年需要1700亿元的城市建设投
资，这还不算上教育、医疗、社保
等方面的投入。

河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2010年，河南人均GDP全国排
名第20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1381亿元，排全国第9位；
人均财政收入1469元，全国倒
数第3位。地方财力明显不足。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
来了新型城镇化推进速度和质
量的差异。该课题组实地调研
后发现，豫西、豫北等经济发展
水平较好的地区，财力较为充
裕，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撬动社会资金进入城
镇化领域。发展基础薄弱的地
区，正是新型城镇化推进需要提
速和提质的重点地区，需要大量
公共建设资金，没有资金的保
障，新型城镇化难以推进。钱的
问题是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加
快发展的首要因素。

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调查
中，2011年，全国进城的农民工
住房有52%是依靠用人单位提
供的集体住所。有47%的是租住
在城中村、近城郊区、城乡接合
部的农民住房。在城镇拥有自
有住房的农民工只有0 . 7%，缴
纳住房公积金的不到3%。

有着近30年在农业领域研
究和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在谈论新型城镇化时特别突出
了资金缺口这个问题。

“数据显示，这是安不了家
的。”陈锡文说，“各地都在呼
吁，要让农民跟市民一样，有稳
定的就业、住所、收入来源，要
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待遇，让
他们购房住房。现在你知道这
缺口有多大了吧？”

那么，进了城镇的农民工，
社会保障状态怎么样？2011年，
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险的比
例是16 . 4%，加入城镇医疗保险
的是18 . 6%，加入工伤保险的高
一点是27%，加入失业保险的
9 .4%。

“扯平了算，不到20%，也就
是说有80%的缺口。那是多少钱
呢？”陈锡文粗略地算了算这笔
账：一个农民工如果按照当地
市政府的规定，五险全交，那么
每个月农民工自己要交的各项
社会保险166元，用人单位要给
他交的是516元。两者合计起
来，一个月就是682块钱，一年
就是8184块钱，“就算一亿六千
万进城农民工，我算了一下，一
年10500亿，要交够15年，他才
可以养老。”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要
去单纯地追求城镇化率。”陈锡
文认为，“一定要警惕，不要把
过去的所谓GDP崇拜，转过来
又变成了城镇化率崇拜，那样
会吃苦头的。”

“城镇化进程中存在

许多伪城镇化，空间的城

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

的城市化。”5月2日，在成

都举行的一场论坛上，清

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心主任蔡继明准备的演讲

涉及了目前几乎红透中国

的词语——— 新型城镇化。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

宪平此前表示，城镇化第

一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

现 有 2 亿 多 和 每 年 新 增

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

化问题。

根据新一届中央政府

要求，由发改委牵头、多部

委着手编制《城镇化发展

规划纲要(2012-2020)》。在吸

聚眼球的全国城镇化工作

会议召开之前，各类官方

或民间组织的新型城镇化

论坛纷纷上演，专家们各

抒己见，为即将出炉的新

型城镇化规划指路。

专家们不谋而合地

指向新城镇化首要的命

题是：“新城镇化，新在哪

里？”

新型城镇化
新在哪里？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一位永城市民在人民广场喷泉旁散步，永城城镇化的目标是让进城农民有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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