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第１ １０页

基于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重要性、障碍及实现路径

文丰安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

然选择.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解决好我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过程中存在城市群人口和经济与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不均等、小城镇建设短板突出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新型城镇

化建设,即: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集约式城镇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夯实基础;加快

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使城镇化建设更具人文情怀;提高县城建设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集约式城镇化;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市经济

DOI:１０．１９８３６/j．cnki．３７ １１００/c．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１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战略部

署,强调“我们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

分化.”①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由

来已久.孔子的“大同社会”,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韩非子的“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再到

近代以来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无不反映了广大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美好愿望的不懈努力

和追求.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

富裕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私有

制、建立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条件;第三,过程的长期性和全体人民的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

基本特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的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更是一部为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关于富强,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

都有份.”② 关于共同富裕的特性,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③ ,并
提出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路径.江泽民同志强调注重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协调

性.胡锦涛同志提出将效率与公平、区域协调发展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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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总

之,共同富裕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并不断展现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通过优化城乡资本、

管理、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强大的物质基础.就我国现状来看,实现共

同富裕,首先要解决好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
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

乡要素流动”①,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２０２１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６４７２％,比２０２０年末提高０８３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建

设成效显著②.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

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高度上,为解决好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不一致问题作出的新要求和

新判断.这不仅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条可实现的途径,为我国现代化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

础,也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内需经济动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注入新活力.脱贫攻坚任务

的完成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必然要求,也是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因此,深
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寻找我国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相

关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探寻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等方面都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学界相关问题研究进展

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

同期盼,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理论层面,学

者着眼于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意义等方面阐明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邱海平从阶段性角度

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是指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的程

度”③.高煦照和郭智惠从目的角度认为,“共同富裕是一种有差距的共同富裕观,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所在”④.胡承槐则认为,“共同富裕是与普遍富裕方式并存的反贫困实现方式和后果,不是最终目

标”⑤.王传荣和楚建英认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⑥.
谢伏瞻认为,“共同富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更广

泛地激发全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和活力”⑦.梅晓宇认为,“促进共同富裕是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问

题的必要举措”⑧.实践层面,学者们主要针对现实问题或在历史中总结经验,探究共同富裕的实现

路径.付文军和姚莉提出,“后贫困时代”要以发展生产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完善分配为抓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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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对贫困为重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①.陈友华和孙永健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以及“分享蛋

糕”出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多种途径②.毛勒堂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社会实

践过程,需要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水平的社会供给、高品质的文化创造、高自觉的绿色生产生活③.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当前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作用、

影响因素、路径选择、发展质量等方面.就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而言,杨佩卿认为,新型城镇化体现新发

展理念,以共享、开放、创新、绿色、协调为核心内涵的城镇化,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④.钟万

玲认为,“新型城镇化强调实现人的城镇化,其核心在于满足城市居民各类生产生活需要,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⑤.就新型城镇化的作用而言,刘依杭认为,“新型城镇化

战略是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原则,要推进人口城镇化

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⑥.就新型城镇化的实现途径而言,秦德智等认为,“新型城镇化相关支撑政

策进行协调性分析,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合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⑦.辛宝英认为,“新型城

镇化战略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新发展理念推动城镇化发展”⑧.黄群慧认为,“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要加快步伐和加大力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⑨.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某

一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如杨佩卿研究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动力机制的相关性认为,西部地区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东部,故西部地区应不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优化动力机制,在内外力

量的共同驱动下,加快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公共服务集聚,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周益敏和宋世清认为,“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进程中,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是推进

城镇化的重要原则,乡村旅游对农村生态建设、乡土文化传承及基础设施改善有着极其明显的推动作

用”.鲍家伟认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要以新型城镇化为重要支撑,推动山区县域高质量发展,以此

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质量和成色.”孙学涛等人采用SARAR模型分析得出,新型城镇化

和共同富裕存在空间相关性,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之,就共

同富裕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助
力推动大中小城市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朝着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坚实迈进.

综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围绕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有广泛研究,特别是对共同

富裕和城镇化建设各自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践行路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对

基于共同富裕目标下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缩小城

乡差距、发掘乡村建设优势、促进乡村地区快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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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富裕基础上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概念及其重要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共同富裕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不断展现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价值.
(一)相关理论、概念及其内涵

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共同富裕”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共同富

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

一的平均主义”①,赋予共同富裕新的内涵.首先,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绝不是所有人“同
时富裕”,也不是绝对相同程度的“同等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其次,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

精神富裕的全面富裕.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主要来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

重富裕.再次,共同富裕是共建和共享的统一.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享有者.共建注

重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鼓励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共享强调人人享有,注重社会发展成

果惠及每一个人.最后,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节点来看,“十四

五”末到２０３５年,再到２１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推进共同富裕是阶段性、渐进性的过

程,只有循序渐进、脚踏实地的完成阶段性任务,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２．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指以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着力解决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准为要求,以城乡统筹为基本

原则,推进人的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２０２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
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②,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新型城镇化强调

城乡协调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设人文、经济和

生态三者协同发展的新风貌,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快速

发展,对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共同富裕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朝着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均有着重要意义.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新型城镇化建设目

标与共同富裕建设目标相一致.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是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目标中城

镇化建设的重点在人这个主体上,在尊重生态承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基础上,走出

一条符合生态标准和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路子,使城镇化建设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新型城镇化

建设不仅要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

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更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实现乡镇的全面发展,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

事业等方面,达到高质量城镇化建设水平.其次,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需把握好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就时间维度来说,必须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引方向,将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导向.还需关注我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需迫切

关注人民主体日益多变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切实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就空间维度上来说,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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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注重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

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将人的发展与城市建设发展同步起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差距.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总之,走以人为核

心的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２．建设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近年来,受逆全球化、老龄化以及２０２０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呈下行趋势.从国际来看,逆全球化和国际动荡产生的经济影响短期

内不易改变,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减弱.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经
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高质量发展成为现阶段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更加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体,把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①,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积极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的

战略判断.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形势下,扩大内需是促增长的必然选择,而新型城镇化是我国

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首先,新型城镇化能有力激发投资需求.新型城镇化注重质量提

升,而完备的城市功能和发展质量能进一步激发投资需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随着经济快速

发展,城市化模式也进一步提升,这将吸引众多海外企业进入城市进行投资,进而激发新兴产业出现.
其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现代工业体系的建

立、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均不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人口的增多

也必然带动城镇居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的优化升级.最后,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也必然激发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２０２０年

由于疫情原因,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比２０１９年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稳步提高.
其中,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城镇居民的增加致使其生产消费活动向城镇聚集,释放更大的消

费需求,提高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

３．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经验为世界城镇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世界上

一大批中等收入国家走上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不仅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动能,也让

人民享受到更多现代化发展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吸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关于共同富裕论述的基础上,基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提
出了改革开放指导思想,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政策,并在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到２０２１年,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１７９２％提升到６４７２％,经历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发展.我国在推进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吸取西方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将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的“三农”问题纳入到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一边寻求解决“三农”问题最佳方案,一边寻求城乡融合发展最优格局.这种城乡

协同发展路径的探寻,为谋求一种中国新型城乡共同建设发展模式,为世界城镇化建设贡献出中国智

慧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４．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城市与乡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型城镇化并不

是简单地以城市代替乡村,而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互进互促.乡村振兴也不

简单依靠农业、农村自身发展或仅仅依靠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来实现.乡村振兴重点在农村,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②,不仅打破传统城乡间的界限,还有助于农村

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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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志明、丁怡婷:«党的二十大举行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４版.
«基层代表畅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１版.
常钦:«汇聚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感言)»,«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６版.



先,新型城镇化为农业农村农民注入现代要素.一方面,新型城镇化通过向农业注入现代生产要素和

服务等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配置,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

利益补偿机制,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破除传统城镇化重物轻人的思

维,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重点关注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维护农民享有的平等权利,提高

农民平等发展的能力,通过开展技能培训等开阔村民眼界,提高农民的现代化水平.其次,新型城镇化为

城乡要素流动搭建载体.新型城镇化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将产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有机结合,通过集聚

城乡资本、人才等要素积极支持和引导乡村产业发展,进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最后,新型城镇化积极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农村发展.城镇是某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其经济引领力、社会服务力

等都在不断增强并辐射到周围乡镇.城镇服务向农村的有效延伸能更好地推动城乡共联共享,保障农民

使用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有效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通过城市乡村两个地方的市场融合,促进经济快

速增长,为新型城镇化带来效益的同时,也能持续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持.

四、共同富裕背景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为我国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注入许多内生动力.但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群人口和经济与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

在新时代,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早在２０１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提出,“坚持以人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十三五”期间,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城市群在推进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辐射带动作用.在２０２１年３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全面形

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２０２２年３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２０２２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中提到,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提出提升城市群和都市

群承载能力,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推动形成疏密

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建设

制度不断完善,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等方面给予了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就业指导,吸引大批农民

涌入城市.不同等级城市常住人口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展现出超强的磁吸力,常住人口每年保持３４％
的增长速度.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变化波动大,除偶尔下滑之外,常住人口数保持在１２％的增长速

度.四线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变化不大,总体较平衡.而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落户问题要求城市群提高

其自身人口和经济承载力.然而在已有的１９个城市群中,人口和经济承载力差距较大,部分城市群人口

和经济承载力偏低,环境承载能力不足,还不足以完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且伴随城市磁吸

效应而来的是大城市病的出现,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资源供给难以平衡.城市病中表现最突出

的就是生态方面的问题,城市发展将规模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在城镇化建设中,就
环境方面来说,雾霾、水污染、能源消耗过度等问题愈发突显,且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一直处于低水位水

平线上,这些愈发突显的城市病,已经集中体现为城市环境承载力与城市群人口数量不匹配.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区域城市之间的

差距,但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城市建设问题依旧突出.首先,中国各地区城乡发展差距仍

然较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差距过大,以浙江农村为代表,该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建设现代化农

村新风貌,并以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但在西部地区

６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大多数农村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此来看,两者之间的发展依旧存在较大差距.除此之外,总的

来说,与城市相比,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资源、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与城

市有较大差距.由于建设资金有限,外加农村地区人才大量向城市地区转移,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

“空心化”现象突出,乡村地区难以实现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其次,就可支配收入方面,以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西部个别较偏远农村

地区和刚完成脱贫攻坚的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最后,区域发展依然不平

衡.共同富裕不仅是全民富裕,也是城乡区域全面富裕.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下,我国各个区域

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也要看到中西部地区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不足、发展新动能培育较慢等现

状.总之,受农村地区地理区位、发展动能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影响,导致其长期发展缓慢,与城市地

区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虽有相关政策作为建设的制度保障,但就时间维度来讲,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以人为核心也是共同富裕遵循的基本价值.其中,基本公

共服务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但是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且资源分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公共服务分配不均.２０２２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据统计,２０１２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５２５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３５％,二者相差１７个百分点左右.经过多年户籍制度改革,我国

城镇户籍人口不断增加,据公安部数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６０％以上,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５４％,二者相差１５个百分点左右.这反映在现实中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受

户籍限制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特别是在职业培训和养老薪酬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异.
另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分配不均.城市与乡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差距明显.由于

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明显,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异较大.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

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不畅,导致有关农民进城务工的意愿虽强,但受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影响,
导致其参保意愿不强,出现“半城镇化现象”.在教育方面,城市教育资源丰富,而农村受经济发展影

响难以引入优质师资力量.
(四)小城镇建设短板突出

县城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２２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系统阐述了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总部署.县城既能强化与邻近城市的联系,也能辐射带动乡村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

载体.但在现实中,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还面临很多堵点.第一,对于县城在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作用认识不足.推进县城发展旨在转变城市偏向的发展观念,解决城市空间结构失衡问题.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县城未充分认识到县城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纽带作用,将城镇化等同

于城市建设,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土地开发而偏离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方向.如不同地区城镇化

建设出现千城一面的状况.第二,县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城在人口、财政、土地

等要素发展中优势不强,资源利用率不高,以致县城建设较城市相对滞后.一些县城与邻近城市互联

互通水平不够,没有有效发挥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制度的缺失阻碍了县城在推进新型城镇

化进程中作用的发挥.县城是联结城市与乡村的枢纽.由于城乡二元壁垒还未完全消除,城乡要素

自由流动的通道还未完全打通,城市管理、资金等要素进入县城还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

五、新型城镇化实现路径

“十四五”期间,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集约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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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发展道路,加快完善制度,推动城市群和小城镇协同发展,真正建设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一)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集约式城镇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强调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运用新发展理念来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

问题.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要突破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模式,在促进城市经济建设过程中,将生态文明

意识纳入其中,走出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按照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来看,其重点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加强以新发展理念

作为建设指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阶段,强调要将新发展理念深入到各

项建设之中.综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建设道路,每一次城镇化的发展中都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

破坏和生态资源的过度浪费等弊病.在面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城市病问题上,加强生态建设是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突破口.第一,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行动的先导,在提升城市经济建设速度和人的全

面发展的同时,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降低城市建设成本.同时满足城市绿色发展要求,推动智慧城市和绿色城市建设,提高人居环境水

平,坚持绿色生产方式,提升居民环保意识,奋力提升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人文城市四位一

体的城市建设水准①;第二,按照共同富裕本质要求,在城市建设推进过程中,突出人的主体性建设.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坚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贯彻到底,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城市,不断提升居住环境水平,改善人们的城市生活体验,改进空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治理工

作,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降低出行的时间成本等.
(二)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夯实基础

我国城镇化建设一直朝前稳步迈进,为使城市群更好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避免因城市功能过于

集中而产生的“大城市病”问题,就要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强化城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互动联系,健
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对于经济规模相对偏低的城市群,要注重加强中心城市

建设,提升中心城市的经济水平和辐射能力,通过强大的资源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逐步缩小城市群之

间经济发展差距.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建设水平,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我国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加快城市建设步伐.第一,支持创新创业,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就业是民生

保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外来人员这一群体.当城市具备更

多的就业岗位时,不仅会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升级,同时也会增加外来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使得城市

居民消费升级,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第二,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打破城乡之间原有界

限.互联网的兴起,带动了一系列高新技术的产生,同时,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城市与乡村沟通更加便

捷,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数字经济企业追求生产规模最大化的同时,对其放宽相关数字化经济建设

条件,对数字经济发展较弱地区采取宽松的价格扶持政策,以降低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城乡共同富裕

的门槛效应.第三,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发展城市特色产业.互联网可以拉近与世界各地的距

离,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本地特色产业进行介绍和传播,促进相关地区旅游业

的繁荣发展,提升经济收益,缩小收入差距.
(三)加快完善城镇化建设相关制度

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点关注“人”这个主体,满足这一主体需求,不断完善新

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制度,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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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体系,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一,深入推进“五有并轨”①.就业方面,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②;教育方面,需解决好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让其子女与城市子女一样有升学、学费减免的权利;医疗

保障方面,适当增加城市中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共医疗服务经费额度,并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保障

体系的黏性,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城市医疗保险的意愿;住房方面,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

重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实现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养老方面,完善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权益,同时可通

过改革现行缴费高的养老保险设计,降低缴纳费用,使农民有信心完成保险费用缴纳.此外,可将其在城

镇里已交的养老保险与农村的养老保险对接,使农民工可顺利将城镇养老保险转到家乡的居民养老保

险,以此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养老保障能力.第二,深入推进“三权落实”.半城镇化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

就是,农民担心失去自己的土地,因此,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

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③,为其创造更多的进城务工条件.第三,完善相关土地

政策.一直以来,城市建设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用地问题,要更加合理地规划农村和城市用地,在不突破耕

地红线的情况下,使城乡之间的土地制度更加完善,更具连接性.总之,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过程中,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完善相关制度,使城镇化建设更具制度保障,也更具人文情怀.
(四)提升县城建设水平

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深刻认识到县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

顶层设计,强化县城产业支撑,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首先,明确县城定位,消除城市偏向的

错误思维,科学定位县城发展,重视县城发展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促进县城生态建设、人的

建设与经济建设三方面协同推进,彰显县城建设新活力以及县城发展前瞻性.就城镇建设同质化现象

严重方面来说,需坚持以科学观点编织县城建设蓝图,禁止城镇建设一刀切现象,着力提升县城建设

水平.其次,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深化改革,破除城市偏向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市、县城与乡村之

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府宏观

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积极推动在人口、土地、资金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发展县城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县城经济实力和就业吸纳力.积极培育县城特

色产业,加强县城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促进居民就地就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销售

产业链,提高当地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质量;积极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十年的成就时,提出“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④.十年来,我们接续奋

斗,打赢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

高历史起点上,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共同富裕取得新成

效.在部署今后任务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在新征程上,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将把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逐步缩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差距,针对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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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并轨”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及城市人口促进创业就业、增强教育保障、完善住房供应体系、提供医疗卫生保障以及健

全养老服务体系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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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具有时效性、可行性的政策建议,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发展

过程中的时空错配问题,实现城镇化着力点由“量”向“质”的转变.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维护人民

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共同富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希望通过此研究,给不同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

建议和指引,以期积极推进基于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的生动实践,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让广大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①

ThePathofNewUrbanizationBasedonCommonProsperity:
Significance,ObstaclesandPathofRealization

WenFengan
(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４０００２０,P．R．China;

Chongqi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ongqing４０００２０,P．R．China)

Abstract:CommonprosperityisanessentialfeatureofsocialismandanimportantfeatureofChinese
modernization．IthasbeenthelongＧcherishedwishandpursuitoftheChinesepeoplesinceancient
timesandistheoriginalaspirationandmissionoftheCommunistParty．The２０thNationalCongress
oftheCPC,stressedtherealizationofmodernizationofcommonprosperityforallthepeople．We
havemadeconstantprogressinenrichinganddevelopinganewformofhumanadvancement．WeenＧ
couragejointeffortandrealizepeopleseverＧgrowingneedforabetterlife．BasedonbuildingamodＧ
eratelyprosperoussocietyinallrespects,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newurbanizationisnotonly
theonlywaytoconsolidatetheachievementsofpovertyalleviationbutalsoanessentialstrategic
planforthecountryinthenewera,andaninevitablechoicetoachievecommonprosperity．Atthe
sametime,thenewurbanizationconstructionisacrucialmeasuretosolvetheimbalancebetween
Chineseregionsandhasagreatsignificanceforrealizingour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However,

duringthenewurbanizationconstruction,thereareproblemssuchasthemismatchbetweenpopulaＧ
tionandeconomiccarryingcapacity,unbalanceddevelopment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unbalＧ
ancedsupplyofessentialpublicservices,prominentshortfallsintheconstructionofsmalltownsand
soon．Enteringthenewdevelopmentstage,urbanizationconstructionsbasicconditionsandtaskreＧ
quirementshaveundergonesignificantchanges．ItisnecessarytoanalyzethenewsituationandchalＧ
lengesbasedonsummarizingthepreviousachievementsandexperience,andclarifythegoal
guidanceandpromotionideasforpromoting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new urbanization．
Underthegoalofcommonprosperity,thenewurbanizationconstructioncanberealizedinthefolＧ
lowingways:adheretothenewdevelopmentconcept,taketheroadofintensiveurbanizationdevelＧ
opment;Vigorouslydeveloptheurbaneconomy,layasolidfoundationforthenewurbanization;

Acceleratetheimprovementofrelevantinstitutionstomakeurbanizationmorehumanistic;Wewill
improvecountyseatdevelopmentandprom．
Keywords:Commonprosperity;Newurbanization;Ruralvitalization;Intensiveurbanization;Urban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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