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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二$

!!

%编者按&本刊
0"!&

年第
0

期笔谈'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一$发表后)在学术界与

实务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为了将此话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本刊再次刊发相关领域对此问题探

讨的论文)其中包括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教授的+'根(与'飘(!城乡中国的失衡与均

衡,以及杨胜刚教授的+'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刘燕舞博士的+农村家庭养老之

殇!!!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视角,-俞祖成博士的+存续抑或消亡!!!日本乡村发展现状探析,

等)拟从更加宽宏的视野)多层面多视角地分析今日中国乡村发展的全貌*

%何坤翁&

'根(与'飘(!城乡中国的失衡与均衡

!

徐
!

勇

摘
!

要!正在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是一场结构性的变革)将推动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

的转变*城镇化将传统的乡土社会'连根拔起()为社会注入更多的现代因子)但也会

造成养育中国的乡土之根的枯萎*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城乡中国的历史节点

上)其重要特征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从而出现了大量人口的'失根(和'无根(的

'飘浮(状态)国家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定力*为此)要通过城乡一体化获得城乡均

衡)以人的城镇化让进城农民获得新的根基)以人的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

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改革.一体化.新农村

均衡是事物的理想状态)但人类社会往往是以非均衡甚至失衡状态发展的*人类历

史上每一场结构性变革都会伴随着巨大的'阵痛()甚至'痉挛(*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中)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形成强烈落差)并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从历史进步的角度

看)工业化-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但如何在这一必然中减轻'分娩(的痛苦)让广

大农村和农民参与和分享必然进程的成果)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弃儿()由城乡失衡到城乡

均衡)却是需要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一-城镇化!将乡土社会'连根拔起(

现代化由传统而来)传统会规制现代化进程和道路*美国学者摩尔运用其深邃的历

史眼光看待传统因子对未来造型的影响)认为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

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

*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中国*在
0"

世纪前半叶)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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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就发现)'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镇*'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

有
$

"

3

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
%"4

以上的人口)和
!"4

到
!34

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

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

!正因为如此)在
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以广大农

民为基础)并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关键的中国革命*

乡土中国不仅意味乡村人口占多数)而且意味整个国家的根基在乡村*这不仅在于作为国家经济

支撑的赋税来源于乡村)更在于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重心在于乡村*无论那一个统治者都不得不'以农

为本(-'守土有责(.社会精英进城为官)最后还是要'叶落归根(.人们无论流向那里)'衣锦还乡(仍然是

终极梦想*但是)乡土中国并不是永恒的存在)更不是人类终极的美好家园*

!1$1

年后)特别是
!12%

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其重要后果是呈加速度的城镇化*

!12%

年)中国的农村

人口还占全国人口
%"4

以上)

5"

多年后)城镇人口已达
3"4

以上*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
0"

世纪上半期的伟大变革)那么)城镇化则是
%"

年代以来的伟大变革)且变革

更为深刻*其深刻之处就在于结构性变革)即现代社会因子愈来愈占主导地位*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

取决于创新性因子的产生及其地位*传统中国发生了无数次农民反抗)但始终是'有造反而无革命(

"

*

只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政党的出现)才有了创新性的革命*但是由于传统社会因子在社会结构中仍

然占有相当比例)使得革命后的现代化进程饱经曲折)先进的社会主义经常为传统的平均主义所困扰*

因此)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城镇化将为社会植入愈来愈多的现代要素)从而获得更多现代国家的

稳定性和持续性*这种稳定性内生于社会结构之中)并与创新性相伴随)而不是传统社会那样与'超稳

定(相伴随的是'周期性动乱(*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在城镇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基本没有发

生过激烈的社会革命.而在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从这一角

度看)我们对城镇化的意义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意义愈大)意味着历史反差愈大*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国家财政的城镇比例愈来愈大)更重

要的是乡土中国的根基发生动摇)是一场'连根拔起(的变革*尽管国家价值仍然强调'无农不稳()但社

会驱动则是'无工不富(.不仅大量精英进入'新学()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就是大量劳动者也弃田务工)

对用热血和汗水换来的土地不再有无限的眷念.昔日的乡土为人遗忘)如画的乡村甚至成为垃圾场

00*正是基于此)

0"

世纪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强烈呼吁中国的根本在乡土)乡村建

设就是中国建设*

0"

世纪
1"

年代以来)伴随城镇化的加快)对'失落的乡村(的悲叹延绵不绝)并激发

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不仅仅是对'乡愁(的忧伤)更在于对'乡土之根(枯萎的痛惜*春节期间一些网

上帖子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就是人们对自己故土的衰败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淡淡的忧伤)在于我们过去

都来自于乡土)而养育过我们的老树根正在枯萎*但是)无论情感上多么真挚)我们还是不得不正视!城

镇化毕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更不可以因此而重返乡土中国*

二-城乡中国的失衡与人的'飘浮(

当然)对于城镇化造成的'失落的乡村(的呼喊)更多的是现实的城乡失衡场景造成的心理落差*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之中)即还没有完成城镇化*中国还在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结构

转变之中)处于'城乡中国(的过渡阶段和历史节点上*乡土中国的乡村人口在
2"4

以上)城镇中国的

城镇人口在
2"4

以上)而当下中国城镇人口为对半*更重要的是农业在国家财政税收中的比例仅仅只

有
!"4

左右)农业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农村人口获得与城镇一样的收入和生活)由此形成巨大的

城乡落差)城镇与乡村发展处于失衡状态*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首先在于现代社会本身*传统社会是

以土地要素为核心的社会)因此人们'守土为本(.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和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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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城市有着特殊的位置优势)形成城乡之间的'位差(*在马克思看来!'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

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这种城乡位

差)决定了财富和人口愈来愈向城市集中)城市呈加速度发展.乡村则是相反的情况)尽管有所发展)但

始终难以与城市平行发展)由以往的中心地位日益边缘化)且愈来愈失去'话语权(和影响力)造成城乡

之间的'势差(*这一趋势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

题*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又显得特别突出*如我国当下城

镇常住人口达
3"4

以上)户籍人口才
5"4

多*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国民收入所得税和提供

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但中国长期延续的是农业税和教育等公共物品的农民自我提供制度*

城乡中国的重要特征是巨大的城乡失衡或者城乡落差*尽管这种城乡落差很难造成乡土中国那样

的社会大动荡)但是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则会影响社会的持续稳定*除了经济原因以外)还在于心理

原因*现代化一方面造成城乡落差)另一方面又会带来现代性价值*在人们没有接受现代价值时)还有

可能容忍城乡之间的落差.而一旦获得现代价值)则愈来愈难以容忍城乡失衡)从而滋生出巨大的不公

平感和心理失衡*这些具有不公平感的人的心理处于'飘浮(状态)缺乏稳定的根基*

其一)农民进城)问题也进了城*进城无疑是解决因人地关系和农业产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路

径*但是)如果农民进了城)得不到相应的就业和保障)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就会处于'飘浮(状态)对所

生活的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在农民工二代身上表现特别突出*他

们既无乡村之根)也无城市根基)很容易造乱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专门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他

引述了汉德林的话!'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00随着他们越来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捅乱子)而这

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他还以美国为例)指出!'第一代坚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处世

态度)第二代人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们先是犯罪)然后从事其他捣蛋活

动*(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一样)但进城的农民工二代缺乏稳定的根基并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却有类

似之处*当下城市治安问题大量由流动人口引起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农民进城)留下了问题*大量农民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和凋敝化*这不仅仅在于优

质人口流入城镇)更重要的是人生重心和取向是城市)而不是乡村*乡村不再是一生守护的家园)而是

不得已的居所*仍然在农村的人的收入还是传统农业)但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已城市化)而传统农业

收入已无法支撑其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从而很容易去寻求非正当收入*尽管乡村的表象还在)但已失去

了昔日的纯朴-乡情-年味)即没有了传统乡村的精神根基*乡民虽然人还在乡村)但其灵魂处于'飘浮(

状态)并没有将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精神根基保留和传承下去*这正是一些春节回返乡里的城市精英

深感忧虑之处*他们再也找不到魂牵梦萦的少年时代的乡村了*

城乡失衡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即落差愈大)人口愈是会向城市集中)乡村愈会边缘化)城乡之间的

落差愈大)引起的问题愈突出*城乡中国可能不会像乡土中国那样发生大规模动荡)但会伴随大量社会

问题)使得国家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定力)甚至处于政治紧张状态)如维稳至上*

三-在城乡一体中获得历史的均衡

城乡中国的结构性落差是历史形成的)也需要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克服)通过城乡一体化获得历史的

均衡*一是以城乡一体化克服位差*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的中心化和乡村的边缘化具有一定的趋势

性*在列宁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

#但是)如果城乡

落差过大)则会产生社会的不均衡)因此特别需要国家给予农村以高度重视和特殊支持*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国将城乡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连续下发
!"

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村发展)实

际上就是要努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失衡问题)将农村发展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换言之)受市场驱

/

2

/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

卷)人民出版社
!113

年)第
!"$

页*

塞缪尔/

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05$

页*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13

年)第
0&$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动)城市发展有着强大的自生动力)而农村则需要外部推动和保护*中国要在
0"0"

年实现全面小康)关

键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二是以城乡一体化克服势差*城镇的中心化和乡村的边缘化将会带来势差)

进一步导致乡村的边缘化*由此需要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村的价值*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不是

消极的'历史的弃儿()而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革命依靠的是广大农民)现代化同样要依靠广大农民*

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这一奇迹的创造主体却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农民!

*只要给他们

提供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奇迹*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过的城市'贫民窟()在相当

程度上得益于自力自强的中国农民*要解决进城农民的'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让他们在平等参与现

代化进程的同时)公平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如均等的公共服务*其次要深化认识城乡关系*在城乡中国

的现阶段)乡村因为难以提供城镇那样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因此而被冷落)甚至被抛弃*尽管中央出台

多个一号文件)但农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的价值会得到再次挖掘并日

益凸现*乡村以往主要是农业产业功能)因为产业弱势而为人冷落*而当人们大规模进入城市后)乡村

的多重价值得以显现)不仅仅具有产业功能)还是能够获得洁净空气-优质环境-宽松心态的新的生活家

园)是能够从长期传统中获得历史定力的精神家园*这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重新回归乡村

的重要原因*如果从后城镇化的角度看待乡村)乡村就不会被简单视为'落后(的代名词而为人冷落*

当然)认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在解决当下城乡中国的失衡问题时)还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人的城镇化)使进城农民重新获得根基)解决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二代的'飘浮(状态*

城市大量的高楼建筑是农民工修建)他们身体进了城)更重要的是心灵进城)通过平等提供公共服务)促

使他们尽快融入城镇)在城镇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于绝大多数'农二代(来讲)他们学校毕业后就进

了城)在农村无根)也无回乡寻根的计划*这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同等条件和创造同等机会)成为新的城

镇居民*沿海地区的城镇逐步打开城镇大门)接纳农民工)做出良好表率*衡量中国城镇化)不仅仅在

于多少人口进入城镇)更重要的是多少人口融入城镇)能够定居定心*

其二)通过人的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村成为人们自我选择的地方)促进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并使其

在流动中获得最大价值*早在
0"

多年前)笔者拜望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老人家专门

题词!要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这一题词非常深刻*长期历史以来)农

村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场所)而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由于城乡失衡)他们很容易离乡离土)选择进城*

0!

世纪以来)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失衡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一

问题仍然有大量工作可做*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还只是停留在建新房的表层)忽视了如何留住人)留

住人心的问题*人们用政府补贴和自己多年的积蓄)甚至负债)建了新房后还是奔向城镇)其重要原因

是乡村的收入-公共物品供给-生活方式与城镇尚有很大落差*物的新农村建设还会造成大量资源的闲

置)甚至占用宝贵的土地*笔者
0"!3

年在
5"

多个村庄调查时发现)许多地方的房屋建筑在良田上)却

无人居住)甚感痛心*其深层原因是农村土地和房产还限于本村居民集体所有)农民持有不占白不占的

心理*与此同时)城市人希望投资于农业)在农村寻找一个新的家园)却又受限于现有体制*城市成为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方)而农村却无法自由选择)农民不能将自己的田产房产变现后进城)资源不能

在自由流动中获得最大价值*这不能不制约着农村发展*因为资源的自由流动才能获得最大价值.只

有经过自由选择的地方)人们才生活得心安理得*所以)要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而不是被迫在那里生

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路还很遥远)还有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克服*近几年我国开展的土地三权分置-

宅基地流转试点改革)或许正在探索出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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