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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新型城镇化是当前进行社会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袁新型城镇化率意味着一个
国家的发展状况遥对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农民而言袁城镇化并非是野赶上楼冶那么简单袁更是
需要从实地调查去查看农民究竟是怎么样想的袁通过对全国部分地区的乡村调查和既有的
文献资料研究发现袁如今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野农民返乡抢地冶袁之所以如
此袁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院第一袁国家经济发展曰第二袁生活方式曰第三袁生活观念曰第四袁生活
需求遥 要解决这些问题袁首先要消除他们的担忧袁尤其是在城市生活如何进行保障曰其次要
通过宣传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观念曰再次袁除了要采取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以外袁还要根据不
同地区进行不同的城镇化措施袁而不能千篇一律袁例如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就非常不同遥总
而言之袁从外部来看袁新型城镇化所强调的野以人为本冶意在建构对人的关怀袁无论是在土
地尧户籍的制度上袁还是在农民的身份上袁都应该加大改革和优化力度遥从内部来看袁农民的
生活理念直接影响他们进城遥 如何打破农民的路径依赖和既有的生活模式袁建构出城市的
野乡土空间冶袁注重对新一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宣传袁是突破新型城镇化困境的关键遥这些措施
或战略对提高我国的城镇化率和防止农民工野回流冶将具有重大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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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返乡抢地院
新型城镇化的困境与战略调整

刘 晨

渊澳门大学 a.社会学系曰b.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袁澳门 999078冤

一尧引 言

2016年 4月 19日袁由国家发改委编写袁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主编的叶国家新型城镇化
报告 2015曳在北京发布遥 该报告指出袁野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工作考虑有六个方面院第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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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推进非户籍人口落户城镇曰第二袁加快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和特色镇建设曰第三袁切实提升
城市功能曰第四袁努力促进城市群发展曰第五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曰第六袁持续深化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遥 冶[1] 我们可以从这六个方面发现袁 新型城镇化在如今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院第
一袁户籍问题曰第二袁中小城市的容纳问题曰第三袁城市公共服务问题曰第四袁现代化国家治理视
野下的试错机制淤与全面推进城镇化的问题遥

而仅仅就第二点来说袁费孝通在叶中国城镇化道路曳一书中也曾谈到袁野要使农村里的知识
分子不到大城市来袁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遥 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尧中等城市袁
没有小城镇袁农村里的政治中心尧经济中心尧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冶[2] 遥 费老在此所谈到的野小城
镇袁大战略冶袁放在今天来看袁不无道理袁其意思就是利用中小城市来作为人口流动的缓冲地带袁
这样既保障了城镇化的顺利进行袁又不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人口压力和冲击遥

诚然袁人口对城市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遥但本文认为袁解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尧城镇化袁主
要从两点做文章院一个是土地问题和户籍问题曰另外一个是生活观念遥 就前者而言袁我们在前
文中已经有所提及袁即改革户籍制度袁以破解城乡二元的结构袁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
式袁尤其是在城郊地区进行重点突破于遥 进而在土地问题上袁如今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
野要不要私有化冶钥 在户籍问题上袁要不要取消户籍袁给农民以市民待遇钥

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左派学者认为袁不应该私有化袁因为农村的土地对农民有着社会保障
的作用袁如果农民不想在城市里再打工袁那么还可以回去种地遥 进一步说院一方面袁种地可以有
收入尧有活干袁农民的生活会得到基本的保障曰另外一方面袁农民在城市里打工遇到了困境袁则
有退守的空间袁那么社会稳定也就有了保障袁不至于导致城市逗留一批野见过世面冶的人遥为此袁
从这个方面说袁他们反对激进的城镇化遥 然而袁从现有的城镇化政策来看袁带着保守主义色彩
的这一主张袁仿佛在整个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不那么受到器重遥 而以周其仁为代表的野自
由派冶认为袁农民的土地应该纳入到市场中进行交易袁这有利于农民获得更多的补偿和土地交
易所带来的城乡流动的资本积累袁所以他们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袁并且尽早对土地进行确权袁
即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遥 这样的做法与建议袁仿佛也没有受到器重遥 比如袁叶红旗文稿曳在
2016年 4月刊发了一篇叶警惕土地私有化思潮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冲击曳一文袁作者彭海
红表示院野首先袁土地私有制的高效率问题因国情而异袁并非通则曰其次袁单纯以经济效率考察
一个社会的土地制度不科学曰再次袁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袁貌似以增加农民收入尧实现农业现代
化尧助力全面小康社会为出发点袁实际是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动袁是人格化的资本
在新形势下的代言词曰最后袁相对于土地集体所有制袁土地私有制的缺陷更严重遥 冶[3]带着中央

官方色彩的媒体对此问题发声袁意味着土地私有化的建议被否决袁同时也意味着野坚持和完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冶将继续执行袁也就是说袁农村土地的所有制依然会采取 1982年叶宪法曳尧
1988年叶宪法修正案曳叶土地法曳叶土地管理法曳叶农村土地承包法曳等一系列法律所确立的野集体
所有制冶遥

而在户籍问题上袁以蒋天荣为代表的学者表示袁户籍改革在于野平权冶袁最根本在于达到城
2



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平等化遥 而以徐勇尧张英洪为代表的学者表示袁要给农民更多的市民权利袁
尤其是要把农民当公民看待遥 他们认为袁只要农民有公民权利袁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平等化的公
共服务袁可降低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权力伤害袁有更多的监督力量遥 他们的这些建议部分被采
纳袁例如 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叶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曳就是佐
证遥 这份文件指出院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院到 2020年袁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
适应袁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袁依法保障公民权利袁以人为本尧科学高效尧规范有序的新
型户籍制度遥 但是到 2020年落实得怎么样袁其实还是未知数遥

如何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袁就需要对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化盂遥 至于怎么
改革钥 怎么优化钥 尚且还没有一个准确答案袁依然在尝试和摸索之中遥

然而袁就在如何改革和优化还未解决的同时袁中国的农民工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袁
出现返乡潮袁而又因为近些年的经济猛然下行袁导致外出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另谋生路袁比如创
业榆曰有的农民工则回到家乡以后重操旧业袁例如种地遥

问题是农民工为何要返乡钥难道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所致钥在笔者看来未必如此遥让我们
先来看一组数据袁野2015年袁我国城镇化率达 56.1%袁城镇常住人口达 7.7亿遥 叶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渊2014要2020年冤曳提出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袁到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0%左右袁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45%左右袁努力实现 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遥 冶[4]

然而袁近 3亿多农民工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操旧业袁继续种地钥 有研究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了
调查袁共 47人虞袁调查发现院野返乡农民工中袁有意继续外出务工的 19人袁占 40.5%曰希望在附近
找工作的 5人袁占 10.6%曰希望在家务农的 13人袁占 27.7%曰希望自主创业的 10人袁占 21.3%冶[5]

这也就是说袁返乡农民工有 59.5%的人不愿意再出去务工遥 由此可见袁新型城镇化在农民工这
个群体中遭到了阻力遥

同时袁叶半月谈曳曾刊发了一篇名为叶返乡找地:农村上演一轮抢地大战曳的文章袁该文指出院
野自 2015年底以来袁受整体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袁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有返乡势头袁其中不少
农民选择重操旧业要要要种地遥 但很多农民回乡后发现袁自家田地或偏少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袁
或前些年就已被租出去袁面临无地可种的尴尬遥 一轮耶抢地爷大战由此上演遥 冶[6]

为此袁野返乡抢地冶与新型城镇化的困境袁构成了本文的叙事主题袁也是我们所希望探究的
根本问题遥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型城镇化以部分人的野返乡抢地冶而显得困境重重钥 我们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又该如何调整钥

二尧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现状与问题

野所谓新型城镇化袁顾名思义就是以城乡统筹尧城乡一体尧产业互动尧节约集约尧生态宜
居尧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袁是大中小城市尧小城镇尧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尧互促共进
的城镇化遥冶[7]新型城镇化的野新冶又主要在于院野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尧 空间扩张,
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尧 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 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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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遥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而不仅仅是城镇建设遥 冶[8]

而今袁新型城镇化的成绩和问题又是怎么样的呢钥
有学者研究指出院野改革开放以来袁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袁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

低尧速度快的发展过程遥 1978-2014年袁城镇常住人口从 1.7亿人增加到 7.3亿人袁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 54.77%袁年均提高 1.02个百分点遥 冶[9]同时袁野耶十三五爷规划纲要提出袁到 2020年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 60%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遥 这也就是说袁未来城镇化
率这一比例还要提高 5个百分点袁相当于要有 1亿人在城镇落户冶[10]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
代表处高级政策顾问 Samantha Anderson表示院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其速度和规模而显得特
别引人注目遥中国仅用了六十年时间便将城镇化率从 10%提高到 50%遥同样的转变袁在欧洲用
了 150 年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用了 210 年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预测袁到 2030
年袁中国将新增 3.1亿城市居民袁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70%遥 届时袁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 10
亿袁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 75%遥 冶[11]

由此可见袁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袁让世界瞩目袁并且在 2030 年袁将会达
到 70%的城镇化率袁这已经接近于次发达国家的水平遥 但是不是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没
有问题呢钥 Maierdan Tuersun就曾表示院野城市化发展容纳承载能力不足曰城乡二元结构依然
存在曰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遥冶[12]王海峰指出袁我国所采取的野异地城镇化冶会带来很多不利的
影响袁比如说袁野一来农村经济发展主力军缺位袁发展速度滞缓袁马太效应使得城乡差距继续
加大曰二来夫妻长期分居袁进城农民工性生活混乱袁同时耶后院爷也经常起火袁 造成社会秩序
的不稳定曰三来留守儿童问题突出袁留守的家人只能保证孩子的肚子袁不能充实他们的脑
子袁至于什么心理问题更是没想过遥 四来留守老人农作尧 看护孩子等劳动强度增加袁情感寂
寞遥 冶[13]

而如果不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尧户籍问题尧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袁就
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遥 而就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而言袁最直接地表现就是返乡抢
地遥 此举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问题袁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袁例如上述中所述的野留守儿童和妇女冶袁
他们的教育袁他们的安全如何保障钥 贵州毕节儿童闷死在垃圾箱的事件就是最值得反思的一
个问题遥他们之所以不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生活袁难道不是户籍所导致的择校问题钥难道不是
城市没有对他们进行容纳的问题钥 再有袁长期的异地分居袁会带来夫妻之间的模式转变和感情
淡泊袁所以才会有临时夫妻的问题袁才会有打工回去之后和原配离婚的问题袁而家庭作为社会
的细胞袁如其不稳定袁难道社会会稳定钥 离婚后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钥 这些都是城镇化的问题
所裹挟的一系列值得反思的现象和对象遥 所以袁在进行城镇化的时候袁应该注意如何解决打破
城乡二元结构袁改革户籍制度袁增加对土地的确权袁让农民有权对土地进行交易袁从而获得流
动的原始资本积累袁进而想办法去学习一技之长袁在城市谋生袁并适应城市生活模式袁这样就
会把一些问题迎刃而解袁才不会导致返乡抢地的事情发生袁才不会导致新型城镇化遇到野回
流冶的困境遥

4



三尧农民野返乡抢地冶的现象及其分析

在湖北省袁也有农民返乡抢地的现象遥 根据调查袁例如野W夫妇在广东中山打工近 10年袁
回乡之前在一家纺织厂上班袁年收入达十五六万元遥 尽管工资不低袁去年底他们还是执意辞职
回乡种地遥 耶前几年行情不错袁厂里大部分产品出口欧美袁现在明显缩水了遥 爷W说袁以前厂里有
700多名员工袁现在只有 300多人袁本打算今年再回乡种地袁因为企业前景问题袁担心哪一天失
业再回来就迟了遥 冶[6]从中可以发现袁农民最大的担心是失业袁而失业又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是分不开的袁比如野前几年行情还不错冶,这意味着现在之所以离开袁是因为这几年行情不好了遥
同时袁也从背后折射出他们只是把外出打工当做一种野谋生冶袁而不是准备在城里野安家冶袁故而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袁他们就会回到家乡遥 例如院W夫妇准备养殖龙虾袁并希望把以前出租出
去的农地拿回来遥

与 W夫妇一样返乡的还有湖北省 S县的村民 G袁他说院野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袁一个人在
家种地轻松还能赚点钱袁并不比外出打工差遥 2015年袁我将 10亩地用于种植水稻和小麦袁其余
20亩地种植小麦和黄豆袁都是一年两季作物袁每亩田地年纯收入可达 1300元左右遥从耕地尧播
种尧管理到收获袁都是一个人干袁一般每年 3月份耕种袁9月份收获袁只需半年就能干完遥我的妻
子和儿子都在广州打工袁一个人在家种地袁还能照看正在上小学的女儿遥 冶[14]而在 2014年袁村民
G还在外地打工袁土地租给了他人遥 由此可见袁农民返乡抢地袁有的是真正为了土地袁有的可能
还有其它原因袁例如为了子女袁生活观念发生了转变等遥

同时袁我们对湖北省 J县的农民也进行了调查袁主要是通过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的非结构式
访谈遥 部分农民对我们说袁之所以不再出门打工和不在城里买房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野农村活
得比较自在遥 冶愚例如袁村民 Y的子女在 2006年就已经进城袁Y将孙女野带大冶以后袁而选择用
野重金冶重新装修了一下老家袁然后再回到农村生活袁并把之前租出去的田要回来袁她不求靠种
地赚很多钱袁只想图个自在遥

在甘肃省 F乡进行调查的时候袁我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袁村民 D之前到西安打工袁把土地
使用权转让给了农村的一个亲戚遥 作为农民工袁他觉得外出打工是唯一的活路袁因为子女读书
需要钱袁而靠家里养羊和 4亩多的地得到的收入袁可谓入不敷出遥 等其儿子大学毕业袁在西安
买房以后袁他和妻子选择的不是在子女身边袁而是回家乡种地袁他的亲戚又把地还给了他袁如
此袁靠种地等解决两个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没有问题遥 他们时而也去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袁D
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满足遥 可以发现袁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模式袁有人生观念的因素袁也可
能有生活便利的意思遥

通过以上几个案例袁我们看到了农民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种种图景袁我们也从中大致
明白了他们为何最终不希望进城的原因所在遥 第一袁国家经济地发展曰第二袁生活方式曰第三袁
生活观念曰第四袁生活需求遥

然而袁在国家政策渊例如农业直补等冤等因素的驱动下袁土地从之前的抛荒到如今的野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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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冶袁背后又不仅仅是如上述几个案例那么野简单冶遥 正如村民 Y所言院野2016年春节期间有八尧
九个返乡的农民工开始跟他耶抢地爷了遥耶抢地爷大战将每亩耕地的价格从 100元炒到了 200元尧
300元袁最高到了 500元遥 谁出的价格高袁农民就愿意把地租给谁种遥 冶[15]

如此袁野土地冶一瞬间就成了可以野拍卖冶的商品袁换句话说袁农村的野土地资源冶已经走到了
野商品化冶的程度遥 只不过依然是租为主袁有的地方土地流转袁更是用大户去承包袁而原先的土
地使用者是以土地入股后再分红遥

正是因为土地可以参与分红袁或者由大户来承包再进行资源分配袁还有劳动力的老龄化尧
城镇化的大趋势等原因袁导致部分农民愿意把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去袁而大户也乐意承包大片
田地来挣钱袁故而在返乡务农袁重操旧业的情况下袁又多了一种野抢地冶模式遥

虽然我们并未在全国各地开展土地交易模式的调查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袁除了以上
几个地区和省份以外袁河北尧山西也有类似的情况遥 在华北地区袁农民以往都因为没有多少土
地而选择出门打工袁甚至变卖自己的房产和土地袁然后进城遥 而今袁例如山西的 X村袁农民都不
太愿意出让房产和土地袁而选择留在农村生活袁尤其是年龄在 45-65岁之间的农民尤其之多袁
我们走访了三十多个村庄袁几乎都是如此遥 而我们问他们袁村庄的土地被承包的情况多不多
时袁他们的回答是不太多袁主要是因为土地的贫瘠所致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袁在华中地区袁土地
被承包的还是比较多袁返乡抢地既有农户自身袁也有大户遥

总而言之袁从 2006年农业税还未改革以前的大面积抛荒袁到近些年农民返乡后的野抢地冶袁
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另类场景遥 并且袁这样的情况袁在笔者看来袁依然
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尧土地交易的改变尧城镇化的发展袁农民生活观念和农地制度的野保障功能冶
在起作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开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袁尤其是要注意以上各种现象和背后原因遥 对
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农民而言袁城镇化并非是野赶上楼冶那么简单袁更是需要从实地调查去查看
农民究竟是怎么样想的遥野如今的激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袁虽然背后有一些 GDP等因素在推动官
员异化的升迁心态在作怪袁但是解决的办法往往不是用物质去引诱袁或者用其它的方式鼓励袁
而是应该顺其自然遥因为袁60年代尧70年代这批人袁如果想改变他们观念往往很难袁即便是他们
生活在城市里一段时间袁也很难去融入袁故而他们希望把野任务冶完成以后袁再回到农村遥 因此袁
这就需要从生命的周期去理解他们这批人袁即等其生命的消退或消失袁再来考虑土地的整合
问题袁而城镇化能吸纳多少袁则算多少遥 如果硬是要耶赶鸭子上架爷袁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政府
与农民之间的冲突遥 冶舆

四尧野返乡抢地冶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困境与战略调整

就新型城镇化的困境而言袁本文主要是针对野返乡抢地冶来进行论述袁而目前此种情况在
若干地区都有发生遥 面对返乡抢地袁新型城镇化面临着最大的难题遥 在本文看来袁并不仅仅是
土地交易的问题袁而是农民为何不愿意进城或留在城市的问题遥 这还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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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院
渊1冤不愿意被迫的去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没有技术遥 也就是说院一方面袁农民对在城市里

的生活袁有诸多不适应袁另外一方面袁他并没有什么特长袁没有技术袁在城市里如何生存钥
渊2冤农民是一种身份袁工人也是一种身份袁而农民工是禀赋这两种身份的主体遥 野进入城市

和社区,住上楼房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袁而有无工作,有无稳定的收入,有无文化和精神
享受,生活得有无尊严,才是他们是否幸福的衡量标准遥 冶余

渊3冤城市医疗和教育等资源袁农民是否可以同等享受钥他们的子女是否可以同等享受钥说到
底袁还是一个户籍问题遥 这些可谓是农民最担忧的问题之一袁恰好也是农民不愿意进城或者不
留在城镇里生活的重要原因遥而国家所提出的野新型城镇化冶中的野以人为本冶的人本主义战略袁
往往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渊例如农民所关心的住房保障尧医疗保障尧教育保障等冤袁很难全
面实践袁毕竟需要大量资金等遥

鉴于此袁如何提高城镇化率的首要考虑就是消除农民渊特别是农民工冤的担忧遥 笔者认
为袁可以从以下几个战略上进行院首先袁就城镇化战略而言袁野第一袁中心城市带动与辐射区域
发展理论袁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实践曰第二袁依据空间经济网络布局理论袁构建新型城镇化
的创新模式曰第三袁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重大区域经济发展命题袁应充分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
发展规律遥冶[15]其次袁准确把握城镇化的阶段性特点袁着力解决户籍制度袁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
分配平等袁尤其是采取工业反哺农业袁让农民有资本进城遥 再次袁培育城市袁培育城市群和产
业群袁让城市带动周边的农村发展袁从而把农民内卷到城市之中袁从而提高城镇化率遥 最后袁
加大宣传力度遥 不仅仅从资本和技术上要支持农民的进城开销袁更需要在心理上消除农民的
顾虑袁让他们转变观念遥

综上所述袁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发展城镇化袁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袁还
有对农民的保障服务遥所以袁从整体上来说袁第一袁消除他们的担忧是城镇化的必要条件曰第二袁
抢地之所以发生袁返乡之所以发生袁在于野乡土情节冶袁更在于他们的观念袁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他
们觉得乡村更富有人情味袁更有利于养老袁活得自在遥 第三袁在战略上袁除了要采取城市发展的
顶层设计以外袁还要根据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城镇化战略袁如前文提到的野小城镇战略冶遥 但凡
当地有这个条件袁就应该鼓励他们去试错尧去尝试和去实践袁这样摸索出经验袁再进行推广袁也
比较符合国家治理当中的现代化变革与导向的做法遥

五尧总结与反思

本文从农民野返乡抢地冶渊作为一种不进城的现象冤出发袁论述了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是当
前农民进行城镇化的主要两个障碍袁同时还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治理这两个问题的现状袁及其国
家对两种不同主张的态度遥 而后我们阐述了农民现在的担忧袁也提供了一些方法袁并且从三个
案例来分析当前农民不愿意进城或留在城市里生活的原因来反窥城镇化中的一些农民自身的

问题袁是有意义的遥 最后袁从战略的高度和具体的实践层面回应了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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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方向遥 冶[16]但是袁在进行新型城镇
化的推进过程中袁有的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将农民野赶上楼冶袁这不但不利于城镇
化的发展袁还可能增加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遥 过去袁他们之所以不愿意下楼袁主要原因在于
野怕没有技术冶等遥 而如今袁农民又主动地选择野下楼冶和野返乡抢地冶袁是因为利益之外的观念
和认知问题渊这一点袁过去的研究没有太在意冤遥 进一步说袁农民已经形成了他们的野路径依
赖冶和生活模式袁他们不愿意改变遥所以袁这可能是当前中国农村进行城镇化或就地城镇化的
另一种障碍遥

在本文看来袁需要进一步城镇化的群体不仅仅是野老农民冶袁还有农民工遥 所以有学者
说袁野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工取得城镇户籍袁它还要求其在政治权利尧劳动就业尧社会
保障尧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渊市民冤同等待遇袁并在思想观念尧社会认同尧生活方式
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遥 冶[17]由此袁就不会再出现野返乡抢地冶的现象而阻挡城镇化率被提高这
一难题遥

注释院
淤试错机制是萧功秦教授在归纳新权威主义时提出的该思潮的一个特点遥 同时袁也是 1978年改革

开放以后袁中国采取的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遥 采取这样的方法袁对于中国而言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好处
在于对野风险冶的控制遥 如果试错成功袁那么就可以推广袁反之袁则立即叫停遥

于对于城郊地区的发展及其问题袁 华东理工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的作品值得关注遥
他们通过调查尧分析袁得出了这个领域的治理方式袁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等人也有关注遥

盂王箐丰尧杜洋尧林致远尧周夷尧黄维尧董悦等人认为袁如今的土地所有制将面临以下几个问题院第一袁
集体所有权的性质难以界定袁成为中国内地农村改革过程中的一大难题遥 这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的流
转袁也限制了农村经济制度的活力袁成为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遥 第二袁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规
律袁叫野巴泽尔困境冶袁说的是袁如果没有清楚界定的产权袁人们必将争着攫取稀缺的资源遥 土地产权不清
晰袁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袁损害的不仅是农民的利益袁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遥 第三袁集
体所有权的存在袁使中国内地农村土地政策面临大量不能逾越的制度障碍遥 同时也导致了乡村治理结
构的紊乱和村集体的权责失衡遥 第四袁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不平权袁反映出宪法中征地体制的二律背反
问题袁也严重损害了失地农民的权益遥 第五袁集体所有制和永佃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遥 野永佃制冶的
基本要求是袁所有权人主体和永佃权主体都是清晰尧明确尧可界定的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不是一个
明确尧清晰的所有权人主体遥

榆创业还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袁例如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曳就强
调院野要抓好叶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渊2015原2017年冤曳的落实袁打造一批民族传
统产业创业示范基地尧一批县级互联网创业示范基地遥更多内容请见新华网袁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5-06/21/c_1115681937.htm袁2015-06-21遥 也可见叶2016年经济不景气袁农民工返乡创业趋势
增强曳一文袁该文介绍了山东青岛计划袁具体如下院到 2018年年底袁扶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1万人袁
组织创业培训 1万人袁培育 100名左右到农村创业的领军型创业者曰降低创业门槛袁为符合条件的返乡
创业农民工给予补贴并减免税费遥 原载 http://www.582808.com/news/1306.html袁2016-02-12遥

虞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袁30人及以上即为大样本遥
愚访谈时间院2016-04-01和 2016-04-2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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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请见拙作叶农民心态尧土地流转与野自然而然冶曳袁未刊稿遥
余网友野乌尔里希 anQP冶如此谈到袁访问时间院2016-04-2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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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Returning Home and Requiring Land:
The Pligh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ts Strategic Adjustment

LIU Chen
(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acao,

Macao 999078, China)
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new

urbanization rate mean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s for pragmatic farmers, urbanization is not as simple
as 野stepping up stairs冶. It is necessary to check what on earth the farmers are thinking abou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Through the survey of some rural regions of China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new urbanization is facing a major problem, i.e. farmers 野return home and require land冶. Its
reason lies in four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way of life,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the
life deman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irstly, their worries should be released, especially guranteeing their life
in city. Secondly, their concept of life needs to be changed through publicity. Thirdly, in addition to the top-
level design of city development, the urbanization measur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cannot be
stereotyped, for example, the situation in northwest and central China is very different. In a word, from the
external point of view, the emphasis on 野people-oriented冶 of new urbanization intends to construct the care for
people. As for the l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y, and identity, the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efforts should
be enhanced. From the interior point of view, farmers爷 life concept directly affects their desire of going to the
city. How to break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existing mode of life of farmers and focusing on publicity to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key to breakthrough the pligh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These
measures or strategies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prevent
野returning home冶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farmers; returning home and requiring land; migrant workers;Social security;
lif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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