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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集镇拳展与农村经济的繁荣

一黄土高原酋部地区农村集镇发展综合考察

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考察队乡镇组
“ ’

摘 要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集镇建 没相 互促进
,

相互制约
。

这种同步性使集钉̀在黄土 高原西部 地

仄农村商 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
。

研究表明
,

今后集镇建设的方向是创建 高 艇 次的

,
卜合集镇

,

形成区域性的集锁经济 网络
。

关健词
:

商品经济 ; 乡镇企业 ; 集镇 ; 黄土 高原 西部地 区

引

集镇的形成 与繁盛是社会进步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它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纽

带
,

是乡镇企业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
,

是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的集散地
,

是 农村集市贸易

的主要场所
·

集镇又是农村玫治
、

经济
、

文化
、

科技
、

信息的中心
,

它与周围的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

建设和发展集镇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
。 . 、

集镇的崛起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的形成
。

集镇的感长过程
,

实际上是农

讨生产力要索在地域空间上重新组合与聚集的过程
,

它强烈冲击着农村搞农业
,

城市搞工业

的传统
“
一二元经济结构

” ,

它以其独立的社会实体把城市与乡村
、

工业与农业紧密地联成一

体
。

因此
,

集镇建设与发展的研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道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包括
:
宁夏南部山区八个县

“ ’ ,

甘肃省兰州
、

白银
、

临夏
、

定西
、

天

水
、

平凉
、

庆阳七个地州市
,

以及青海的海东地 区和西宁市
。

19 8 5年该区集镇 969 个
,

其中

县
、

市城镇 71 个
,

乡政府所在集镇 84 1个
,

其它集镇 57 个
,

每万平方公里有集镇 5 6 个
,

集 镇

的辐射半径为 7
.

4公里
。

通过对黄土高原西部地区集镇建设与发展的综合考察发现
,

近年来该区集镇经济的发展

是在开放搞活的政策环境下
,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而取得的
。

深入研究商品经济与集镇发展的

关系
,
对于发展该区商品经济和集镇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

本文于 1 9 87年 4 月 20 日收到
。

D 由西北农业大学马鸿运
、

陈彤执笔
。

参加考察 的还有王宽让
、

王创练
、

张明海
、

曹光卓
、

姚玉龙
、

王占福
、

罗 成汉
、

窦中玉 .

2) 这个调查不包括宁夏北部地 区的集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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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集 认仆为商品供应
、

贮 议
、

俏告以 获全斌;
、

: 口
、

的 沈地 或汤所 商 ,叮,

怪行发从 于攫戈谊建 没址

1司步进行的
,

一

二者相互促进
、

相 砚制约
。

近年米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黄土高原西部地 区集 市贸易和商品流通出现 丁 繁 荣 局

面
,

这是该区集镇发展 的重要标志
。

除了国营商业流通渠道外
,

农村集市贸易对集镇建设和

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特别是十
一

届三 中全会后
,

随着各项农村经济政策

的 落实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

集市贸易成交额逐年增长
.

宁夏南部山 区集市贸易年 成 交 额
,

1 9 8 5年比 1 9 78 年增长了 15 倍
,

比 1 9 80 年增长 2
。

4倍
,

比 1 9 8 4年增长 42
`

6%
。 一

.

军裂浦芯

集镇数量的增加
、

上集人数的增多和个体工商户的增长都是该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

志
。

甘肃省属于黄上高原地区的集镇占全省集镇总数的5 8肠
,

县级以下集镇数为全省县级以

下集镇数的 5 7
.

3 肠
。

1 9 8 5年比 1 9 8。年集镇数增加 281 个
。

由于上市人数的增长使有些 集 镇将

三天集改为两天集
,

一般集市的赶集人数在 5 0 0。人左右
,

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一般情况下赶

集人数可达 4 万人
。

该 区专业市场的形成标志着商品经济迸入新的发展阶段
。

比 如
,

天水市
一

甘谷县成毛衣加

工销售集 市
,

张家川皮毛加工集散集市
,

秦安小商品和编织集市
,

北道 仄贸易中心集市等
,

汽
r

二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集散
一

市场
。

据统计
,

_
_

L述四个专业 市场交易人数约 10 万
.

人
, , 9 8 5年成

交额达 5 7 1 3万元
,

为国家提供税金 90 万元
口

值得注意的是
,

城郊商品经济发展直接决定 了城郊集镇成为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最为繁悦

的 区域
。

由于区位因索的影响
,

城郊集镇具有人才
、

资金
、

技术
、

信息
、

交通
、

市 场 等 优

势
,

它既有利于吸收城市的先进技术
,

防止城市人
,

口 的恶性膨胀
,

又能够吸引乡村人口向城

郊集中
,
促进城郊工业化的实现

,

随着城郊商
.兄

:

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繁荣
,

黄土高原地区的 l
一

泛

郊集镇将会有效地吸收城市经济渗透
一

与扩散的能准
,

成为实现乡村人 i飞城镇化的先导地区
。

总之
,

商品经济发展和集镇繁荣的同步性
,

给我们揭示出经济增长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

出现与劳动力向集镇集中和向非农产业转移不可抗拒的趋势
。

正是这两种力量在平衡与不平

衡的矛盾运动中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乡千.J’ 城市化的逐步实现
。

这样
,

正确
一

认识集镇在贫

土高原地区繁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便成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的任务
。

3 集镇建 设在繁荣农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和作川

3
.

飞 集镇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

又是其必要条件

从历史发展看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人们有了多余产品
,

便产生交换
。

我国
一

占代
`

旧 中为

市
”

的商品交换
,

是不发达的集市贸易
。

人类社会的进步使得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 日 趋发

达
,

集镇才逐步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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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甘
、

_

上产的发足 i秀发了
.

交通运输
、

产品的贮藏加
一

工
,

即产前
、

产中
、

产后服务的各项华础设

旅的兴 退
。

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制约着集 镇建设的速 度和规模
。

可见
,

商品生产的 发 展 规
·
,

要 长有与之 朋应应的
一

人 八
r

肠旅设施的规成
。

另一方面
,

集慎和集市贸易的发展
,

使信 以

米陈厄 为: ” 泛孔}迅速
,

从而产生一种反移
、机制

,

使集镇经济结构向合理化方向演进与调整
。

从动态的角度 爹察
,

黄主
;荀该西部地协

.

集镇经济结构的调整
,

卜巧市场信息
、

集市贸易
、

莱镇

的忿及速皮和规模
一

部有很大的关系
。

可以这洋说
. ,

集镇连设和发展既是黄上高原地区 农村经

济父展的必然结果
,

又是衣石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5
.

2 集健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基地

乡 镇企业的发展都要有尸定的场所
,

产供销渠道
,

以及资源
、

资金
、

技术
、

人才
、

管理

斗
。

集镇是这些单位赖以发展的依托
。

通过集镇 及 其 商 品经济网络
,

把各个部门
、

各个生

产呈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劝紧密地联结起米
,

使其协调有序地发展
。

集镇繁荣强有 力 地 催

化
、

启动
、

和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 …

一

`。 8 5年
,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乡镇企业
,

从业人员占该区农杖劳动力的
9

.

“ 5 肠
,

总 产 值

(按 1 9 8 0年不变价格计算 ) 占该 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25 肠
,

总收入 14 0 9 5 8万元
,

上交国家税

金 5 03 4万元
,

总盈
i

利 1 5 4 0 5万元
。

这些乡镇企业约有 6 。肠集中在 集 镇
。

一般 来 说
,

乡镇企

业的发展与集镇建设是互为前提
、

互相制约的
。

集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导源于乡镇企业的发展

牡大
,

集镇建设又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

5 吸收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
,

防止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随着农村经济碑革的深入
,

·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对策的研究就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间题
。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到城市还 是

到集镇
,

这是农民的选择
。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

走发展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并非是唯一正确 的

选择
。

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在发展城市的同时
,

大力发展集镇
。

】

实际调查绮果幸吸
,

、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度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呈现相关关系
,

.

乡滇企业发达的区域 、 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大
; 乡镇企业办得少的区域

,

剩余劳动力转移量
,

,
.

卜 ’

少
,

速度慢
。

、 一

集镇的发展为农民不进城
,

亦商亦农
,

亦工亦农
,

开辟了一条新门路
。

在现阶段
,

集镇

成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却力转移的 主要落脚点或主要吸收器
· ` 9“ 4年

,

甘肃省黄土高原地区有

集市 8 7 2个
,

其中万人以上集市 1如个
,

占总数的 16
.

6帕
,

每天儿十万 以至上百万农民进集镇

赶集
。

集镇 己经成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生长点
。

弓
。

4 集镀既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基地
,

又是教育科技信息的中心

集镇内设有乡 (镇 ) 党政机关
、

中学和小学
,

有些集镇还建有中等专业学校
,

多数集镇

建立了广播站
、

文化站和科学技术协会
,

传授科学知识
,

培训农民技术员
。

这在科技文化落

后
、

人才缺乏的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

对提高当地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有着特 殊 的 意
_

义
。 , `

俏息闭塞导致了该区商品经济的缓慢滞后发属
,

.

及时
,

准确地掌握和利用各种信息
,

是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
,

是农良进行经营决策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
。

集镇就是信息传递的

,’ l 卜继站
” ,

通过
“

中继站
” ,

就会有效地把劳动者
、

生产企业市场租外部紧密 地 联 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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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形成新型的信息佑递反性 机制
,

这样
,

集镇就实现了它对农利商品经济发展的组织
、

协

调
、

愁注务等功能
。

3
. ’。
集镬建设为更好娥发拉当地资源优爹创选篆转

黄」:高原 西部地区有平 富的生物
、

水力
、

土地
、

扩厂和
、

力获渝
。

悄助于井钟
, 几

牛些资

痴派 ;为专业集散品
,

如皮毛
、

牲长;
、

药材
、

土豆
、

木材
、

万广等
;
有些资布放址无工成初级

产加
,

如农副产品
、

药材
、

地毯等
,

流向城市和全国各地
。

集镇不仅吸引本地区的人才
’ 、 一

队术和资金等生产要东
,

而且也吸引着外地的办
.

才
、

主芝术

和资金
。

一旦这些生产要系与本地资源结合起来
,

就会形成新的生产力
,

促使该 区资褥开发

利形向升放型
、

商品型和系列化方向发展
。

4 黄上高原西部地区集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总体上看
,

黄土高原西部地认 的集镇基本上还是自然形成的格局
。

这种格局的主要特征

是
:

( 1 ) 集镇琴础设施差
。

没有完善的道路网
,

建设布局比较零散
,

供排水设施缺乏
,

所

有这些严重地影响集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

( 2 ) 集镇非农业人口 比重小
。

根据甘肃
、

青海两省黄土高原地区 1 98 5年统计资料
,

集

镇总人日 为 13 9
.

7 1万人
,

平均每集镇有人 口 18 5 0人 ,
其中马卜农业人口为 3 5

.

24 万人
,

平 均 每

集镇拐 7人
,

集镇非农业人口 ,「了集镇总人 l乌的 2 5
.

22 %
。

( 3 ) 集镇占地不均衡
。

据统计
, 1 9 8 5年甘肃

、

青海两省黄土高原地 区了5 5个集 镇 占用

土地 3 。
、

卿万亩
,

平均每个集镇占地 4 10 亩
,

而宁南山区每集镇占地 4 80 亩
。

( 4 ) 集镇建设资金缺乏
。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属于我国贫困地区之一
,

经济落后
,

人均

收入水平低
,

人民生活贫困
,

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拨款
。

从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向看
,

主要用于解决该区农民的生活救济
,

近年来有重视生产性投资的趋向
,

但用于集镇建设方面

的资金就更为有限了
。

根据存在的上述间题或制约因素
,

所采取的对策应该是
:

第一
,

开辟多种渠道筹集集镇建设资金
。

资金问领是加快集镇建设的关键所在
。

目前
,

完全靠国家投资不现实
,

要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又
一

{
;

的基础上
。

在争取国家投资和贷款的

同时
,

要有计划地将集镇的市场管理费
、

服务费收入
,

乡镇企业的利润留成
,

引进的资金
,

群众集资和联 合投资等用于集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

使生产
、

建设
、

环境同步发展
。

第二
,

强化和发展非农产业
。

非农产业是集镇商品经济的主 导
,

非农产业发展势必引起
`
叼

非农业人口 的增加
。

非农产业的发展方向应是
,

充分利用农林牧产品资源
,

重点发展食品工

业
、

饲料工业和轻纺工业
,

逐步形成系列化的具有 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骨干工业产品
;
努

力发展 以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劳务输出 ; 发展 以能源工业和水泥
、

大理石
、

砖瓦等为主的

建材工业 ,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
、

商业
、 .

饮食业和服务业
。

第三
,

节约集镇占地
。

集镇建设要有合理的建筑密度
,

尽早尽快地落实集镇建设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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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乱建乱占现象
,

作到合理规划
。

第四
,

加强集镇的对外开放
。

积极引导集镇与城市的横 向经济联合
,

充分吸引城市先进

的技术
、

人才
、

信息
、

资金等生产要素
,

以便形成集镇对内
、

对外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
。

第五
,

鼓励农民进镇务工
、

经商
、

办服务业
。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
,

农民进镇受制于传

统的粮食供应和户籍管理制度
,

尽管政策允许务 〔
、

经商
、

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 口粮到集镇

落户
,

然而效呆不显著
。

对进镇农民在生产经营
、

根食及其它物资供应
、

生活福利
、 一

子女升

学
、

政治待遇等方面应一视同仁
,

提供方便
。

并需解决好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
。

5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集镇发展的趋势

集镇是在乡村的基础上
,

随着人 日的聚集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

为了预测集镇

的未来发展方向
,

我们全面考虑人口
、

收入水平
、

行政因素和黄土高原地区集镇现 状 和 特

点
,

将该区集镇分成以下儿类
:

一是中心村集市
。

它是指没有党政机构
,

儿乎没有非农业人口
,

而以较大村落为中心所形

成的农副产品贸易与交换中心
。

这是集镇发展过程中最低最原始的一种形式
,

甘肃黄土高原

地区这类集镇占该区集镇总数的 7
.

71 %
。

二是一般集镇
。

一般为乡政府所在地所形成的集镇
。

在这类集镇上
,

一般设有党政领
一

导

机构
,

有乡村企业
、

供销社
、

信用社
、

收购站
、

供电站
、

文化站
、

汽车站
、

邮电所
、

卫生院

等单位
,

它是乡范围内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中心
。

这类集镇目前占甘肃省黄土高原地区集镇总

数的 8 0
.

14 肠
,

是农村集镇的主要形式
。

三是中心集镇
。

它是某一区域内政治
、

经济
、

文化比较发达或已成为该地区 中 心 的集

镇
,

一般是乡政府
、

县政府所在地或建制镇
。

由于其地理位置适中
,

历史较为悠久
,

交通方

便
,

它所联系区域远远超出了一个乡的管辖范围
,

因而 自然形成了若干个乡或全县范围的经

济中心
。

这类集镇占甘肃黄土高原地区集镇总数的 1 2
.

15 肠
。

按照中心集镇经济功能的差别
,

还可以把中心集镇分为三级
:

第一级是 以农副 产 品 加

工
、

贸易为主
,

商业
、

饮食业
、

服务业繁荣后形成的农村型集镇
。

第二级是具有雄厚工业基
~ 如铸舀口

础
、

农副产品贸易相当繁荣的综合性的工业集镇
。

第三级就是县城
。

这类中心集镇占甘肃黄

上高原地区集镇总数的 5
.

86 肠
。

从集镇层次上和级别上看
,

今后集镇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一定区域内形成若干具有

多种经济功能的中心集镇
,

包括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农村集镇和以轻工业为基础的综合

性工业集镇
。

以中心集镇为重点
,

一般集镇和中心村集市为依托
,

形成区域性 的集镇经济网

络
。

中心集镇的出现是自然的
,

客观存在的
。

建设和发展中心集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
。

随着区域性农村经济的发展
,

农村向集镇所提供的剩余农副产品数量的增多
,

乡镇企业

不断发展
,

会增加集镇不断同外界的物资
、

信息
、

技术等方面的交流
,

其商品成交种类也 日

益增多
,

数量增加
,

规模日益扩大
。

而
.

且
,

随着集市贸易的繁荣
,

集镇就会不断吸收当地农

民进城务工经商
,

从事各种物资
、

信息女流
,

也会喷引外地客商远道而来
,

.

从而会使集镇人



第 州红 l中国科学 院黄土高原考察队乡镇组
:

浅论集镇发展与农村经济的繁荣

「 1
、

离上不离乡的进镇人 口
、

外地流动人 日增多
。

人 日 的聚集和剩余劳动力找到新的门路反

过 权义会促进集镇各业的发展
,

尤共是商业
、

饮食业
、

服务业的繁荣
。

发展 中心集镇

—
一般集镇

—
中心村集

一

市的网络经济联系是集钊几经济本身发展的 公然

纭果
。

在我们侧 介
_

过程中
,

黄污采娜了地比加
、
郊集镇人日一般高于农月给 镇声

,

口
。

这一方 曰说

叻 了城郊集镇人日密度较高
,

但
.

更重要的是说明了随着经挤的发展
,

集镇有集 中的趋势
,

其

发展方向是不在数量的增多
,

而在集镇规模的扩大
,

从而形成中心集镇
。

随着城
!
i了化不 度的

提高
,

农村集镇人日 呈上升趋势
,

并且人口 逐渐 由一般集锁向中心集镇的集中过渡
。

兰州市

和天水市是甘肃黄土高原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
, ;

1 9 8 5年
,

兰州市平均每个农村集镇约有

人 口 7
。

67 万人
,

天水市为 3
.

99 万人
?
定西为 1

.

19 万人
,

平凉地 区为 1
。

8万 人
,

庆 阳 地 区 为

l
。

19 万人
,

临夏州为 1
.

62 万人
。

因此
,

今后集镇发展和建设的重点
,

不仅仅是发 展 集 镇数

才,全
,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区域性的中心集镇
。

根据 甘肃黄土高原地区部分中心集镇的不完全统计
,

平均每个 中心集镇有人 IJ 2
.

20 万人
,

其中非农业人 [j 9 4 3 8 万人
,
占总人数的拐

.

08 肠
。

并且随着 中心集镇规模的扩
`

大
,

非 农 业人

日 占总人 日 比例逐渐
_

仁升
,

由一万人以
一

下的 3 0
.

52 %上升到了万人以上的 5 7
.

6了%
。

从不 同规

模的中心集镇的结构看
,

一万人以下的中心集镇占 10
.

26 %
, 1

.

0一 2
.

。 万 人 中 心 集 镇 占

3 3
.

3 3汤
,

2
.

。一 3
。

0万人的中心集镇 占 3 8
.

46 肠
,

3 万人 以
_

上的中心集镇占1 7
.

95 %
,

现 有 中

心集镇的人 口有 7 1
.

79 肠分布在 1
.

。一 3
.

0万人的中心集镇组 中
。

因此今后集镇建设和 发 展中

心集镇
,

从人口数量上讲
,

中心集镇要有一定的人 口聚集
,

如果没有一定的人 口 聚 集
,

那

么
,

集镇就很难发挥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根据我们调查
,

一

甘肃黄土高原地区每县平均农村集镇 16 个
,

一般在 12 一 21 个之间 (不包

括兰州市 )
。

综合考虑人口 分布及密度
、

土地面积
、

收入水平
、

地理位置
、

区域布 局 等 因

索
,

我们认为
,

每个县建立 3 一 5 个中心集镇
,

平均每 4 个一般集镇中有一个中心集镇
,

每

个中心集镇拥有区域性农村人 口 7 万人左右为宜
。

综上所述
,

建设和发展中心集镇
,

建立中心集镇—
一般集镇— 中心村集市的集镇经

济网络
,

是黄土高原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今后集镇建设的重点
,

不仅要发展集镇

的数量
,

而且
,

更重要的是建立 区域性以乡镇工业为主体
,

以工农业产品 贸 易
、

商 业
、

服

务业
、

饮食业为依托的综合性 中心集镇
,

通过中心集镇的建设
,

带动整个农村商品经济的发

展
,

使集 镇真正发挥其农村与城市
、

交换与生产联万的纽带作用
,

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繁荣

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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