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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亟须“再城镇化” 

 

针对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农村流动人口，通过制度的进一

步改革和创新，赋予他们和市民同等的权利并构建更多的社

会交往平台和机会，使他们被城市和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

可，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城镇化质量，这是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更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当前，全国上下正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但许多农业转

移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城镇化，仅表现在

少数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了市民身份，并没有与城市实现真正

的社会融合，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既没有获得市民身

份又没有实现社会融合等。这就迫切需要加大“再城镇化”

力度。针对已经进入城镇的农村流动人口，通过制度的进一

步改革和创新，赋予他们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并构建更多的社

会交往平台和机会，使他们被城市和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

可，进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 

一、转移优质资源发展小城镇，建设以中大城市为核心

的城市群。 

这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也是我国城镇发展现状和区域

分工的实际需要，建设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镇发展、彼此交

往密切、生活水平差别不大的城市群，促进更多的农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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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中小城镇实现彻底的城镇化，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举措。这里需要关注两点：一是发展

中小城镇不是简单地侧重和偏废，它要和大城市做到统筹兼

顾地发展；二是中小城镇的发展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注意

自然条件，重视可行性研究。不能单纯通过政府行为强制将

多个行政村集中在一起，或通过整村拆迁，把分散或集中的

村庄安置到城镇小区，人为地建造城镇。 

二、保护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的财产权利，条件合适的

赋予城市户籍。 

长久以来，在农村的财产是农民世代维持生计的依靠。

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的这种实际情况，在取得市民权的过程

中，不同群体应区别对待。符合条件的农村流动人员，可在

保留农村现有财产基础上，赋予市民权；城中村村民可成为

集体企业改革制后的股东；已拿到全部征地款的失地农民，

政府增加保护，加大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助力度；对即将

征地的农民，改变过去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建立采

取项目培育、职业规划、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

进行就业、创业等，使人力资本提升和非农就业有序进行，

更好地向市民过渡。 

三、改造城中村的同时，解决好租住在那里的农村流动

人口的居住问题。 

农村流动人口大多选择居住在城中村，租金低、物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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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卫生要求低。但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改造后，村民

搬入新居，原来居住于此的农村流动人口，只好再寻找其他

住处。城市房价高，租金也高，除了原住在工厂集体宿舍的

小部分，大量人员面临租住较远的城郊或在城市高密度群

租，这将加大城市交通压力，同时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农村

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将导致一部分人返回农村

或流向仍有大量城中村和居住成本较低的其他城市，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因此，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

应加大廉租房、福利房的建设，让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到城市

住房保障权利。 

四、破除制度障碍，均衡配置公共资源。 

农业人口转移是由迁入和迁出地差别引起的，这些差别

表现在收入、职业、生活条件、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社

会环境等方面。充分发挥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拉动

作用，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制度障碍，提供平等的公

共服务，使资源得到有效均衡的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要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

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等，这些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制度突破，对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推进

城镇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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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社区、学校和社会组织为平台，提升农业转移人

口社会融合水平。 

研究发现，社区、学校和社会组织是最有可能成为农业

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正常交往的平台。第一，如果城镇社区

把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工作业服务对象，让他们参与到社区管

理当中，就能增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也有利于他们与城镇

居民进行互动和交往，增进他们之间的理解；第二，随着城

市公办学校让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学，学校就可以组

织家长与城镇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和交流；第三，城镇应该发

展和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去为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交往

和交流构建各种机制，这也是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通

过多渠道、多平台的发展和努力，使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

民之间增进交往、消解隔阂、促进相互认可，从而推动我国

城镇化的顺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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