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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District economy

一、西咸新区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
战略的突破口

（一）西咸新区基本情况

《史记》曰：“长安，故咸阳也。” 随

着西咸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关中 - 天水

经济区的进一步实施，西咸新区作为国

家又一个重点开发区，于2011年 6月13

日上午，在西安和咸阳之间诞生。它的

诞生，经历了十余年之久，给西安与咸

阳两大古都的中间地带增添了繁荣发展

的机会。

西咸新区位于西安、咸阳两市主城

区之间。其规划总面积达882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涉及西安、咸阳两市的 7 个县

（区）、23个乡镇（街办） ，全区拥有总

人口90万左右 。新区内有渭河、泾河、

沣河三条主要河流，并且历史文化遗迹

丰富。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制约西咸

新区发展

2010 年西安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

140.06 亿元，工业生产总值1006.38亿

元 ；2011年1-6月西安市第一产业生产

总值为 6 6 . 2 4 亿元，工业生产总值为

532.57亿元。 从这两年的数据看，西安

市农业与工业总产值比例分别约为 1:7

与1:8，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工业的

进步性比较明显，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差

距还在持续。

西咸新区内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

距也比较明显。2011 上半年，陕西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西安市为

12839 元，同比增长 15.9%；咸阳市为

9494 元，同比增长 16.4%。西安市农民

人均现金收入 5126 元，增长26.7%；咸

阳市为3604元，增长25.9%。 两市农民

收入均大幅低于城镇市民收入，但农民

收入相对增长速度较快。由于城镇化进

程速度加快，陕西省2010年城镇化率达

4 5 . 7％。农村人口为常住人口的 5 4 .

3%，城镇的人口则占常住人口45.7％，

比 2000年的 32.26％上升了13.44个百

分点，尽管如此，此数据仍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3.98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表明，

在西咸新区内，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

出。

西咸新区属于大西安（包括西安市

及其所辖九区四县，以及咸阳市及其所

辖的两区一市十县）的一部分，我国有

学者对其进行研究：1980 年大西安的城

乡关系处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

1985 年-1990年城乡发展水平得分和协

调度指数都有较大的提高，城乡关系进

入了城乡互动起步阶段；到1995年，城

乡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发展进入

一体化发展的初步阶段；但 2 0 0 0 年之

后，却一直没有跨越前一阶段。 一般来

说，依据比较劳动生产率（一个部门产

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二元对比系数（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

发差系数（农业和工业产值比重与劳动

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平均值，反映的是

经济中两部门产值或收入转换与劳动力

转换之间的速度差异）来衡量二元经济

结构。

二、用城乡一体化打破二元经济结
构

（一）二元经济结构相关理论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从手工业

中分离出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也

开始真正形成。城市，它是物质高度涌

现的浓缩，是各种文化交错碰撞的汇

集，是人们追求个性的家园。城市是社

会进步与发展的产物，而乡村则是传统

农业的沃土。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产生

了二元经济结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最早

提出了城乡融合的一体化思想。

城市的形成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

关，美国学者阿瑟? 奥莎利文曾指出：

“不同经济活动的频繁接触是城市经济

的本质特征，而这只有在大量厂商和家

庭集中于相对较小的区域内才能发

生。⋯⋯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满足农业

生产过剩、城市生产及用于交换的运输

体系三个条件。” 农业在城市发展中必不

可少，就如阿瑟.奥莎利文所说，农业生

产过剩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条件。可城市

与乡村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二者逐渐的

分离，且由此孕育了二元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曾说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

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

这种对立的运动。”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

要表现为：以大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经

济，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经

济并存的结构。

（二）对西咸新区城乡一体化方式的探

索

针对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差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

确指出“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

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城乡一体化的界定，不是说要消灭

城市或者乡村，更不是说城市由于其生

产力水平高而单方面地 “救济”乡村，

它是一种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双向、

共赢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是指以城市为

中心、小城镇为纽带、乡村为基础，城

乡依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协调发

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刘易斯模式，是二元经济理论最著

名的模式。该模式认为应主要通过城市

的工业部门不断的积累资本和吸收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将二元经济一元

化。 然而这条模式在西咸新区的一体化

发展中并不适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 舒

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改造传

西咸新区城乡统筹发展

问题的思考

【文章摘要】

西咸新区的诞生，给西安国际化大

都市的建立无疑是增添了一笔浓墨。然

而，在成为中国第四个国家级新区的喜

悦下，新生的西咸新区才迈出了第一

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制约了西咸

新区的发展，统筹城乡刻不容缓。城镇

化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城乡优势互补，

有利于建立现代农业企业、解决农民工

问题，并缓解大城市的交通与住房问

题。西咸新区应选择城镇化的方式来实

现城乡一体化，并结合自身优势，以田

园新区的重要角色，展现西安国际化大

都市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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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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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农业》 一书中提出：“在传统农业里，

农民是企业家，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也论述了：“土地

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不参与一般平均利

润的分配，而是以平均利润为基础获得

垄断利润。”

三、城镇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
由之路

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以弗里德曼提

出的农业城镇发展模式为典型代表。他

主张在农村区级管理层次大力发展中心

城镇，分散大城市的规划与权力机构，

为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交流的空间，实

现城乡两大系统的有效融合。 要加快城

镇化进程，就必须统一进行资源、劳动

力配置，统一规划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

进程，加强市场建设与完善城镇基础设

施，最大限度地进行城乡优势互补。

（一）城镇化有利于建立现代农业

城镇化的现代农业主要以资本高投

入为基础，而在西咸新区中农村主要生

产方式还是以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为

主。这一方面，与市场的联系薄弱，信

息滞后化明显，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难以出售；另一方面，农村小农经济的

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低，很多家庭靠天

吃饭，产品技术含量也相对较低。这种

生产方式下农户收入很不稳定，许多农

民宁愿进城打工，也没有种地的积极

性。城镇化的现代农业要在西咸新区内

蓬勃发展，就必须改造传统的自给性农

业生产方式，使新区成为西安和咸阳的

原料产地和市场，“⋯⋯（让）农业成为

产业的一个部门，在这种城乡关系下，

乡村是开放的，不是自给性的，它与城

市形成产业分工，工业装备了农业，农

业成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 鉴于小

农经济的弊端，对西咸新区应该用合作

化组织来代替传统家庭经济组织，建立

现代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农

民参与学习现代农业科技，提高他们的

人力资本，增加新区内农产品的竞争

力。

（二）城镇化有利于解决农民工问题

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民工问题突

出，城乡差距明显。西安是中国西北地

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存在大量的流

动人口，城市压力和负担巨大。由于当

地农业存在没有建立起现代农业的劣

势，西咸新区内也有不少农民去西安打

工，农村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

人。

（三）城镇化可以缓解住房、交通等问题

城镇化的西咸新区可以在当地解决

就业，西咸新区规划中的建设将会提供

给当地农民诸多就业机会。而且，正在

发展中的西咸新区由于土地成本较低，

吸引力不少开发商及民营企业的投资

者。在这种情况下，西安、咸阳两地有

大量劳动者选择在西咸新区就业，还有

很多人选择了在这里创业。

西安作为中国的二线城市、陕西省

省会所在地、西北最重要的开放门户，

近两年的住房压力也相当大，商品房价

上涨很快。住在西安的民众都知道，西

安不少楼盘2011年房价突破8000元/平

方米，许多年轻人已经无力承担高额的

首付与房贷。然而在西咸新区内，位于

世纪大道的奥林匹克花园均价6000 元 /

平方米、加州壹号4980元/平方米 ⋯⋯

均低于西安城区内的楼盘价格。

2011 年 8 月《中国日报》记者随机

在西安、咸阳两市交谈的近30名受访者

中，有 60% 的民众表明有意在西咸新区

购置房产。 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咸新区房

价相对便宜，还有很大的升值环境；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环境宜居，随着地铁一

号线通车，交通便捷的优势也逐渐显

现。

（四）依据特有优势准确定位，打造大西

安的田园新区

1898 年，英国城市经济学家，霍华

德最早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其代表著

作《明日的田园之路》就提到“城市与

农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

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

建设西咸新区成为田园新区的准确

定位，是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战略迈进

的重要一步，也是关中 - 天水经济区腾

飞的又一个里程碑。因此，西咸新区的

建设，重点将在于将空气清新的田野与

高楼林立的城市相融合；提升农民素质

文化及技术技能与平等的就业机会相结

合；以城市的繁荣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

动取代以往二元经济结，以田园新区的

重要角色，展现在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

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