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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在快速城镇化中，村民一
夜之间变成市民，但农民的思维方式、交际
圈子和谋生技能并未得到提升，还处在原来
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存在你认为是一种低
质量的城市化吗？如果是的话，郑州市委、
市政府如何加以解决？

吴天君：第一个看法，这个问题肯定是存
在的。不但在郑州市，在全国的城镇化建设中
来说也普遍存在。李克强副总理在今年9月召
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城镇化建设研讨班上提
出，不但要解决城乡二元的问题，也要解决城
市内部二元的问题。其中后者主要指的就是
城市棚户区居民生活和进城农民工融城问题。

第二个看法，解决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
题，作为政府的责任来说，首要的是为这些群
体提供基本的保证，同时要有目的地进行技
能培训，进行创业就业引导，开辟不同的就业
岗位，提供良好的创业平台。我可以给你这
样说，郑州市中心城区的市民，只要不挑拣，
在政府的帮助下，都能够保证找到就业岗位。

在这方面，从国家到地方也正在完善政
策，在今后不单单要安居，还要让群众乐业。
就是要加大对这些群众的技能培训，提高其
就业能力，实现选择性就业。这是我们今后
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很
快，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发展来解决。我们用
30 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走过的路
程。我们常讲“物质决定意识”。西方二百年
的历程，几代人的文化累积，推进人们精神意
识和社会文明程度逐步提升。这个过程是一
代一代人传承渐进的过程。而我们国家改革
开放仅 30年时间，从解决缺医少穿没住的温
饱问题，到现在走向小康，社会发展和群众生
活状况变化太快，而大家的思想意识与社会
的进步还没有同步，难免会出现认识上的差
距和各种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站在原先
的位置上看是错误的，放到现在，未必是错
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具有阶段性特
征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解决好农民进城
的问题，还要解决好融入的问题。在产业支
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文化活动、生活方式
等方面推进由乡到城的转变，最终实现居住

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
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郑东新区的开发
颇引外界关注，一改过去摊大饼式的传统模
式，或单纯以产业为主的开发建设模式，对郑
州的发展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郑东新区和
许多城市一样在建设过程中也经历了拆迁建
设，有2万座民房拆迁，郑东新区在城镇化过
程中如何兼顾群众的利益？

吴天君：维护群众的权益，我多次强调这
个问题。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
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思考问题，一定要对
一个地方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负责。但是维护
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不能损害少数人的合法权
益。即便少数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还要
求些额外权益，只要不影响全局，政府也应该
理解并给予解决。这是我们干任何工作的立
足点。在拆迁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政府主
导拆迁安置、市场化运作开发建设”，补偿标
准在政策范围内就高不就低，安置房建设标
准不低于商品房标准，土地收益全部归农民
集体所有，让每个农民都拥有一份能够祖祖
辈辈长期受益的财产性资产。同时，积极做
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和创业扶
持，确保群众住得比过去好、收入比过去高。

《中国经营报》：据了解，郑东新区中的龙
湖建设投资强度将达1000亿元左右，当前地
方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
难。在这1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压力下，郑州
市如何完成这一投资额度？随着龙湖的蓄
水，这一区域已经得到了溢价的回报，该区域
的地产价格也肯定会水涨船高，这样的开发
模式是否会出现城市建设的贵族化问题？郑
州保障房的建设又是什么情况？

吴天君：城市建设和发展有其自身规律，
产业层次不一样，人们的消费结构差异也很
大。作为政府，关键是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
位。政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基本的
社会保障，包括居住、医疗、教育、文化。但顺
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府还要营造适合不
同产业、不同消费群体的一个创业就业环境。

政府不仅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需
要，还要创造满足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不同消费
群体需求的环境。国内外发达城市在发展中，
都会有高端经济集聚区域，这也是发展的需要。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中
心城市现代化的同时，高度重视保障性住房
建设。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在河南省
是走在前列的。郑州市所有的商业开发房，
规定必须配建10%的保障性住房。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营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完善城乡
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
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你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吴天君：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这一论断抓
住了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要害，指明了
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好这一问题的方向
目标。学习领会贯彻这一要求，我认为关键
是围绕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
均衡配置，解决好以城带乡“谁去带”、“怎样
带”的问题，搞清楚新型工农关系是什么样
的关系、内涵是什么等问题。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里，最突出的还是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内生动力不足，而内
生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城乡二
元体制结构阻碍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
动，公共资源向农村配置；二是农村资源要
素的市场化程度太低。

河南省九次党代会确定了走不以牺牲
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
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的路子。这条路子着眼于三个作用
的发挥：一是着眼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
动作用，解决了以城带乡“谁去带”、“怎样带”
的问题。二是着眼于发挥县域城镇的承接承
载作用，解决了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问题。
依托县城、镇区布局产业集聚区和创业园，促
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有序流动，搭建起了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载体平台。三是着眼于
发挥新型农村社区的战略基点作用，解决了
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问题。以新型农村社区
为载体，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两不三新”的发展路子是以新型城镇
化为引领的。新型城镇化是着眼农村、从农
村切入的城镇化。通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作用、县域城镇承接承载作用、新型农村社
区战略基点作用的发挥，可以实现城市生产
要素向农村有序流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和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化，农民可以就近自
主创业就业、就地转换，可以拥有包括房屋
产权在内的自有资产；可以促进土地流转，
实现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有效
解决了以城带乡“谁去带”、“怎样带”，城乡
要素如何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怎样均衡配
置等问题，将极大地激活农村的发展活力，
拓宽城乡发展空间，是破解城乡二元、城市
内部二元“两个二元结构”和内需不足问题
的有效途径。

按照河南这条路子走下去，将会形成
“四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一是合理的城镇
体系。就是形成“中心城区—县城—产业集
聚区和镇区—新型农村社区”四个层级的城
镇体系。二是合理的产业布局。依托城镇
体系布局产业，形成中心城区发展高端制造
业和高端服务业、开发区和各个城市组团发
展先进制造业、县域以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资源型产业合理的产业布局。三是合
理的人口分布。在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产业
布局引导下，形成 70%~80%的人口居住在
县城和中心城区，20%~30%的人口居住在镇
区和新型农村社区。四是合理的就业结
构。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二、三
产业，即便是从事农业的将来也是农业产业
工人。通过“四个合理”，最终实现以新型农
村社区和城镇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的农民居
住环境的城市化、公共服务的城市化、就业
结构的城市化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构建起
一个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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