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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
中国乡镇实践与发展路径探析

张学良,潘　 婷
(上海财经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乡镇作为中国城镇体系中

最基本的地域综合体,其发展逐渐以满足人民生活为立足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开了深刻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全面推进中国乡镇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全力推进乡镇的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必须认清中国乡镇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地位,深入分析中国乡镇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

征和现实基础,以探寻乡镇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基于此,文章提出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组成,乡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

略引擎。 进一步,文章从乡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出发,论述了乡镇在经济活动发展区、人口流动集

聚区、历史文化传承区和宜居生活典范区建设上具有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发展上,近代以来乡镇经济活

动功能已初具雏形,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乡镇承担更多的经济活动;在人

口流动上,城—镇—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随着乡村振兴和镇的发展,乡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不断增强,乡镇的人口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在历史文化上,名镇、名村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
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体现出乡镇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特色景观的营造;在宜

居生活上,建设美丽宜居乡镇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在产业体系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配套、生态环境治理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针对中国乡镇发展的现实基础,文章提出推动中国

乡镇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举措。 在坚持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要从“四高理念”出发做实

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以促进经济要素活力,助力高质量发

展;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生活;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能治理,以期为全面提升中

国乡镇现代化发展质量、制定精准的乡镇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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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自新中国

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成果,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所取

得的创新性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是新时代背景下中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目标。 乡镇是我国城镇体系中最基本的地域综合体,是经济、
社会、文化等活动的最早发生地,在我国城乡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 。 乡镇强则县域强,县
域强则市域强。 现实中,乡镇既承担着经济发展的基础重任,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一环,
它的发展不仅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农村的进步,关乎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强盛,
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在乡镇层面具有深刻的实践。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取

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广大农村农民结下了革命情谊,这为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2] 。
1958 年我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其数量在短短七年内由 23

 

630 个增长至 80
 

956 个,这是以工业

为指导、农业为基础进而加快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经济基础。 随着以后十多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人民公社”的数量于 1978 年减少至 52

 

781 个。 1983 年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

社”改为“乡镇” ①,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积累推动着乡镇的发展。 1984 年乡镇总数为 92
 

476 个,
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逐步撤乡并镇,乡镇总数逐年减少,同时,乡镇发展的质量也在不断提

升。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发展,上海的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向苏南乡镇地

区转移扩散,带动了一批批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城乡之间的人口和技术流动使乡镇发展的内涵和

外延得以丰富。 2001 年,镇的数量首次超过乡的数量,镇占比由 1984 年的 7. 77%上升至 51. 3%,乡
占比由 92. 23%下降至 48. 7%。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时提出,要把

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 可以看出地区的发展逐渐

从县域下沉到乡镇。 2019 年,仅仅位列全国百强镇第 17 位的浙江省温州市龙港由镇改市,这不仅

是行政级别的提升,更意味着从“乡镇”到“城市”的跨越,标志着乡镇的重要地位推动城市格局的大

变迁,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不断调整行政区划结构,简化繁琐的

行政结构,优化行政区乡镇数量,乡镇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镇的数量占比逐渐上升,乡的数量占

比逐年下降。 历经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浪潮,镇的数量得以保持长期稳定。 至 2021
年,镇数量达到 21

 

322 个,占乡镇级行政区划比例为 55. 3%,乡数量为 8
 

309 个,街道数量为 8
 

925
个(见图 1、图 2)。 乡镇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迁体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镇的使命与担当。

新时代,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抉择,城镇化是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乡镇发展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乡镇又是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载

体,是城镇化建设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现阶段乡镇的发展,相比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和

意义。 因此,本文立足于乡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论述乡镇在未来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其在经济

活动发展、人口流动集聚、历史文化传承和宜居生活典范方面的优势和基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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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乡镇发展的实践和路径,以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为抓手,促进中

国乡镇的现代化发展,打造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乡村振兴样板和示范,在小尺度和更加精准的

区域范围内做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文章。

图 1　 中国 1984—2021 年乡镇个数变化

图 2　 中国 1984—2021 年乡镇个数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

一、新时代中国乡镇发展的重要性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镇发展问题,在调研中曾

提到,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这意味着在理顺城市发展的同时,也要顺好乡镇

的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全面推进中国乡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认清中

国乡镇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基于此,本文从新时代乡镇发展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出发,提出乡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设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以及实现乡村振

兴方面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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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组成

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仅仅是城市的现代化,也要体现乡镇的现代化,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基础组成部分。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需要不断地同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

息化,城镇化也逐渐转化为城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3] 。 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现实形

势下,乡村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发展,城镇发展可以带动乡村建设。 但是乡村并非完全服务于城镇,
乡村振兴已成当务之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着眼于增强应对国际风云变

幻的底气,守住国际安全的底线。 因此,乡镇的现代化是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结合,也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进程中,城市—乡镇—农村构成了我国内循环经济发展圈。 乡镇作为经济发展圈的重要一

环,一头连结城市,一头连接农村,在经济发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成为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

网络节点。 一方面,城乡经济循环是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4] ,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

例关系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大部分乡镇承担着最基础的农业功能,关系着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使命。 在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中,乡镇相比于城市,区域空间较为辽

阔,人口规模较大,自然景观较多,产业类型复杂,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能、消费活力和产业动能,在
实现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二)乡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城镇化过程是一个人口、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的多维综合过程[5] 。 中国的新型城

镇化不仅仅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城镇化,也是中国乡镇的城镇化。 乡镇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

后备力量,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中国城镇化的工作,对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不断作出规划引领要求。 2014 年我国开始实施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推动小城镇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结合、与特色产业相结合、与服务

“三农”相结合。 此外,我国逐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发展特色小镇;同时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

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激发经济发达镇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随着

我国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城镇化的建设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我国始终强调城镇化建设要“以人

为核心”,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到“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城镇

化的空间形态不断作出调整和优化。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

的都市圈建设被认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而都市圈则是城市群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

段[6]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建设的空间形态需要更加精准和细化,需要进入优化

创新发展和提升质量的新时期,乡镇是此进程中不可轻视的重要一环,更是不可分割的重要载体。
在靠近中心城市的乡镇,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的乡镇,其城镇化水平相对于远离中心城市和非城

市群、都市圈内的乡镇的城镇化水平要高,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地理资源禀赋,能够借用中

心城市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资源获得发展,以此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三)乡镇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一直重视的问题。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强调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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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对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其中提到
 

“完善小城镇联结城乡的功能,探索创新美丽乡村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模式,盘活用好乡村资源资产”。 2022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

任务》的通知,提到要持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形

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由此可以看到,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过程中,乡镇作为城镇化的空间形态之一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方面,乡镇,
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乡镇,为农村腹地提供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7] ,既吸纳农村人口到

镇区就业和生活,也允许城镇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去农村落户(这在交通、通信发达,人口老龄化和农

村生态化条件下更是如此),从而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避免农村贫困、空心化等“农村病”;另
一方面,有些发展较好的乡镇通过建立产业园区承接大中小城市的产业疏解和消费升级,通过借用

规模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一些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 乡镇作为城市和农村的

过渡,在很多设施和项目的建设上也是一种过渡,是融合发展的桥梁[8] 。 通过产业创新、交通设施、
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展,重点镇、特大镇和特色镇的建设已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

(四)乡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引擎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于农村。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9] 。 2021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要“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加快小城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小城镇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此外还要积极

推进扩权强镇,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镇。 可见乡镇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引擎

地位。 在乡村振兴的推进过程中,我国坚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不
断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

村覆盖,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形成城乡互动、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在乡村振兴的推进中,不可忽视乡镇的作

用。 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模小、碎片化,乡镇在乡村振兴中肩负着提供全面、优质公共

产品的功能,乡镇政府在充分了解农村居民的需求,更加熟悉农村的现实情况下,能够更加有效地

执行乡村振兴战略,这对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保障居民生活等至关重要。

二、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为全力推进乡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深入分析中国乡镇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

征和现实基础,探寻乡镇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因此本文立足于乡镇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条件,
从经济活动的发展区、人口流动的集聚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区和宜居生活的典范区等方面,深入论

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坚实基础。
(一)经济活动的发展区

近代以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乡村集市逐渐成熟,乡镇的经济活动功能就已初具雏形。 19 世

纪时期,由于商品交易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一般会在邻近区域设立集中交易的市场;有些规模较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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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其商业发展程度等同于一般小城镇。 有些村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以及商品资源的

丰富性,成为人口和商品集聚的贸易中心。 如当时广东省的狮山镇、江西省的景德镇,其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形成了专业化的市场分工和完善的市场交易[10] 。

 

20 世纪 80 年代的江南地区,这种现象

更是普遍。 一些以工商活动为主要功能的乡镇,商业覆盖范围广,彼此之间经济联系密切,这里宜

居宜业,成为农村的经济活动中心[11] 。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促使乡镇经济蓬勃发展。 1949 年前,我国工业落后,广大农村

只有铁、木、泥、石、篾“五匠”以及磨、粉、油、豆腐“四坊”等手工业,工业领域基本一片空白。 新中国

成立初期,我国开展乡村基层体制改革,经过乡与行政村并存、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的改革,直到 1958
年以后才开始兴办一些企业,但中国乡镇的发展经历了相对动荡和艰难的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在此

后的十余年内也没有发展起来。 进入 20 世纪 70、80 年代,乡镇企业才在一些地方逐渐发展起来。
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队企

业要有一个大发展”,从而正式确定了乡镇企业(1984 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作用。 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2] 。 1978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仅为 493. 07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30%,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乡镇企业个数

由 1978 年的 152. 43 万个增加至 1987 年的 1
 

750. 25 万个,从业人员数由 2
 

826. 56 万人增加至

8
 

805. 18 万人,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保持在 25%以上;2012 年,乡镇企业个

数总计达到 3
 

204. 4 万个,从业人员数高达 16
 

642. 5 万人,总产值突破 666
 

047. 1 亿元。 江苏省是乡

镇企业的发祥地之一,其乡镇企业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63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9
 

510. 2 亿元;在全

省工业总产值中,乡镇工业总产值为 8
 

449. 5 亿元,占比 64. 1%
 

,近
 

“三分天下有其二”
 

②。 乡镇企

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迅速崛起到 90 年代的跳跃式发展,不仅带动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扭转了农村

传统经济结构,打破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经济格局,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吸引人口集聚,成为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
推进了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③。 见表

1 所示。
随着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乡镇所承担的经济活动也与日俱增,在县域

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2020 年江苏昆山玉山镇在全国乡镇中排名第

一,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100 亿元,如果将它和所有县(不含县级市)相比较,其预算收入可进

入前三行列;如果将所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前 1
 

000 的乡镇(见图 3)和所有县相比较,这 1
 

000
个乡镇的预算收入将超过 19%的县,排名前 500 的乡镇超过了 38. 88%的县。 由此可见,有些经济

发达乡镇的经济发展程度可与县市相提并论,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上颇有贡献。 那些承担着大量

经济活动的乡镇,其乡镇部分甚至是全部被设置为开发区,获得了国家、省级等各种优惠政策的扶

持,实行了“镇区合一”的发展政策,进而在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农业或者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逐渐

成为集“生活、生产、生态”于一体的空间区域。

6

②
③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经济 50 年》(1949—1999)。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的光辉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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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镇企业发展情况

年份 企业个数(万个) 年末人数(万人) 总产值(亿元)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8 152. 43 2
 

826. 56 493. 07 30. 39

1979 148. 04 2
 

909. 34 548. 41 32. 31

1980 142. 47 2
 

999. 68 656. 90 31. 69

1981 133. 76 2
 

969. 56 745. 30 33. 15

1982 136. 18 3
 

112. 91 853. 08 34. 71

1983 134. 64 3
 

234. 64 1
 

016. 83 34. 45

1984 607. 34 5
 

028. 10 1
 

709. 89 32. 70

1985 1
 

222. 46 6
 

979. 03 2
 

728. 39 27. 54

1986 1
 

515. 31 7
 

937. 14 3
 

540. 87 26. 71

1987 1
 

750. 25 8
 

805. 18 4
 

764. 26 25. 96

1990 1
 

873. 44 9
 

264. 75 8
 

461. 64 26. 25

1995 2
 

202. 67 12
 

862. 06 68
 

915. 20 19. 38

2000 2
 

080. 66 12
 

819. 57 126
 

046. 88 13. 84

2005 2
 

249. 59 14
 

272. 36 249
 

807. 96 10. 47

2012 3
 

204. 40 16
 

642. 50 666
 

047. 10 8. 33

　 　 　 　 数据来源:《新中国农业六十年统计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2021)。

图 3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前 1
 

000 的乡镇按省份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21)。

(二)人口流动的集聚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的乡村人口迅速向周边城镇聚集,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
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镇和乡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中国的人口流动表现为以省内流动为主,以
“乡村—城市”流动为主的稳定发展模式[13] 。 镇作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主要节点,尤其是一些大城

市周边的小城镇,在流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联系起来的城乡融合关系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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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密切。
现阶段人口在城—镇—乡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乡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在明显增强。 根

据国家统计局定义,流动人口(迁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

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户分离(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流动人口可以反映一个地区

的社会变迁状况,进而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可以采用人口流动强度,即区域内流动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该区域对人口的吸引力。 因此本文使用 2010 年和 2020 年的人口普查数

据计算流动人口(包括总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分别在城市、镇、乡村层面的流

动强度,这种方法可以规避由于地域空间范围变化所引起的人口总数变化的干扰[14] ,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见,2010—2020 年间,城市、镇、乡村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都有所提升,三个地

域层面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都在增强,其中城市的流动人口强度从 4. 02 上升到 5. 21,镇的流动人

口强度由 1. 88 上升到 3. 39,乡的流动人口强度由 0. 47 上升到 0. 79。 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的实施,人口在城市、镇、乡村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使得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

成为城镇化的主力军。
进一步地,通过计算两年期内流动人口强度的比值,进行城市、镇、乡村之间的比较。 结果显

示,在流动人口强度的比值上,镇(1. 8)大于乡村(1. 67),两者都大于城市(1. 3),乡镇流动人口占

比幅度变化相对于城市更加明显。 虽然城市仍然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节点,但是随着乡村振兴

和镇的发展,乡镇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流动人口来工作和生活。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两年期内省

内外人口流动强度的比值都超过 1,省内流动人口变化幅度都比省外流动人口变化幅度要高,这意

味着跨乡镇街道和跨区县的近距离流动成为趋势。
表 2　 城—镇—乡流动人口情况

指标
城市 镇 乡村

合计 省内 省外 合计 省内 省外 合计 省内 省外

流动人口
强度

2020 年 5. 21 3. 73 1. 48 3. 39 2. 80 0. 59 0. 79 0. 49 5. 21

2010 年 4. 02 2. 67 1. 35 1. 88 1. 42 0. 46 0. 47 0. 28 4. 02

两年期流动人口
强度的比值 1. 30 1. 40 1. 10 1. 80 1. 97 1. 28 1. 67 1. 73 1. 30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乡镇在人口集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21 年,建成区范围内乡镇以占全国 0. 51%的面积,
集聚了全国 14. 58%的常住人口。 从更广泛的空间范围看,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乡镇集聚了

约全国 3 / 5 的人口,其中 23%的人口居住在镇,36. 15%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工业化的转型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发展推动着人口向乡镇地区集聚。 从东中西地区的分布看,中部镇的人口占比最高,为
28. 12%,高于西部镇 22. 92%的人口占比和东部镇 20. 95%的人口占比,东北地区镇的人口占比仅为

16. 65%。 从乡村人口占比看,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占比都较高,均超过了 40%,高于东

北地区乡村 32. 29%的人口占比,而东部地区乡村人口占比则不超过 30%。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乡镇人口都超过了城市人口,而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乡镇人口则与其城市人口数量相当。 见表 3
和表 4 所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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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七普”按户口登记状况的镇、乡村、城市人口数(单位:万人)

区域
镇 乡村 城市

人口 占比 人口 占比 人口 占比

全国 324
 

820 23. 04 509
 

788 36. 16 575
 

171 40. 80

东部 118
 

109 20. 95 164
 

856 29. 24 280
 

752 49. 80

中部 102
 

548 28. 12 149
 

512 41. 00 112
 

634 30. 88

西部 87
 

763 22. 92 163
 

607 42. 73 131
 

482 34. 34

东北 16
 

399 16. 65 31
 

812 32. 29 50
 

304 51. 06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表 4　 2021 年城乡人口—面积基本情况

人口—面积指标 乡村 镇 乡镇 县域 城区

数量 8
 

190
 

　 19
 

072
 

　 27
 

262
 

　 1
 

482
 

　 　 692
 

　

面积(平方公里) / / / 72
 

468 188
 

300. 50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5
 

878. 27 43
 

357. 70 49
 

235. 97 21
 

026. 00 62
 

420. 50

总人口(万人) 2
 

144. 91 18
 

445. 82 20
 

590. 73 13
 

941. 00 45
 

747. 90

建成区人口密度(人 / 平方公里) 3
 

648. 88 4
 

254. 34 4
 

182. 05 6
 

630. 36 7
 

328. 99

平均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0. 72 2. 27 1. 81 14. 19 90. 20

面积占比(%) 0. 06 0. 45 0. 51 0. 22 0. 65

人口占比(%) 1. 52 13. 06 14. 58 9. 87 32. 39

　 　 　 　 注:乡镇总人口为乡镇建成区常住人口。

　 　 数据来源:《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1)。

(三)历史文化的传承区

中国万年以上的农耕历史和五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其中

提到在城乡建设中要系统保护、利用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这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

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完整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讲
好中国故事,协调好历史与现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同时也要协调好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农村与城市的关系。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
史地段、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各类历史文化

遗产是有机整体,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历史价值。 目前我国拥有名城、名镇、名村的数量分别为 141、
312 和 487 个,在同级行政单元中的占比分别为 42. 34%、1. 46%和 5. 86%。

从文化保护层面看,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是由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
评选办法》等规定,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并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
审核确定的。 截至目前,已经公布了七批历史文化名镇,旨在把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镇
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有机结合起来。 这些历史文化名镇历史底蕴深厚,
代表着当地村镇的文化与传统,体现出地区的民俗民风,是小尺度区域精神文明的一种表征。 我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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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镇目前已有 312 个,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江苏和四川数量最多,均为 31 个;其次

是浙江,为 27 个;其余零星分布在各省份,呈现出“小集聚,大分散”的特征。
从资源利用层面看,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是国家住建部和旅游局联合开展的小镇评选结果,

旨在推动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的发展,加快镇村旅游业发展,保护村镇自然环境、田园景观、传统文

化、民族特色、特色产业资源,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提高当地旅游经济

发展水平和改善人居环境。 目前,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已经有 573 个,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中部

地区,分布较为分散。 从历史文化的传承到特色景观的营造,体现了乡镇历史的传承以及当地对传

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具体地,也是在社区、生态、田园三者景观结构上的相互映照。
(四)宜居生活的典范区

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统

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短板,打造宜

居宜业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也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二十字方针。 建设美丽宜居乡镇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从现有的发展情况看,在小尺度相对精准的空间范围内建设宜居生活的样板,乡镇有基础也有

条件。 我国住建部已经连续公布四批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 美丽宜居小镇体现

在小镇风景美、街区美、功能美、生态美和生活美。 宜居宜业是核心,美丽是特征,绿色是特色。 目

前美丽宜居小镇共有 190 个,零星分布在各个省份,是其他小镇建设学习的范本。
宜居须先宜业。 从产业兴旺的视角看,国家级特色小镇目前有 403 个,各省份也在积极规范发

展地方级特色小镇,目前各省份特色小镇清单约保留有 1
 

600 个特色小镇④。 特色小镇以产业立镇,
培养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分布在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周边等优势区位或者有发展条件的其他

区域,助力当地镇区的经济发展。
乡镇更加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用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上,建制镇由 2015 年的

1
 

646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
 

788 亿元;而相同年份的乡,则由 134 亿元增加到 175 亿元。 近年来,
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推进,乡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得到完善。 以 2021 年为例,建制镇的供水普及

率已经超过 90%,乡的供水普及率也在逐年提升;乡镇的燃气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在 6 年间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处理率等指标也都有所提升。 见表 5 所示。
在公共服务配套上,医疗和教育一直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乡镇卫生院属于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对乡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起着重要作用。 2020 年,我国平均每个乡镇拥有卫生院机构数为

1. 19 个,相比于 2015 年增长了 2. 6%,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乡镇至少拥有一个卫生院,能够满足镇民

和村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近年来,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也在不断增长。 从学历考察看,
2020 年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占比高达 22. 2%,远高于 2015 年 8. 7%的占比,学历构成比

例整体都在提高。 从专业技术资格考察看,正高和副高的人员比例也由 2015 年的 1. 2%和 0. 1%分

01

④

 

数据来源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例行发布会。



张学良,等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乡镇实践与发展路径探析

别提高到 2020 年的 3%和 0. 2%。 可见,乡镇医疗人员的整体配置水平都在提高,乡镇的医疗基础

条件在不断完善。 见表 6 所示。
表 5　 乡镇市政公用设施水平

年份

供水普及率
(%)

燃气普及率
(%)

污水处理率
(%)

绿化覆盖率
(%)

生活垃圾
处理率(%)

市政公用设施
建设投入(亿元)

建制镇 乡 建制镇 乡 建制镇 乡 建制镇 乡 建制镇 乡 建制镇 乡

2015 83. 8 70. 4 48. 71 21 50. 95 11 16. 63 13. 6 83. 85 64. 0 1
 

646 134

2016 83. 9 71. 9 49. 52 22 52. 64 11 16. 85 13. 7 86. 03 70. 4 1
 

697 136

2017 88. 1 78. 8 52. 11 25 49. 35 17 15. 97 13. 2 87. 19 73. 0 1
 

867 175

2918 88. 1 79. 2 52. 39 26 53. 18 19 16. 65 13. 4 87. 70 73. 2 1
 

788 175

2019 89. 0 80. 5 54. 45 27 54. 43 18 16. 97 14. 7 88. 09 73. 9 1
 

785 178

2020 89. 1 83. 9 56. 94 31 60. 98 22 16. 88 15. 0 89. 18 78. 6 2
 

048 171

2021 90. 3 84. 2 58. 93 34 61. 95 27 16. 98 15. 2 91. 12 81. 8 1
 

849 151

　 　 数据来源:《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5—2021)。

表 6　 乡镇医疗卫生情况

年份 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
卫生院机构数

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
卫生院床位数

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
卫生院人员数

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
卫生院技术人员数

2015 1. 16 37. 58 40. 14 33. 88

2016 1. 16 38. 54 41. 59 35. 14

2017 1. 16 40. 83 42. 99 36. 38

2018 1. 16 42. 28 44. 10 37. 44

2019 1. 19 45. 31 47. 80 40. 76

2020 1. 19 46. 40 49. 43 42. 30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6—2021)。

从教育资源看,
 

截至 2019 年,乡镇共有学校 174
 

417 所,其中高中 6
 

821 所,初中 38
 

824 所,小
学 128

 

772 所;乡镇教育主要是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平均来看,相当于每个乡镇有 0. 23 个高中、1. 28
个初中和 4. 26 个小学;从教师数量看,乡镇共有教师 10

 

541
 

104 名,师生比例约为 1 ∶7,能够满足当

地学生的基本教育需求。 近五年来,乡镇师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本科毕业的教师比例由 2015 年的

59. 85%提高到 2019 年的 70. 52%,研究生毕业的教师提高了 0. 71 个百分点;专科及以下的教师比

例大幅下降。 由此可以看出,乡镇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水平在不断提高,这大大有利于乡镇教学质

量的显著提升。 见图 4 和表 7 所示。
乡镇的宜居还体现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上,越来越多的田园乡镇建设起来,以

养生、康养、休闲为主题的乡镇也吸引着更多的游客甚至居住人口前往。 一些靠近大城市中心的边

缘小镇,成为人们周末度假、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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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乡镇学校教师学历占比情况(单位:%)

注:学校包含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乡镇是指镇区和乡村。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2020)。

表 7　 2019 年中国乡镇教育情况

教育指标
 

镇区 乡村 乡镇 平均每个
镇数

平均每个
乡数

平均每个
乡镇数

普通高中学校数 6
 

044 777 6
 

821 0. 29 0. 08 0. 23

普通高中在校生数 11
 

716
 

754 905
 

077 12
 

621
 

831 557. 60 98. 15 417. 47

普通高中教职工数 3
 

350
 

662 864
 

471 4
 

215
 

133 159. 46 93. 75 139. 42

初中学校数 24
 

583 14
 

241 38
 

824 1. 17 1. 54 1. 28

初中招生数 23
 

733
 

472 6
 

378
 

055 30
 

111
 

527 1
 

129. 47 691. 69 995. 95

初中教职工数 1
 

845
 

140 556
 

051 2
 

401
 

191 87. 81 60. 30 79. 42

小学学校数 42
 

687 86
 

085 128
 

772 2. 03 9. 34 4. 26

小学在校生数 6
 

508
 

180 24
 

504
 

815 31
 

012
 

995 309. 72 2
 

657. 50 1
 

025. 77

小学教职工数 2
 

168
 

447 1
 

756
 

333 3
 

924
 

780 103. 20 190. 47 129. 81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

三、以“四高理念”推动乡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乡镇发展,是历史命题,也是时代课题。 乡镇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单元,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

明传承与现代化发展协调统一的根本。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式

乡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逐渐成为探索的焦点。 部分乡镇围绕如何提升经济绩效展开有益探索,但
乡镇的发展不应只是传统意义上经济的增长,还需要处理好乡镇产业、创新、人才和居住环境等之

间的逻辑关系,共同提升乡镇的发展活力。 基于此,在坚持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本
文提出中国式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四高理念”,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升高品质生

活、创新高效能治理为发展路径,力争将乡镇地区打造成为宜业、乐居和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乡镇,为
全面提升乡镇发展水平、制定乡镇现代化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一)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

高水平开放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路径。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乡镇的高水平开放

既强调对外开放,也必须加强对内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依托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实现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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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内的微循环,同时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扩大乡镇外循环的广度和深度。 乡镇的高水

平开放,也是推进乡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以商招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体系中,乡镇逐渐成为经济循环圈中

的重要一环,乡镇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合作,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

点。 一方面,细分招商引资项目,根据本地发展需求引进一些专精特新项目,全面带动镇域经济的

发展动能,提高乡镇生产的活力;合理布局低密度、生态型总部经济发展空间,重点引进全球或地区

性企业总部、研发总部,发展外向型经济。 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上,以产(产业链)招商、以尚(企

业)招商、以智(行业协会、科研院所)招商,主动参与项目推介会,让本地的企业走出去,让外面的企

业进得来,形成双向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第二,建立人才引进机制。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的意见》,提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的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吸引各类人才在

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人才是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乡镇的对外开放上,不可忽略人才引进的重要

性。 一方面,建立人才进乡进镇引入机制,创新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机制,加强人才引进力度,让人才

愿意来、融得进、留得住;鼓励从乡镇出去的高学历者、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等去乡镇干事业和养老,
回馈“江东父老”。 另一方面,汲取传统乡镇文化精髓与践行现代化理念相结合,吸引人才创新创业

之后适当进行人才配套机制改革,通过优化人才管理、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激励方案等,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镇发展。
第三,加快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强化对外开放。 中国有一些乡镇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资

源禀赋,发展交通、旅游、会展以及特色产业等经济。 例如浙江省的横店镇,拥有全国第一个镇域综

合机场,利用其四通八达的地理区位优势,依托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平台,发展影视文化产业;
海南省的博鳌镇,作为亚洲论坛永久性会址所在地,是世界一流的国际会议中心,依托亚洲论坛的

重点配套项目和琼海博鳌国际机场,扩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对绝大多数乡镇,一方面需要完善自

我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通过高速公路、高铁、城际铁路、城乡专班等综合交通的强链接,促进区域

创新要素对流,带动乡镇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乡镇需要提升交通品质,降低交通壁垒,依托交通

设施实现乡镇与市县的互联互通,带动人员流动;通过“一镇一品” “一乡一品”打造乡镇特色 IP,以
“交通+旅游”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乡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促进经济要素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的。 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经济增

长的方式由传统的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要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15] 。 在生态保护的

前提下,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既要强调经济发展的活力,也要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
第一,完善乡镇行政体系,编制乡镇发展规划。 基于乡镇基层政权和本职工作的具体实际,要

继续健全乡镇的行政组织机构。 目前国家—省—市—县—乡镇的五级空间规划体系已经达成共

识,《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已于 2019 年颁布,但是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指南仍

然在探索中。 乡镇空间单元作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最底层,乡镇工作起着“托底”和“固

本”的双重作用,编制乡镇发展规划,对认识乡镇发展现状、以镇带村联动发展、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以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统一配置为前提,构建简洁实

用的乡镇空间规划体系,以建立乡镇全域一张“蓝图”为主要内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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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发展、要素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乡镇生产、生活和生态的

“三生”空间。
第二,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加快产业创新升级。 纵观世界长盛不衰的乡镇,必然拥有强劲有力

的产业增长极和聚合点,通过聚焦细分市场需求,以当地优势主导产业为切入口,贯穿于产业链的

特定环节,形成专业性强的产业集聚区域,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目前大多数乡镇产业结构单

一,产业链条较为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乡镇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特色,制
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制定乡镇产业发展目录,引导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利用,发挥当

地龙头企业的作用。 另一方面,编制乡镇“产业链基础资源图” “产业链断链风险图”和产业“合作

清单”“建议清单”以及“揭榜清单”,合理推动建设产业园区,形成“孵化在市县,生产在乡镇”的协

同创新模式,更近距离对接中心城市的优质资源,集聚更多高端创新要素。
第三,积极融入发展圈层,区域协同稳步推进。 一般而言,越靠近大城市的乡镇往往发展得更

好,它不仅拥有大城市丰富的就业机会,也有小乡镇较低的居住成本;而一些毗邻城市边界的乡镇

由于远离城市中心,可能发展相对落后。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位条件的乡镇需要分类指导、因地

制宜的发展。 一方面,毗邻大城市的乡镇需要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借用大城市的发展能级和发展

功能,主动承接大城市的功能疏解,融入“都市圈经济” “都市区经济”,实现自身发展能级的提

升[16] 。 另一方面,靠近省际边界的乡镇需要主动寻求合作,利用好毗邻边界的特殊地理优势,共建

联动体制机制,共商市场准入机制,共建产业合作平台,共享先进做法和经验,发挥交界区域的“蝶

变效应”,实现“1+1>2”的要素整合效果。 例如河南省灵宝市的豫灵镇,是典型的三省交界地,通过

与毗邻区域潼关、芮城等地的积极合作,进行产业转型,实行产城融合的发展策略,与潼关共建豫陕

合作先行试验区,打造中西部省际边缘地区的合作样板。
(三)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生活

高品质生活已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在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下,中国式现代

化定位在促进人的现代化[17] ,作为现代化重要方面的城镇化,也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 乡镇的

发展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期许,顺应广大人民的心声和向往,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观

能动性,为广大乡镇群众带来更优质、更舒适、更全面的生活体验。
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多数乡镇面临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乡镇在市政设施维护、道

路修建等方面存在不足。 因此,当前乡镇发展首先要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
一方面,加强乡镇内部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全力打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础性公共服务问题,保障乡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地方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合理确定乡镇基础设施配置和标准,避免“一刀切”或“空

心村”造成的投入浪费。 另一方面,实施乡镇道路畅通工程。 加快建设高效的农村公路骨干网络,
推进乡镇对外快速骨干公路的建设,以加强乡镇产业链、旅游链、资源链的建设;推动乡村公路主干

道与村公路的连接,打通乡镇之间的“断头路”和“断尾桥”,加强乡镇与外部地区的链接,畅通区域

往来。
第二,创新公共服务治理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公共服务的管理可采用购买或者外包的方式获

得,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也能够降低公共服务的投入成本,例如佛罗里达州政府在

1999 年至 2007 年期间,实施了 130 多次私营化和竞争性外包,节约了 5 亿多美元[18] 。 一方面,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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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度小,治理范围和治理对象更加精准,在这样更加精准的尺度上创新公共服务治理模式更加

容易实现。 乡镇可以引入企业参与当地的公共服务治理,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治

理的精细化水平。 另一方面,倡导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建设。 让居民参与公共服务治理的不同阶

段和不同项目,对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行评价与决策;鼓励乡镇弱势群体成为志愿者,参与公共服务

的提供,提高民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同时也提高了居民对本乡镇的融入感和认同感。
第三,打造友好乡镇生活圈。 一方面,乡镇应该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构建服务便利共享、覆盖公

平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镇村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落实卫生、养老、教
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同时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优化人居环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乡

镇功能的完善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利于人才引进和企业集聚。 另一方面,创新乡镇生活方

式,因地制宜发展休闲服务业,面向年轻人群体可以建设一批时尚消费项目,发展咖啡馆、健身房、
电影院、购物中心等休闲娱乐商业业态,形成网红打卡点,打造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沉浸式

综合商业街区,增强乡镇的生活舒适度,打造具有高显示度和获得感的品质生活。
(四)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能治理

高效能治理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效能治理是一种综合能力的继承,体现的不仅

是政府的主导能力、治理能力与操作方式的创新能力,也是信息化与数字化的运用能力,政府、企
业、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能力以及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19] 。 乡镇的高效能治理

不仅强调基层治理对本地社会及居民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要强调跨区域的正向影响。
第一,健全乡镇社会治理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乡镇作为社会治理的基

层单位,是构建和谐美丽中国的基础,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奋斗目标的重要环节。 一

方面,乡镇建设应该更加精细化、均衡化,建设成熟的经济、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强化乡镇协同治理

水平,不断提升区域治理的能级,为居民创造安全、便利、有序的生活环境,避免“产城分离”的困局。
另一方面,乡镇社会治理应该实现由“点上治理”到“全域治理”的转变,创新运行机制,建立包含指

定代建、购买服务、科学定价、激励约束、改进监管、自身建设等综合运行机制;乡镇社会治理可由政

府主体转变为“政府+企业+民众”的“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实现乡镇共治、居民自治和企业专治,实
现政社合作、政企合作和政民合作。 以西塘镇为例,西塘镇在景区治理过程中引入央企,以“绣花功

夫”推进精细化治理,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加强乡镇党建引领治理。 2021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到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方面,乡镇在社会治理中要以党建为引领,坚
持健全基层治理中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久之计和固本之举,发挥党组织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不断强化和巩固党建引领成果。 另一方面,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

度,以党建带群建,履行好组织、宣传、凝聚和服务群众的职责,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

性和积极性;与毗邻乡镇成立联合党支部,打造党建联合体,共同加强党建治理建设,探索毗邻党建

工作;联合举办“乡 / 镇长论坛”,拓宽乡镇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协同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
第三,与时俱进重视乡贤治理和青年才俊下乡兴乡。 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新时代道德

的模范者以及村民耳熟能详的“正能量”,乡贤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上起着“领

头羊”的作用。 一方面,党和政府始终是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倡导者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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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乡贤治理正是这种优良文化传统在乡村(镇)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乡贤是党和政府发展

本地经济文化的得力助手,基层组织应加强与乡贤的联系,通过网络等平台将常年在外与深耕本地

的乡贤联系在一起,鼓励乡贤为本地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另一方面,乡贤治理是乡贤文化的传播和

延续,应重点发挥乡贤的“熟人效应”,及时解决矛盾纠纷问题,热心开展公益事业,以更加精准贴切

的服务回馈家乡,实现乡村振兴。 此外,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双重冲击,城市青年尤其是大学生

就业率较低问题很是突出,动员和吸引知识青年返乡、下乡和兴乡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和乡村振兴

的有效方案之一。 如广东动员 30 万知识青年返乡、下乡和兴乡便是一个实际案例。
第四,加快数字乡镇建设。 以信息化推动乡镇治理模式创新,推进治理水平现代化,建设数字

乡镇,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一方面,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将物联网、通信系统等纳入乡镇公

共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乡镇治理理念的结合;加快推进农业数字

化、网格化和智能化。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乡镇数字大

脑,构建乡镇管理治理体系,推动网格化的数字管理,让数字技术更好地应用于乡镇规划、乡镇建设

等各个环节上;以提高居民办事便利性和效率为出发点,运行“一网统管”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不断提高治理的精准性。 例如乌镇,通过抓住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机遇,开展智慧治理、智慧政务、智
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教育和智慧交通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乡镇数字治理。 由此,让乡镇

共享数字经济红利,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速推进乡镇数字和数字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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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oints
 

out
 

that
 

China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nd
 

expanded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basic
 

regional
 

complex
 

in
 

China s
 

urban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s
 

has
 

gradually
 

taken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 s
 

life
 

as
 

a
 

foothold 
 

and
 

has
 

carried
 

out
 

profound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s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wnships.
 

To
 

fu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wnship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townships
 

to
 

recognize
 

th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stic
 

basis
 

in
 

the
 

whol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explore
 

the
 

new
 

path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ownships
 

modernization
 

is
 

the
 

basic
 

component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ownship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onstruct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
 

strategic
 

engine
 

for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urther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townships 
 

the
 

paper
 

discusses
 

that
 

townships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development
 

area 
 

population
 

flow
 

gathering
 

are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rea
 

and
 

livable
 

life
 

model
 

area.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unction
 

of
 

township
 

economic
 

activities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n
 

modern
 

times.
 

The
 

ris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industry 
 

and
 

then
 

promoted
 

township
 

to
 

undertake
 

mor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flow 
 

th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city 
 

town
 

and
 

countryside
 

is
 

more
 

frequent.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 
 

the
 

attraction
 

of
 

towns
 

t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function
 

is
 

more
 

prominent.
 

In
 

term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famous
 

towns
 

and
 

villages
 

carry
 

the
 

cultural
 

value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the
 

famous
 

tow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the
 

famous
 

tow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tourism 
 

it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In
 

terms
 

of
 

livable
 

life 
 

building
 

beautiful
 

livable
 

township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townships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upporting
 

public
 

servi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basis
 

of
 

China s
 

townships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
 

townships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ur
 

high
 

concept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s
 

township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o
 

open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opening
 

up 
 

to
 

promote
 

the
 

vitality
 

of
 

economic
 

factor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creat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to
 

innovate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and
 

explore
 

efficient
 

governanc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a  s
 

township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formulating
 

accurate
 

townships
 

development
 

policies.
Key

 

words 
  

township 
 

Chines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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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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