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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hanghai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王士兰   陈  静    WANG Shilan, CHEN Jing

简要回顾上海改革开放40年来走过的城镇化历程。相对全国而言，上海城镇化水平较高，较早提出“城乡通开，全市一体”

等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但是，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中心城区和郊区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乡村发展的不充

分，已成为上海市新时代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为此，提出上海市以乡村发展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发展3大策略，先期规划建

设上海休闲度假型、特色文化型、新兴产业型、宜业宜居型等4种类型美丽乡村。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Shangha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Compared 

to other cities in China, Shanghai’s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higher, and it is among the first cities to conduct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city and 

rural villages and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have become the main conflicts for Shanghai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trategies to conduc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with emphasis on rural areas and 

suggests four types of Shanghai beautiful villages respectively characterized by leisure tourism, culture feature, emerging industry, 

and livability.

1　规划建设美丽乡村是新时代上海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1.1　上海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来，从总体上看，上海城镇化

经历了3大阶段。

（1）1978—1992年“城乡一体化”的推

进阶段

1978年，上海城镇化水平达到58.7%。按照

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超过50%以后，城镇化将

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城

乡融合的发展阶段。上海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

“城乡通开、全市一体”的方针，一方面全市中心

区不断拓展，二、三产业比例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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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发展农业现代化，实施

贸工农协调发展方针，使市区和郊区产业渗透，

经济交融，城乡依存，向城乡一体化发展。

（2）1993—2005年“郊区三个集中”的

发展阶段

1993年，上海城镇化水平达69%。上海市

委、市政府提出了“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

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的“三个

集中”方针。浦东开发开放又进一步推动了上

海城镇化发展，农民从“离土不离乡”转变成

“离土又离乡，务工进工厂”。

（3）2006—2017年“新城建设为重点”

的推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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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上海城镇化水平已达84.5%。城

镇化发展到了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区域协调推

进阶段，城镇化发展建立“中心城—新城—

中心镇—中心村”的城乡统筹发展体系，即

“1966”——1个中心城市，9个新城，60个

中心镇，600个中心村。到2017年，上海的城

镇化水平已接近90%，达到了发达国家国际大

都市的城镇化水平。

1.2　上海城镇化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城镇化快速发展，较

早步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但

是，在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下，尚存在下列

矛盾和问题需解决。

1.2.1    传统城镇化的弊病还在滋生

上海人口过多集中于中心城区，压力过大。

人口与中心城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还在加剧。重城市建设，轻乡村发展；重人口向

中心城区集聚，轻郊区统筹均衡发展；重物质建

设，轻生态文化等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仍在延

续。导致“城市病”问题突出，交通拥堵严重，

环境污染仍然存在，公共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城

乡结合部人居环境较差等。

1.2.2    中心城区与郊区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相对中心城区，上海郊区乡村成为了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的短板，对照新时代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以及新型城镇化

的要求，差距较大。

（1）产业支撑和集聚不够，产能等级较低

上海郊区村镇产业大多以生产和组装型

制造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严

重短缺。据调研资料显示，一是村镇工业产能落

后，污染治理成本高。“三个集中”战略实施以

来，郊区村镇工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但产业布局

小而散，土地产出水平低，产业集聚度、关联度

与能级均有待提升。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污

染治理难度大。农业经济效益较低，农业生产总

值占全市GDP比重偏低，但污染治理难度大，成

本高。

（2）综合服务设施配置滞后，难以吸引人才

综合服务功能尚不能支撑人口的需求，加

上村镇人气不足，导致服务业难以入驻，造成长

期服务设施配置滞后，更不利于市区人口向郊

区迁移。由于长期的“重城区，轻郊区”发展理

念，导致上海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等方面差异明显，农村居民拥有的公共服务设

施较为缺乏，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不均衡[1]，尤其

是优质设施配套不足。

（3）人口“倒挂”明显，老龄化问题突出

据调研资料显示：一是人口“倒挂”现象

较严重，户籍人口增速缓慢，而来沪人口高速增

长，有的乡镇比例已达1:10。二是人户分离现象

较突出，存在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空挂户

较多等情况，郊区村镇户籍中户在人不在的接

近50%。三是户籍人口年龄结构呈明显的两头

小、中间大，但青少年增速明显低于老龄人口，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化问题突出。

2　新时代上海怎样规划建设美丽乡村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已是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阶段，这

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上海

来说，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主要矛盾是中心

城区和郊区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因此，下阶段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应是以乡村

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发展，补齐上海乡村发展的

短板[2-3]。为此，提出如下策略。

2.1　紧扣上海发展的总体目标, 振兴郊区乡

         村发展

上海的总体发展目标是建成卓越的全球城

市，功能定位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创

新中心。当前，上海的城镇化水平已接近90%，

按照国际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上海已进入工

业化后期阶段，城乡关系将再次重构，工业和服

务业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核心，现代服务业

占有很大份额[4-5]。农业将建立在规模生产、科

技化、智能化基础上，应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

现代农业。农业劳动者将成为职业农民，生活方

式也将逐步市民化，传统的“城市—工业”，“农

村—农业”的分工格局将彻底打破，城乡关系

应成为以城市文明为主体的城乡融合、一体化

发展。然而，当前上海郊区的乡村距离农业现代

化尚有差距，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弯道超

车，加快实施以乡村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发展，遵

照国家新时代发展乡村的“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针，建立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补齐短

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2　合理布局好三生空间, 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

在上海美丽乡村的空间布局中要做到生产

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美丽宜居，生态空间优

质文明。制定好优化的上海乡村空间规划，并能

与中心城区统筹协调，形成有机生命体。划定好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的管制界限，合理组

建生产、生活、生态的结构体系。

“生产”是农村产业改革的主要方面，其目

的是对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改造，形

成以市场需求为目的的现代农业，使农村的农

业劳动者属于“企业”，成为职业农民，形成新

型农村产业结构。要在做好上海全域农村产业

发展SWOT分析的基础上，在差异化发展的原

则下，筛选现在具有优势、将来具有潜力的产业

为主导产业，打造一村一品，有条件的可一业为

主，多业发展，进一步发展产业链，将产业链触

角延伸到二、三产业，提高产业集聚能力，打造

产、销、贸于一体的产业链和创新链。

“生活”涵盖了农民、农村生活。乡村要全

面建成现代化，达到富裕生活的水平，是美丽乡

村的最终目标。当前既要提高农民收入，又要提

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切实做好“村庄环境整治，民居改造，基础设施

配套，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建设”。在此基础

上，充分挖掘上海郊区优美的自然资源、丰硕的

农副产品、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建筑风韵，

建设赋有“上海乡村风情”“江南田园乡村”[6]

的美好生活。

“生态”是要促进上海乡村生产生活环境

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性和稳定性全面提升，

防治自然灾害隐患，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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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上海郊区乡村产业布局小、散、乱，产业

集聚度和能级均低下，污染大多是面源污染，治

理难度大，治理成本高。为此，在生态空间规划中

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规划，要进行环境评估[7-8]，

严格控制三废，制定好城乡一体的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这也是三生空间规划建设的前提。

2.3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进行体制机

         制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已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处于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如何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为此，必须进行适应上

海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

机制改革。

（1）土地问题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七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十七号）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

法进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拟入市，允许出让

流转，允许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

交由单位或个人使用，扫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的法律障碍。具体包括：一是明确入市条

件，二是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的管

理措施，三是完善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

保障机制。

乡村可以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通过挖

潜、旧村改造、合村并居、土地整理以及开发利

用荒地、废弃地，在确保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总量

不减的前提下，将其整理后或复耕后置换出来

的旧厂房、旧房用址和复耕农田所取得的建设

用地指标，归乡村使用，允许自行平衡和调整。

（2）金融问题

支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到农村设立分

支机构。加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创业的金融服务，

建立小额贷款和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农村住宅

产权和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业务，积极推进农

村金融产品创新、推广小额信用、联户担保等产

品，推广应用。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探索建立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3）人才问题

创建吸引人才的体制机制，鼓励立志以农

业为其职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事农业经

营，并转变成职业农民。

不断提高乡村人口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

术、掌握农业专项技能的新型农民核心队伍，重

点在于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打造农业科技

创新平台基地，加快高校、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

深入开展国际国内的农业科技合作，聚集

更多的优秀人才和科技资源。鼓励企业参与农

业技术研究开发，充分发挥现有农村推广体系

作用，进一步调动农业科研单位到上海郊区乡

村示范推广。

3　上海要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乡村？

在研究上海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城镇化3

大阶段，分析围绕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及

功能定位后，得出新时代上海最大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

不充分。为此，要按照新时代我国振兴乡村发展

战略的要求，坚持“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乡

村振兴发展应坚持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

兴、文化振兴，科学把握上海郊区乡村的差异性

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特色

的乡村确定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予以分类施

策，典型引路，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以本土

化为宗旨，依据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

禀赋条件、乡土文化风情，打造不同类型的特色

乡村。

对标全球城市的要求，上海需要将创建卓

越全球城市的创新活力、精神风貌、科技教育、

文化传承、生态基质融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为

此，先期宜建设以下4种类型的乡村。

（1）休闲度假型

上海郊区乡村自然资源禀赋好，是典型的

江南田园景色，田沃土肥，水系清冽，林幽可隐，

生态良好，可以在充分挖掘自然风光的旅游资

源下，围绕“养生、养心、养老、康体健身”等要

素，结合观光农业、生态农业、体验农业、科普农

业，配套水乡田园民宿，建成“乡村休闲、度假、

康体、娱乐”等旅游市场的主体场所[9-10]。

可以将废旧厂房、破旧农房、废弃公建加

以整修改造成民宿、农家乐、会议、展览、节庆表

演、健身康体、服务中心等设施。

可以将水系、湿地、农田、果园、林地等加

以整治，再加工改造成特色农业、花卉园艺、森

林氧吧、鸟类栖息、科普教育、健身康养、美食餐

饮、集贸电商等。

目的是吸引中心城区乃至国内外游客来体

验“上海乡村风情”“江南田园乡村”，建成具有

上海乡村风貌特色的休闲度假型美丽乡村。

（2）特色文化型

上海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

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历史古迹，江南传

统吴越文化与西方传入的工业文化相融合形成

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上海郊区乡村除了有粉

墙黛瓦、小桥流水、枕水而居、村口大树的自然

风光外，更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深入挖掘上

海乡村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历史人文资源，并

融入国际大都市现代上海乡村的发展精髓，体

现“上海乡村文化特色”，打造上海乡村文化产

业，策划上海乡村文化大事件，设计多元化的上

海乡村文化产品类型，丰富上海乡村的特色文

化旅游。

可以深入挖掘上海乡村的发展变迁，从

5个方面寻找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①名人文

化——从村庄人口集聚以来，到近现代的优

秀人物，具有鲜活的人物故事典范。②历史文

化——乡村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还原历

史现实以及当时发生的真实场景。③民居文

化——从上海乡村传统的建筑风貌特色、乡村

院落风情中，感受上海乡村的地方民居文化特

色。④饮食文化——发掘上海乡村的美食文化，

形成具有推广宣传和品牌效应的特色美食文

化。⑤民俗文化——恢复具有当地乡村特色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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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新性发展的民俗风俗艺术，形成具有吸引

力的民俗风情表演、展示上海乡村地方魅力和

文化传承的发展平台。

（3）新兴产业型

上海郊区是高端制造业的主战场，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阵地。郊区乡村发展高端制

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

的上海市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据此，上海

乡村可以进一步集聚上海的科技、资本、人才优

势，把上海的科技人才优势转化为郊区乡村的

产业发展优势。可以借助电子、信息、新材料、生

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时机，建

设以“新兴产业”为特色的特色乡村，承接中

心城区的产业功能转移和资源辐射。

同时，也能带动郊区乡村已有的传统产业

和组装型制造业升级改造，带动产能落后、污

染治理成本高的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启动产业

更新、乡村更新，以科创、文创、农创带动产业培

育，使乡村落后的产业产能进行全面更新。

（4）宜业宜居型

要充分发掘乡村自身的特色资源，培育和

壮大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产业结构，以产业兴

村，以乡村促产，推动产业和乡村融合发展，增

强乡村的综合实力、发展活力和就业容纳力，要

构建和完善城乡互动的产业体系，发展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技术支持和农产品流通

等特色农业服务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

民收入。

以建设宜居乡村为导向，当前还是以环境

整治为重点，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全面改善

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保护和发扬上海乡村的

特色风貌，切忌“千村一面”，应慎砍树、不填河、

少拆房，加强文物古迹、历史文化遗产、文化自

然景观、文化民俗风情、特色传统风貌的保护，

展现上海乡村美景，弘扬上海乡村文化，突出上

海乡村特色，整治公共空间，塑造宜业宜居型的

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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