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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uman Urbaniz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Individual Life Course of the Taobao Village Elite

互联网时代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淘宝村精英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证

吴俊伯   罗震东   钱  俭    WU Junbo, LUO Zhendong, QIAN Jian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已然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基于人的需求层级与城乡空间

竞争力，构建微观层面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前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是人的核心需求，城市具有高竞争力，个

体呈现出长期进城打工、短期回乡团聚的城镇化模式；传统互联网时代，城市空间垄断地位松动，流乡村出现，经济发展

与家庭团聚需求在流乡村中得以同时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的需求层级更为多元，时空压缩背景下城乡空间优势互

补，城镇化载体更为丰富。通过对淘宝村精英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证，提出宜居宜业、能满足人不断拓展的多元需求的空

间将会是未来的高竞争力空间。新型城镇化政策与城乡规划的制定应当围绕人的需求展开，从而获得人与空间可持续

的良性互动。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api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man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level of human need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s, a micro-level human 

urbanization dynamic mechanism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e-interconnected era is the core 

demand of people. Cities are highly competitive. Individuals present a long-term urbanization model of working in cities and short-

term reunion. In the traditional Internet era, urban spatial monopoly status is loosened, rural areas appe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family reunion can be met simultaneously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people's demand levels 

are more diversified, urban and rural spac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context of time and space compression, and urbanization 

carriers are more abundant.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dividual life course of Taobao Village elite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pace that is livable and suitable for business and can meet the expanding diverse needs of people will be highly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The formul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policies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should focus on the needs of people, so as to obtain 

sustainable and benign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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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既是

城镇物质空间持续扩张的历程，也是乡村人口持

续向城市转移，进而带来社会巨变的过程[1]。这

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成就巨大，不仅使城市建成

环境和竞争力大幅提升，城乡之间诸多限制性制

度障碍的破除更是使得城乡居民获得广泛的自

由。当然，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

诸如半城市化与过度城镇化同时存在、难以为继

的土地财政与城市扩张[2]89等诸多问题。面对成

就和问题，社会各界日益形成统一的认识，片面

重视“物的城镇化”、基本忽视“人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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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城镇化的下

半程必须尽快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因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城镇化”，在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了人是城

镇化的核心。

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人的

城镇化的相关研究。经济、社会、管理、城乡规

划等不同学科纷纷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各具特

色的探索。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两

方面。一是人本主义的城镇化研究。这类研究

注重“以人为本”价值内涵方面的讨论，强调

尊重人的本性 [3]72，在城镇化中满足人对于美

好生活的追求 [3]74，[4-6]；与此同时，强调人本价

值观导向下的治理行为，如打破城乡壁垒 [7]、

推动政府市场协同、公共服务均等化 [8]，[9]9、农

民工的市民化等 [9]9，[10]。二是人口的城镇化研

究。这类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的人口迁徙与经

济发展、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 [2]91-95。由于研究

的对象与范围是宏观的区域与总量层面的人

口，因此涉及家庭、个体的城镇化需求与机制

的研究较少。为了弥补宏观尺度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针对家庭真实意愿的城镇化研究逐渐

增多 [11-12]。但总体而言，关于人的城镇化研究

较少关注微观个体的城镇化意愿与路径，人

的城镇化里的“人”是抽象的“人类”，是宏

观的“人口”，而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个体的“人”。

与快速城镇化进程同步的技术变革从未停

止脚步。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40年的技术

变革中，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时空

压缩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结构巨变的核心

动力。移动互联网已经迅速覆盖中国城乡。截至

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40亿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67.0%，其中手机网民达到9.32亿

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2%。其中城镇

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达52.3%，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持

续缩小，曾经为大众所担忧的城乡数字鸿沟正加

速消弭①。互联网技术对于城乡二元壁垒的瓦解，

不仅促进信息、资本、人口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

配置，同时强力地变革着乡村城镇化的路径[13]14。线

上销售模式的普及，以及更加多元化、低门槛、去

中心化的平台与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以淘宝村为

代表的大量数字乡村的浮现、转型与升级[14]。而

大众传媒方式的迅速改变使得传统线型传播结

构变革为网状结构，以往得不到关注的诸多村镇

开始成为网红村镇[15]，吸引人流、资金流的聚集。

信息技术影响经济、社会与城乡空间的同时，也深

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能力与需求，进而彻底改变着

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微观

个体视角，探索互联网时代人的城镇化的空间选

择逻辑与动力机制，并通过对典型个体生命历程

的研究进行实证，期望为新时代制定更加合理有

序的城镇化政策提供参考。

1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框架

城镇化历程中无数个体的人在城乡空间中

移动、停留、穿梭的过程，本质上是个体的需求与

具有不同竞争力的各类空间相互适配的过程；人

的需求的满足不仅是保障人类个体得以存活的必

要条件，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16]。而

无论是经典的马斯洛人类需求金字塔模型[17]，还

是马克思基于人的三重性提出的需求理论[18]，都

揭示了人的需求呈现层级结构这一常识；并且，

人类需求满足的优先次序通常呈现由低层级到

高层级发展的特征。

人存在的本质决定着人的需求，马克思强

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

属性的统一[19]。因此，人类首先“直接地是自然

存在物”，人的存在首先来自自然肉体的存在与

生活需要，并同时受到个体的肉体组织与自然

关系的制约。其次，“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依

靠群体关系、在大大小小的多成员共同生活的

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存在，而其中家庭是最小的

社会单元。最后，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

动的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与动物区

分开；人作为自为的存在着的存在物，承担着自

我认识、自我完善的使命，最终完成人的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20]。

对应于人的三重性需求构建城镇化中人的

需求层级（见图1）。人首先需要满足经济发展

这一能保障自然存在的需求；再追求家庭团聚、

乡愁情节等社会存在的需求；进而追求良好的生

态环境、高质量的交流培训等自由存在层面的需

求。城镇化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人类需求，必然需

要与之相适配的空间来满足，大中城市、小城镇、

乡村等差异化的空间在适配层级化的人类需求

时具有相异的竞争力。传统空间竞争力的定义往

往更关注空间对于人口、资金等要素的吸引能

力，然而从供需关系出发，空间的竞争力更应该

关注空间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通常，个体会根

据自身需求进行城镇化空间的选择，与高优先级

需求匹配的高竞争力空间将在决策中被优先考虑

（见图2）。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无论人的需求还是空间

的竞争力都因为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发生巨

变。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深刻地重塑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人”与“空间”。

对于“人”，4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推动

着人的需求往更加多元、更高层级演化；对于“空

间”，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时空压缩的程

度进一步加深，城乡空间的格局与竞争力同步发

生着巨变。超大、特大城市凭借强大的规模效应，

持续集聚要素形成巨大的空间竞争优势；与此同

时，中小城市、镇和乡村空间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

积极接入基于互联网的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体

系，为个体人的多元需求提供更多维度的空间供

给，同样具有一定的空间竞争力。人的需求与空间

竞争力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构成分析城镇化动力

机制演化的基本框架（见图2）。

1.2   研究方法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对

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的影响，笔者对互联网时

代进行划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非常清晰，

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随着搜狐等

门户网站的兴起开始普及。进入21世纪，互联网

被广泛认知并大规模应用，线上社交网络迅速扩

展，而2003年淘宝、支付宝的上线揭开了互联网

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序幕。2008年以后，随着智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9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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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的出现，移动互联网逐渐取代传统的基

于个人电脑的互联网而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形

态，2012年手机网民数量超过传统的电脑网

民。基于科技发展的分期往往将1994年视为

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端，而将2008年视为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肇始。然而科技的发展与其被

广泛认知并大规模应用之间常常存在时滞，简

单地以新科技出现的时间作为分期依据往往

不符合大众的感知，尤其在进行人的行为研究

时会产生错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于互联

网时代的划分主要从社会学意义上展开，更侧

重普通个体所能感知的科技应用并产生影响

的时间，分期的目的在于呈现这一阶段典型的

社会与时空特征，而不在于严格地界定时代的

起始点。由此，前互联网时代指21世纪以前互

联网尚未普遍为大众使用的时代；传统互联网

时代指21世纪初到2012年左右的时间段，大

众主要基于个人电脑连入互联网进行在线活

动；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则是2012年前后迄今，

手机开始成为连入互联网的主要方式。

在分期的基础上，本文引入生命历程研究

法进行实证研究[21]。生命历程这一概念是指在人

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

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及角色和生命事件序

列 [22]。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生命历程研究法起

源于芝加哥学派，认为人的发展与变化不仅源

于个人的选择，更受社会性组织的互动、社会

性结构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故而可通过长时间

内个人的空间轨迹与角色的转变来分析人的

空间行为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 [23]。有别

于传统研究所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资料，生命

历程法更注重对研究对象及亲友的深度访谈，

从而达到“让研究对象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的效果 [24]。作为典型的纵贯分析范式，生命历

程研究法使用轨迹、转折点和持续期来描述事

件的发生序列，强调生命事件的个体意义和社

会意义的结合 [25]，因而能较好地分析长期空

间行为的演化历程及其与环境变化、个体基本

特征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选取具有典型

代表性的单个对象，对其生命历程进行纵贯分

析，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弥合传统城镇化研究中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分隔[26]，弥补“人

的城镇化”研究中基于微观个体的研究的不

足。需注意的是，该方法会因个体差异产生一

定局限性。

1.3   实证对象

基于生命历程研究法，本文选取具有丰富人

生经历的著名淘宝村带头人——浙江省丽水市缙

云县壶镇北山村的L先生作为研究对象。L先生生

于1970年代初，初中未毕业就辍学进入城镇，在

城乡之间摸爬滚打。在前互联网时代，他长期辗

转漂泊于浙江的大小城镇，多次创业有得有失，

始终未获得大的成功。在互联网时代，L先生回

乡进行电子商务创业迅速取得成功，并带动乡

邻共同创业，使北山村由贫困农业村转型为淘

宝村。L先生的生命历程完整地经历了前互联

网时代、传统互联网时代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在

不同的时代，其个体的城镇化历程与空间选择

都具有典型性，其空间行为及其背后的影响因

素足以反映不同时代个体人的普遍诉求与选择

机制。基于对L先生的深度访谈和北山村的实

地考察，结合相关文献和历史新闻报道，本文

试图通过对L先生不同时代生命历程的呈现，

揭示互联网时代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变化的

特征与趋势，进而总结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

演化规律。

2   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演化

基于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演化分析框架，

本文从时空格局与城乡结构、人的需求与空间竞

争力以及人的城镇化选择3个方面阐述不同时代

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化特征。

2.1   前互联网时代下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大卫•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为诠释社会物

质实践巨变语境下的时空属性，提出时空压缩

（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以挑战传

统的时空观念[27]。时空压缩作为一项与人类文

明相生相伴的现象，自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时便

开始了。在前互联网时代，时空压缩的程度有

限，地理上的空间距离以及相伴的时间距离依

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时期以报纸、电视、

广播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具有典型的中心化、单

向层级化的特点。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信息传

播机构庞大而高高在上，信息集中，受众被分化

与控制，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28]39。信息流

往往是单向的、有限的流动。城乡之间呈现典型

的向心结构，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占据着经

济主导权，作为行政中心占据着管治支配权，作

为信息生产中心占据着传播权。乡村在这一时

期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物资、人口、资金等要素

都源源不断地流往城市。

在前互联网时代，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

度的确立大大推动城乡发展，中国农村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

1995年的1 577.7元②，温饱问题初步解决，然而

对于广大乡村居民而言，刚跨过温饱线只是解

决了暂时的生存危机，不能满足真正的生存需

求。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需求始终排在需求

满足优先序列的首位。而此时只有大中城市能

够提供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满足广大乡村剩余

劳动力的经济发展需求，因而是毫无疑问的高

竞争力空间。进城打工成为大量农村人口的最

图1  城镇化中人的需求层级结构

Fig.1  Human demand hierarchy in urban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理论分析框架
Fig.2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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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择。然而大中城市对于城镇化人口而言，在

家庭的整体迁居、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诸多门槛

与壁垒，故而只可作为工作空间而非长期生活

的空间。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团聚需求只能在

乡村中短暂地得到满足。

在前互联网时代，人的城镇化选择有限，呈

现出半城镇化特征，即长期进城务工、短期回乡

团聚的“候鸟式”迁徙。经济发展需求始终占据

主导地位，家庭团聚等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需求

只能让位于经济发展需求。而乡村居民通过进城

务工获得发展机遇的过程，也是无数家庭内部不

同代际空间分隔的过程。这种家庭分隔的城镇化

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大量人口流失所导致

的乡村衰败、留守老人赡养不足与留守儿童教育

缺失等，让本已脆弱的乡村雪上加霜，失去活力

的乡村没有未来。

2.2   传统互联网时代下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革命有效减少

信息不对称，加速时空压缩的进程。互联网大幅提

高信息传播的效率，截至2003年，中国互联网网

站数达59.6万个，宽带用户达1 115.1万户③，个人

计算机、宽带网络走进千家万户，报纸、电视等主

流媒体的作用与地位被逐渐替代。曼纽尔•卡斯

特认为，这种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自由传播挑战了

嵌在社会组织机构中的权力关系[28]5-7。信息流不

再是由高层到低层、由城市到乡村的单向层级式

传播，传播权力下沉，传播的向度更加多元化。与

此同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的建设有效地

促进了互联网新经济的扩张。截至2011年，中国

高速公路里程达8.49万km、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达6 601 km，高铁客运量达28 552万人④。交通

流、物流同步爆发式增长，城乡时空格局发生巨变。

向心型城乡格局开始向更多中心的城乡网络转变，

而具有良好区位、资源的小城镇和乡村重新获得发

展机遇，跃迁为城乡网络的新节点，这其中就包括

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流乡村[13]13-14。截至2012年，淘宝

网注册地在农村的网店数为163.26万个⑤。人口、资

金由城市向流乡村回流，生产建设活动开始在流

乡村聚集，使得这些乡村逐渐摆脱资源净流出的

“失血”状态，在城乡中拥有更加独立的地位。

传统互联网时代仍处于中国城镇化加速期，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的加速扩张是城镇化的

主要动力，而互联网革命则为人的经济发展提

供新的空间。互联网平台提供的虚拟市场对经

济空间进行重新组织，大中城市经济部门不再

是唯一的选择，人的经济发展需求可以通过虚

拟空间在更广阔的实体空间中完成。虚实空间

的重新组合重塑流乡村的空间竞争力，更为低

廉的地租与创业成本可满足更多个体经济发展

的需求，而新的“离土不离乡”模式使得家庭

团聚等社会性需求同时得到满足。更多要素的

回流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城市在空间竞争力上的

垄断性地位开始松动。

经济需求与社会需求关系的重新权衡使得

个体的城镇化选择更加多元，异地城镇化、本地

城镇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就地城镇化同时存在。留

在大中城市的打工者延续着候鸟式的异地城镇

化模式，少数佼佼者脱颖而出实现身份转变，最

终完成家庭整体的城镇化。在大中城市难以长久

立足的打工者往往回到家乡所在城镇，利用此前

积累的资金和技能创业或继续打工。县一级城镇

进城门槛相对较低，大部分人也能实现家庭整体

的城镇化。而互联网推动的就地城镇化则是更为

彻底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外出打工的乡村居民带

着在城市获得的资金、经验、技术与理念返回乡

村，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就地推动产业发

展和乡村城镇化，在家庭团聚的同时推动乡村走

出衰败、走向现代化。

2.3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移动通信网络

的大规模建设与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渗透的

程度大幅提高。2019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

量1 220亿GB⑥，截至2020年中国手机网民达

到9.32亿人，大量信息通过移动端收发，大大降

低了实体空间的束缚，个体交流的自由度明显

增加。传统互联网时代普遍担忧的城乡数字鸿

沟开始消弭，时空压缩的趋势更加明显。与之相

伴的是城乡网络结构的深化。随着传播权力的

进一步下沉，在前互联网时代与传统互联网时

代得不到关注的中小城市、镇和乡村获得充分

展示自身的渠道。至2020年底，抖音平台全国

县城获赞数前10位中有4个为国家级贫困县⑦，

快手平台上三农兴趣用户超2亿，三农主题短视

频日均播放量6.5亿次⑧。内生经济主导的淘宝

村、镇与视觉景观主导的网红村、镇大量涌现。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进一步打破相对封闭

的向心型城乡等级结构，凭借自身的生态优势、

产业优势和文化优势，与城市形成更加互补交

融的格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乡社会，经济的

长期高速增长已使得人的需求发生改变。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 020.7元，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13 327.7元⑨。正如党的

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个人需求日益呈

现高层级与多元化的特点。尤其在流乡村中，当

经济发展与家庭团聚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以后，更

高层级的需求凸显，如乡村生态环境改善、自我的

提高与完善、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等。个人需求优先

次序变化的同时，城乡不同空间的竞争力也持续改

变。一方面，大中城市凭借强大的规模集聚效应、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个人的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满足方面始终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另一方面，

随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流乡村、流

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空间竞争力

显著提升，不仅是乡镇经济的重要补充，甚至成为

县域经济的亮点和支撑。尤其随着人们对更加健康

美好生活的向往，拥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稳定和

谐社会关系的新乡村人居环境，无疑具有更强的空

间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无法扭转要素净流出状

况的普通乡村则面临空间竞争力加速丧失的困境，

成为乡村收缩的主体。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的城镇化选择更为多

样和自由的时代。人口流动更为高频，城镇化载

体更加丰富，宽谱系的多元城镇化模式日益浮

现。大中小城市、镇与乡村都是能够满足个人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具有不同竞争力的空间载

体，它们所构成的城乡体系不再是要素单向流

动的等级体系，而是多向度自由流动的多中心

③《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20》。
④《中国统计年鉴2012》。
⑤中国经济网，《最新报告：2012年近60万淘宝网店来自乡村》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308/15/t20130815_1190199.shtml。
⑥《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20》。
⑦抖音平台《2020抖音数据报告》。

⑧快手平台《2020快手三农生态报告》。

⑨《中国统计年鉴202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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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体系。城镇化载体的增多同时意味着人的

城镇化选择更多，空间流动的自由度更大。城乡

联系日益紧密、城乡功能高度互补成为个体在

城乡之间高频流动的本质推动力。新一代移动

通信技术、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

的加速发展则为个体的高频流动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支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乡村居

民将更加频繁地穿梭于城乡之间，以实现个人

的更全面发展。

3   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证

对应于3个时代下人的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演化分析，本文关于实证对象的个体生命历程论

述也从3个时代展开，并将个体历程与总体特征

进行对照分析。

3.1   前互联网时代: 进城漂泊的”烧饼郎“

1981年，改革开放肇始，浙江省丽水地区

在这一年全面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缙云

县北山村的村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浙中地

区经商致富的传统、乡村过剩的劳动力和稀缺

的耕地开始共同促使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城

镇谋求发展。如果错失了升学、参军等进入城镇

的机会，退出农业生产后进入城镇谋生，最好掌

握一门技艺。对于北山村的年轻人，做缙云烧饼

是最普遍和实用的技艺，技术娴熟者足以在城

镇安身立命。L先生的城镇化经历就是从学习

做烧饼开始的。初中辍学的他于1989年进入壶

镇饭店刻苦学习缙云烧饼的制作工艺，一年后

依靠亲友的资助在邻近的金华市永康县摆起第

一个烧饼摊，就此开启辗转城乡的生命历程。两

年后，L先生转战杭州市桐庐县，很快凭借良好

的手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1990年代初短暂

的回乡办厂失败后，L先生重拾烧饼摊，开始在

浙江大小城市的漂泊历程。先于1993年在浙江

省温州市平阳县开烧饼店，用3年时间还清办

厂所欠债务，然后转至浙江省东阳市开烧饼店。

1996年因家庭原因，L先生重新回到壶镇，并

在镇区开设书店。经营3年后，L先生与妻子关

掉书店前往杭州市闯荡，依然从事自己最为熟

悉的餐饮行业。餐饮行业经营中的一些不愉快

经历让他们于2001年离开杭州，回到丽水市区

从事糕点行业。超前的品牌意识与优质产品使

他的“L记月饼”很快在当地打开市场，赢得口

碑（见图3）。

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在大小城

市的辗转漂泊是L先生城镇化的第一个阶段。与

诸多乡村青年一样，经济发展为L先生的核心

需求。在杭州、丽水等大中城市具有强大空间竞

争力的同时，诸如北山村这样缺乏资源、区位偏

远的乡村难以为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与创业机

遇，而大量年轻人的持续流失反过来加速乡村

的衰败。但进城门槛较高的大中城市难以实现

其家庭整体的城镇化，故而这一阶段呈现为典

型的候鸟式城镇化。十多年的历程虽然并未让L

先生真正落脚城市，但个体意识与观念的城镇

化已然完成。这一阶段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培养

的市场敏锐度都为他日后的成功创业打下坚实

的基础。

3.2   传统互联网时代: 回乡创业的带头人

2004年，L先生结束长期在外漂泊的生活，

决定返乡从事稀有金属收购业务。这一时期中

央电视台的淘宝网广告引起了L先生的注意，

2005年他首先在壶镇报名参加电脑培训班学

习电脑操作，同时开始在网络上发布收购稀有

金属的信息，以验证互联网是否能做生意挣到

钱。第一笔生意的成交坚定了L先生通过互联

网创业的决心。2006年他开始在北山村开设

淘宝店，售卖户外用品。刚开始的生意格外艰

难，前3个星期网店无人问津。当时个人电脑

与互联网尚未在乡村普及，周边的亲朋好友误

以为L先生是“在外面干不下去躲在家里玩游

戏”。3个月后，L先生的网店终于迎来第一

单生意，从此走上正轨。由于乡村产业用地稀

缺，难以吸引专业化人才，2008年L先生带领

团队进驻离北山村不到4 km的壶镇工业园，

并开始步入品牌化道路。2009年品牌入驻天

猫，2010年品牌作为20家首次入驻天猫的国

产品牌之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行业标杆（见

图4）。随着网店生意兴隆，亲朋好友纷纷请求

L先生传授电商经验。L先生将开网店做电商

的知识倾囊相授，并指导实战操作。从2006年

到2010年，在L先生的积极带动下，北山村村

民网上创业热潮高涨，网店数量不断增长，迅

速形成网上户外用品销售集群。乡村人口开始

回流，尤其是不断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成为北山

图3  前互联网时代L先生的生命历程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r. L's life in the pre-Internet er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互联网时代L先生的生命历程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Mr. L's life in the Internet er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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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一阶段，被互联网赋能的北山村空间竞

争力明显提升，已然能够同时满足返乡青年的经

济发展需求与家庭团聚需求。随着人员、资金等

各项要素的回流，北山村也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

注和自上而下的支持与投入。2013年，北山村

入选丽水市第一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和首批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电子商务与美丽乡村相互

促进，北山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3.3   移动互联网时代: 往返城乡的社会精英

在个体的城镇化历程中，L先生的角色不

断变化。由前互联网时代的村民、城镇的个体创

业者，到互联网时代的淘宝卖家、乡村致富带头

人，再到地方行业协会会长、社会活动组织者等，

L先生不断穿梭于城乡的历程，同时也是他的经

验、技能和责任改变的历程。2012年，缙云县成

立电子商务协会，L先生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

其间积极组织业务培训，协调理事会与政府的工

作，提升当地网商氛围，组织公益活动承担社会责

任。2014年L先生成功申报丽水市技能大师工作

室，开展电子商务技能攻关、传艺、研发和交流。

新的身份需要新的空间和场所。虽然交流

培训、政府对接、商业洽谈等线下活动大多需要

在城市中完成，但流乡村与流城镇依然拥有空

间竞争力。得益于发达的通信技术与快速交通

基础设施，L先生更加高频地往返于城乡之间。

有别于前互联网时代长周期的半城镇化模式，

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的城镇化更加高频，也更

加动态。L先生表示几乎每两周就要外出离开

壶镇一次。丽水市政府曾希望L先生的团队迁至

丽水市区的产业园，从而获得更好的配套服务，

但是他坚持留在壶镇。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乡

镇的生态环境远好于大中城市；二是L先生有强

烈的乡愁情结。显然，生态良好、承载着亲情与

乡愁的流乡村与流城镇可以成为草根精英的城

镇化选择。

4   结论与讨论

人的城镇化选择源于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

力之间的持续互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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