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县城建设如火如
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
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
鄱阳湖边的南山上游玩。这
座 山 上 有 一 首 苏 东 坡 的 诗
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
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
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
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
分，过去几任县官都将县城往
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
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
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
从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
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
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
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

湖边，鄱阳湖边一排排红色
的楼房，据说是未来的县

高中，新楼边上还建了
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
体育馆。在南山脚下，
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
个字，盖了几个仿古
建筑，依山傍水，大
概是未来达官贵人
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近年来的
发展，据说是因为
获得了国家环鄱阳
湖经济圈的好政策
支持，但是没有什
么产业支撑的小县
城，如何承担这些
建设的债务？仅仅
靠卖地能支撑这么
高速发展吗？

如果说城镇化是
拉 动 中 国 经 济 的 引
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
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

件。可是，县城的房地
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

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

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
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
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
来越多的人主动买房，甚至有
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
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
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
只有 1000元左右，房地产的每
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 4000 多
元，而平均价格也要 3000 多
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
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已经在当
地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房地产
早已把农民卷入其中，80 后及
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
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
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力的一
群，而 90后则属于完全飘荡在
城市的一代，无心也无力买房
子。指望城镇化为中国经济
未来 20 年高速增长提供发动
机的说法相当不足，至少从中
部农村看是这样的。

当然，除非人为再次创
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
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
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
需求是公共治理和公共设施
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
长 ，回 报 率 低 ，并 非 一 日 之
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
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
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
终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
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
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
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
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
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
生活。
□谭翊飞（《财经》杂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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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在苦追城镇化
——一个记者的十一回乡偶记

十一假期，我回到农村，想顺便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
和问题。因为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观点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
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
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家乡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
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
脱粒，我非常好奇。之前去台湾
访问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
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
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
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 8
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 1
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
了机械化耕种。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
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收割机
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小时候，收割水稻
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
（抢收抢种）”。依靠过去的方式，
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
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两天时
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

而现在，90 元就可以买到
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
（机械服务不包括运送回家），以
现在每日劳动力工资 100 元计
算，相当于 600 元的人力费用。
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

被机械所替代。
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 100

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
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
满足 100 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
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
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
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
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
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
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

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方
面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
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
政策外，当地政府并无特别针对
种粮大户的帮助。去年过年回
家，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
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
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
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
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
本。单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
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

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
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
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
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
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
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
标，产生了问题。不过，我好奇的
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
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
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
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
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
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
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
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
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
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
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可能
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
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
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
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
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机械替代劳动力的趋势
如果收割机这样的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

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

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
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
理，都面临极大问题。因此，虽
然农民个人居住、卫生条件有较
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
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
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

政府层面的现状体现在公
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
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
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
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
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
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
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
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
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

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
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
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爆了。村
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

对于政府工程的腐败，村民
只是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

村庄规划亦是另一大公共
问题。我所在的村子，曾保留了
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
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
的景致，而今风景不再。

村子里有不少空置破败的
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却在不断
扩大，许多人占用了农田建房，虽
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
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与土地买
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有关。

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

大改善。过去光
秃秃的山，现在已
经绿油油 ，这 并
不是分林到户的
结果，而是农村
主 要 燃 料 的 改
变 。 煤 和 燃 气
的使用替代了柴
草，虽然还有不
少 依 靠 柴 火 为
主 ，但 农 村 常 住
人口减少导致需
求减少。

但 是 ，农 村 的
生活垃圾、村区的环
境没有什么改变，而
且农药的污染，仍没
有得到遏制。

常见的农村“豆腐渣”
虽然农民个人居住、卫生条件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

程几无任何改善，农村公共工程的现状触目惊心。

城镇化的重点该在哪
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真正的需求是公共

治理和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
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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