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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一是科学发展观，二是和谐社会。
　　1999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出席了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福建代表团讨论发言时，提出了要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基于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党
、全国展开了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活动。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作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全文27 900多字，其中有22处讲到了
科学发展观问题。
科学发展观还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2008年9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号召全党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最主要的统筹兼顾是五个方面：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显然，作为五大统筹之首的城乡统筹极为重要，其最核心的问题是怎样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
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的一体化。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较好，城乡差距在日益缩小；但是，我国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
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影响了整个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东西
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起了明显的负面作用。
　　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我国西部地区的大发展，实现西部地区城乡的协调发展？
对此，国内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并逐步得到应用。
我们认为，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促进我国西部城乡协调发展，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是
一条极其重要的道路。
它既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而且也符合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实际。
第三产业在我国特别在西部，还是一个弱项，但是，其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对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协调
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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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部门，一直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三产业发展将在打破城乡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
环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促进城乡协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本书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第三产业发展纳入城乡协调的分析框架，通过全面研究
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和城乡协调的现状，建立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的问题，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的机制与模式，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
议。
    本书适合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经济理论工作者以及对经济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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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新机制保障西部城乡协调。
城市和农村是社会中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
当前，我国在城乡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式直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而西部地区在这一点上
表现得尤为明显。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阻碍了城乡生产力协调发展，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产生了日益复杂的城
乡利益矛盾。
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体制性因素，建立协调城乡利益关
系的运行机制，使城乡多元化的利益关系得到调节，进而实现城乡利益关系的整合。
这个整合过程就是城乡关系一体化的过程。
因此，城乡关系的改进，应以建立城乡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
　　本书从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提出应该建立和完善以下三个协调城乡发
展的运行机制：①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基于产业协调的机制。
产业协调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间的互动与互补、产业间与城乡间的要素流动以及产
业集聚上。
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问的互动与互补，可以增强产业发展活力，提高产业的竞争效力与经济效
益，扩大其规模，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市场；产业间与城乡问的要素流动，可以
提高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从而带动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产业集聚有利于产生
聚集效应，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以此为发展基点，发展经济，从而实现城乡协调
。
②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基于就业协调的机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要求产业结
构优化，要求能够满足人们发展和享受需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提供了巨大的就业空间；同样，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观念的全面更新，培养了他们
求新、求强、敢于实践的主体意识和勇于承担风险的意识，增强了他们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
③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基于利益融合的机制。
推进城乡利益融合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利益融合的目的是通过城乡之间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城镇带动乡村，以乡村促进城市
，促使农民由农村向城镇集中，从业人员由农业向非农产业集中，工业由分散向园区集中，公共设施
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公共财政由城市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由城市向农村传播，实现城乡发展政策一
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服务功能一体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社会进步一体化等，让农民
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待遇，使整个城乡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城乡利益融合不仅涉及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政策措施的变化，还涉及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布局和利
益关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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