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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小城镇的发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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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是我国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本文结合重庆市近几年小城镇 

发展 的现 状 ，对重庆 市小城镇 的建设思路和 具体 实践进行 理论探 讨 ，提 出 了面临的 困难 和 

发展的机遇，为我国各地的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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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工业产品流向农村和农副产品流向城市的纽带，是构筑农村 

工业化的基石，铺筑了乡村城市化的道路，承担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可实现亿万农民向往 

城市文明的梦想。1997年3月 14 13，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市成为一 

个由1个特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4个小城市和 1 400多个乡镇组成的复合型城市，担负着大城市 

带大农村、大工业带大农业的重任。1997年末，重庆市人口为 3 04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94．58 

万人，占总人口的l9．54 ，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3O 的比例。加快重庆市小城镇建设，推动城 

市化进程，是实现重庆市城乡经济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在运用建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 

规划和工程项目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近几年小城镇发展的历程，对小城镇建设的思路和 

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建议 

1 重庆市小城镇建设的成就 

重庆市的小城镇建设从 1984年起步，特别是近五年来，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小城镇规划、建设 

和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96年重新修编了《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年至2020年)》，确定 

了按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的市域城镇体系结构 在规划方 

面一自1994年重庆市乡镇区划调整，撤区、并乡、建镇以来，小城镇规划开始了修编调整 到目前为 

止，全市累计完成593个建制镇(不含县城)和634个乡政府所在地集镇的规划修编工作，分别占建 

制镇和集镇总数的98 和 81 ，有力地指导了小城镇建设。 

1998年，重庆市村镇建设总投资达 127．42亿元，其中，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投人占38．52亿 

元，住宅建设投入占88．9亿元。村镇建设投资，有效地启动了内需，引导了消费，促进了地方经济的 

增长 小城镇内新建成道路66 km，累计道路总长达 2 829 km；新建成小城镇自来水厂 l3个，累计 

总数达到644个，日供水能力达到 6l_25万m ，建制镇用水普及率达 90．75；小城镇居民住宅竣工 

面积874．78 m ，人均住宅面积达到 2l_56 m ，老百姓行路难、吃水难、住房难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缓 

解；建制镇绿化覆盖总面积达2 317公顷，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不断提高。随着基础设施的 

逐步完善和配套，城镇综台功能和辐射功能不断提高，城镇的聚集功能不断增强。1998年重庆市建 

制镇(不含县城)新增建成区面积 18．27 km。，总建成区面积达 185 kmz，新增住房 9．17万户，新增 

居民22．05万人，总人口263．62万人，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到2002年，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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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镇建成区面积将由1998年 185 km 增加至260 km ，人口规模由263万增加至350万。 

例如，长寿县的云台镇从1995年开始小城镇建设，到 1999年城镇规模由原有的l_1 km 扩展 

到2．5 km ，形成了纵模交错的u条道路的城镇格局，累计投入城镇建设资金近1亿元，新建楼房 

13．6万 m2，改造旧房 2．5万 ，新增变电站、配气站、饮用水库各一座；荣昌县广顺镇近4年共投 

入建设资金 1．2亿元，完成了0．6 km 的新区开发建设，拆除旧房 13．4万 m ，新建房屋26万 ， 

新建市场 3个，道路4 550 m，架设 1O kV以上电力线1 200 m，安装主供气供水管道5 500 m，安装 

程控电话 2 000余部，并完成了架空通讯线路全部改为地下管网，新增城镇绿地 5 400 m 。 

2 重庆市小城镇建设的基本经验 

近几年，重庆市在抓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作法和经验，对于我们进一 

步加快小城镇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其中，主要的作法和经验是： 

1)合理定位，突出特色。针对重庆市地域广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历史沿革、经济发展等各方面 

都存在较大差异的特点，在小城镇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强化优势，合理确定经济发展定位，逐步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足县龙水镇的小五金、璧山璧城镇的制鞋业、万州熊家镇的建材业等，利用本地传统产业优 

势及区位优势，建设专业市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地客户进场经营当地名优产品，走工贸型小城 

镇发展路子；开县温泉镇、台川三汇镇等，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石灰石资源，内引外联兴办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就地将地下资源转换为经济优势，走加工型小城镇发展路子；奉节白帝镇、渝北统景镇、 

大足宝顶镇等，利用本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开发本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与旅游配套的餐 

饮服务业、宾馆娱乐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艺品加工业，走旅游型小城镇发展的路子；石柱西沱镇、 

丰都高家镇等，抓住库区移民搬迁机遇，将本镇建设成为交通方便、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的库区开发型小城镇；秀山雅江镇、合川二郎滩等，利用与外省接壤的区位优势，巧打边贸牌，争取 

市场优势，走边贸型小城镇发展的路子。 

2)加大投入，完善功能。基础设施是城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重庆市在小城镇建设中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突破口，千方百计加 

大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增强了发展后劲，为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例如，荣昌广顺镇近4年共投入建设资金3 000万元改善基础设施，增强了城镇的集聚功能和 

辐射功能，吸引了大批客商和周边农民进镇经商办企业、务工落户，镇域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去 

年全镇 GDP达 6．3亿元，工商税收实现 2 998．8万元，财政收入 3 208．9万元}粱平七桥镇近三年 

来也投入2 000万元进行基础设旃建设，硬化入场镇道路38 000 mz，建大型综合市场1个，吸纳进 

镇经商办企业人员3 000余人，发展个体工商户300余户，促进了小城镇经济快速发展。 

3)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三管齐下。重庆市在小城镇建设中，坚持走统一规划、合理利 

用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道路，切实加快小城镇的建设步伐。在铜梁县巴川镇的建设中，无论 

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开发，都坚持先统一规划，制定片区建设方案，然后成片改造，成片建设。在旧城 

改造中，他们根据不同区位，测算综合价金，坚持城市综合开发建设，实行以房带路，以房带基础设 

旃，对只拆不建的地段，由政府投入；在新区建设中，主要由政府统一征地后，先进行土地整治，搞好 

。三通一平 ，再对地块进行竞价转让，综合配套，杆 管、线等配套设施原则上由各主管部门自行无 

偿恢复，减轻了市政投入的压力。这样，在巴川镇的建设中，既减轻了政府对投入的压力，又加快了 

建设步伐，他们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旧城拆迁任务，拆迁危旧房约3O万m。，建成区面积由过去 

的 3 km 猛增到近9 km ，比原来增加了2倍。 

近几年来，重庆市在小城镇建设方面也存在～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从总体上讲，重庆市小城镇 

建设基础差、起步晚、发展不平衡 一是小城镇规划从总体上说起点还不够高，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 

http://www.cqvip.com


2期 庆市小城镇的发展与思 105 

明显滞后，跟不上建设的需要，规划的日常管理也不够严，违法建设时有发生；二是建设的整体水平 

还不高，建筑风格、城镇形象趋同，以致有的虽然建了不少房屋，城镇面貌的变化并不大；三是在规 

划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地上轻地下，重建房轻绿化，重生产设施轻文体卫设施的现象。四是城镇管理 

较薄弱，普遍存在以街为市和脏、乱、差现象。 

3 重庆市小城镇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四种关系 

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带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战略，是一项事关全局的系统工程。 

近年来，重庆市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为确保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应 

该正确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1)远与近的关系。各地在制定小城镇规划时，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对发展方向、发展重 

点和城镇规模等有周密的考虑。一方面，要立足长远，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配套，坚持高起点、高标 

准、高品位地对小城镇进行规划建设，确保小城镇建设有品位、有特色，30年至 50年之后不过时； 

但也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贪大求快、乱铺摊子的做法。另一方面，要从近处着手，从小处做起，确定出 

近期的重点，使小城镇能够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力求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最佳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条与块的关系。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一级的权限过小，许多设在乡镇的派出机 

构，乡镇一级“看不见、管不着”，已不适应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今后可以结合即将进行的机 

构改革，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条条向乡镇倾斜、集中，为其服务，做到“双重管理、以块为主”，使乡 

镇一级党委、政府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加大力度，集中精力抓好小城镇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工作，切实担负起小城镇建设主力军的作用；县、市、区一级的单位、部门要从大局出发，积极 

为小城镇的发展献计献策，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给予资金、信贷扶持，使小城镇尽快形成气候。 

3)内与外的关系。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小城镇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各地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内外兼顾”，做到境内资金与境外资金一起引，区内人员与 

区外人员一起来。一方面，要“服光向外”，积极做好招商引资工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 

境，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各种优势，让外地人员、资金进得来、留得住；另一方面，要“服光向内”，主动 

降低门槛，打开城门，吸引区内的农民和其他人员到小城镇务工经商，使民间资金从分散走向集中， 

从闲置转为投资，加快小城镇的发展。 

4)软与硬的关系。良好的软环境与硬环境同等重要，都是小城镇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不 

能过分强调优惠政策等软环境的作用而忽视必要的硬件建设，更不能只顾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人的 

素质的提高。在今后的发展中，各地在制定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强 

化服务意识，着力创优软环境的同时，要加大道路、桥梁、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合理安排好邮电、通讯、医院、学校、市场，尤其是文化娱乐等各项配套设施。在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还要特别加强小城镇管理，彻底改变小城镇长期存在的脏、乱、差现象，通过积极开 

展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提高小城镇居民的文明素质，并以此辐射和带动广大农民文明素质 

的整体提高。 

4 重庆市当前小城镇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设资金来源问题 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目前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但是重庆市的 

财政基本是“吃饭”财政，各乡镇政府工资发下来都有困难，用于建设的资金更有限。这就要求政府 

出台相关政策，拓宽小城镇建设筹资渠道。小城镇收取的市政设施配套费和交通重点建设附加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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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要留本镇统筹安排，同时，对小城镇的设施合理计价，有偿使用，“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 

的投资行为市场化原则，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外资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体制。 

2)土地流转使用制度问题。目前，重庆市人多地少，用地矛盾十分突出 在土地使用上，建议在 

遵循新《土地法》的前提下，在农村可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试点。鼓励进镇后的农民交出原来承包的 

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也允许他们保留一定的承包地，作为今后的生活来源。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实行迁村并点，腾出的村址退耕还田。对擐迁进城镇的农民，可以用原有的宅基地置换小 

城镇内的建设用地。在一定的政策范围内，允许农村土地进入一级市场，作为农民集体股入股，参加 

小城镇开发建设。 

3)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国家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按城市户籍管理有关规定管理镇区人口，建 

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允许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内自由流动。对在小 

城镇开展相对固定的经商务工的农民，可以允许他们转为城镇户口，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 

4)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必须改革现有的 

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适应小城镇建设要求的住房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和社 

会保障制度等。 

5 结束语 

总之，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1995年至 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直保持 

在 1O 以上，经济发展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同时，重庆市承担着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任，要在 

2002年通过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实现转移和吸纳9O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标，小城镇建设面临许 

多困难和挑战，但也给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重庆市小城镇的发展历程和具体 

实践，对我国西部山区小城镇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时，重庆市在小城镇建设中面 

临的资金、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 

论研究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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