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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以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要

素双向互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脱

贫攻坚战役虽已取得卓著成果，城乡关系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是影响社

会发展的重点问题。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导向。梳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形成基础和主要内容，回顾马克思城乡关

系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以从中获取新的启发以更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充实中国在城乡关系方

面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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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o smooth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help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by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alizing two-way inter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
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satisfying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Although China’s battle 
against povert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mains a key issue 
affecting social development.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
ist theory, providing rich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
ban-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ort out the basis and main con-
tents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review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gain new inspiration from i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nrich Chin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urban-rur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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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

持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解决城乡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手段，

蕴含了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不仅是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完善城乡关

系的实践探索。脱贫攻坚战役的顺利完成，使我国在城乡关系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城乡关系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完成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也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使命。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

导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宝典，为确保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认真梳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相

关内容，并结合现实因素从中获得启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形成基础和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到，“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2], p. 237)，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贯穿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影响着整个中国的

城乡关系发展进程。追本溯源，厘清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形成逻辑和具体内容，筑牢理论基础，对

引导实践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2.1.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形成基础 

任何伟大成就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也不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就能形成的，必然是要站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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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肩膀上，总结前人经验，立足当下实践，以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正是在继承前

人的城乡思想过程中并结合时代背景逐步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等人关于城市的具体构想，英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对城市问题的研究，还有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均是马克思城乡关

系理论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3]。傅立叶提出的“和谐制度”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以生产资

料私有制为基础，但其中涉及的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工农结合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亚当·斯密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对城乡关系演变历程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乡村的发展决定了城市的发展，

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生活资料；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动城市发展，此

时城乡相互促进；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使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开始对立分离；而当

生产力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时，城市开始“反哺”农村，最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黑

格尔的“市民社会”的劳动思想中，对城乡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根据劳动的特性，社会分工的不

同，使得农业劳动者和工商业劳动者开始分化成两个阶级，进而导致城乡出现城分离和对立，这为马克思

探索城乡关系提供了线索。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跳出了前人思想的框架，打开了新的城乡关系格局，点明

了前人理论上的缺陷，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城乡关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2.2.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 

由于工业革命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城市化促使大量无地

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伴随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利益分歧

越来越大，至此城乡关系已由分离转为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看到了在城市无限扩张，看似繁荣的

背景隐藏的祸患，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城市发展思想，在运

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透彻分析城乡之间的关系，为其他国家城乡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城乡关系运动发展的历史规律，提出城乡关系的

发展可分为混沌一体、分离对立、融合发展三个阶段[4]。“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

统一。”[5]这个时候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无明显的社会分工差别，城乡关系处于混沌一体

阶段。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化，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

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6], p. 
520)。在资本利益的诱惑下，城市生产力以远远高出农村生产力几何倍的速度发展，甚至城市开始掠夺

农村的资源，农村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导致城乡经济严重失衡，城乡对立的矛盾越来

越尖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主要原因，指出城乡对立最终会走向城乡融合，认

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 p. 422)。而“城乡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

围内才能存在”([6], p. 556)，简而言之，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当

生产力高度发达，城乡就会由对立走向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马克思将城乡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依存到对立再到融合，阐明了城乡关系的大致阶段。可见一斑，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得以改善的

关键一环，也是城乡关系得以发展的必然走向。 

3.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 

中国城乡建设坚持以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为基础，与中国城乡发展现实国情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的基础上，推进城乡关系相关政策的改革与实施。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城乡关系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和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城市是一个国家先进生产

力最直观的体现，党中央在此之前就作出国家发展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但这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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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为了发展而放弃农村，而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重工业，农业工业并举发展。在此基础上，

城乡兼顾思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乡关系，但由于管理严格户籍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

现实因素，城乡兼顾思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免有出入，理想预期与现实结果出现严重偏差，导致城

乡发展差距鸿沟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结构由此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重新审视城乡发展关系，提出城乡互助思想，“工业支援农业，

农业反过来支援工业”[7]，农业的发展帮助工业建设，工业带动农业进步。市场经济的推行以及大力发

展乡镇企业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户籍制度的变动，允许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使城乡

之间往来更加密切，整个社会经济复苏，呈欣欣向荣之像，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 
城乡关系发展进入新的篇章，城乡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三农问题成为全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农村发

展短板问题亟待解决，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8]，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二

元结构开始消解。但城乡关系虽已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9]，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城乡二元结构根本动摇。基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具体现实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发展阶段，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包括“三步走战略”“小城镇大战略”

“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等，这些创新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

想中有关城乡发展的理论，也为世界解决城乡关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一直将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作为奋斗目标，在这

个过程中，党和人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失败有成功，此期间获得的经验对中国探索未来的发展

方向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4.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对推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融合阶段。中国的城乡关

系建设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做出具体规划。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从理

论基础还是实践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

对中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4.1. 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农业发展关乎国家未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城乡关系，明确指

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0]。解决农村发展落

后问题，构建发展新格局，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目标。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

衡问题，关键突破点就在于农村发展。提高农村产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实

现城乡互补，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战略举措。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努力，农村发展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最显著的问

题在于农村发展却与农字背道而驰，耕地建筑，非法占地现象比比皆是，导致农业发展受到极大破坏，

强国必先强农，要巩固好农业发展这个大根基，既保护传统农业发展，也要应时代要求发展特色农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尚需各行各业共同助力，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城市加以扶持，

吸引各路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进行乡村投资，集群众之量，聚百家之长，促进乡村生产力发展，建

设政治引领经济、经济促进文化、文化影响政治的新时代农业农村新格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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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础这个主要矛盾，实现产业振兴，调整政策，吸引人才共建家乡，“实现城乡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有机融合”[11]，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2. 坚持以业为基，实现城乡特色发展 

习近平指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12]
农村发展有别于城市发展，除却地理环境的天然差异，也有经济文化的不同，城乡融合自然也不意味着城

市和乡村的完全等同，而是优劣互补，联动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追求的是城乡二者之间的融

合发展，一味向城市靠拢，反而会使乡村丧失活性。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对生活水平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追求符合生产力状况的现代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提高人民生活

幸福指数的关键步骤，必将呈现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使之与现代化城市协调发展，共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和乡村。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业为基，以产业发达带动经

济发展，而不是一味的向水泥和高楼的现代化城市靠拢，脱离实际状况进行发展。要深入挖掘乡村发展的

多样性，发现乡村文化的多元性，注重乡土风情和人文情怀的保留。城乡融合发展要符合客观实际，尊重

差异性，既保护乡土特色，也追求现代城市文明。农村具有城市没有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虽然传统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已显落后，但在发展乡村经济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靠山发展养殖业、畜

牧业，靠水利用水资源，夯实产业基础，寻求效能最大化，当然，在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的同时，

也要珍惜资源的有限性。一方山水一方人，城乡融合的实践路径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建昌县地处革命老

区，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掘了自身的特殊性，有效利用现有的悬崖、峡谷、河流、特殊地貌等自然生态

景观结合人文理念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产业，激发了当地百姓的内生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13]。
新乡县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优势、交通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14]。
打造特色城乡关系，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实情，调动居民积极性，理论加之实践，共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4.3. 坚持以人为本，激发人民主动性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城乡关系的主要推动者，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享有者。中国的城乡关系随

着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经过多次调整，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系列

演进，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利益。民者，国之本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尤

其是农民群众作为调整和变革城乡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15]，其所蕴涵的力量无

穷尽也。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的发展较为落后，解题的关键点自然而然落在了农村和农民群众的身上，

保障基本民生、健全公共服务设施、振兴乡村产业、强化人才培养，把农村打造成现代化新家园，吸引

大量人才返乡，运用所学与扎根大地的农民群众共同建设自己的家乡，不仅激发了人民的主动性，同时

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二者合力创造出新的奇迹。民富才能国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本就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才能更好的实现城乡一体化，进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驽马十驾，功在后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优劣互补，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在于人，就是为了

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这是一个要求全民参与的伟事，凝聚了党和人民的心血，

聚焦了城市和乡村的目光，承载了市民和农民的共同期盼，拉近了城乡的距离，使人民特别是农民有了

更深的参与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感。城乡融合发展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坚持人的主

体性，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社会共同进步。 

5. 结语 

“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

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至引起疾病，而被用作植物的肥料。”[16]马克思揭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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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阐明了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的城乡关系实践一直以马克思城乡关系理

论为指导，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创新，也曾遭遇现实的阻碍。由于国家发展状况需要，

迫于当时形势，党从全局观出发，以全新视角构建中国城乡关系，曾出现过重工轻农的战略性调整，后

有“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后续措施，农业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稳定的基本

保障，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忽略。2024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即 2024 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指出要统筹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依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良效互动，构建城乡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国家进步的重大战

略部署，也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理论有结点、实践无尽头，城乡融合的可持续性

发展离不开理论支撑，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智慧，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世界也

慢慢地看到了中国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党和人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或失败或成功，都将是我们

的宝贵财富，获得的经验也终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探索方向有所启示。时代是出卷人，党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如何，交由人民来答复，交由时间来见证。新时代青年要肩负起历史

赋予的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完成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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