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这1300万人今年如何进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玥 温济聪 张 雪

这5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从52.6%提
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
城镇居民，成绩斐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将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今年再进城落户
1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
1300 万人进城，将为城市带来什么？面
临哪些困难？新市民同等权益如何保
障？带着这些问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
网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2017年，全国进城落户人口达1330
万人，这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的结果。新型城镇化的核
心是人的城镇化，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
进城落户的问题，可以增加劳动力供
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释放经
济发展的内需潜力。

“城镇化是大趋势，对城市发展有着
积极意义，我们要顺应这个潮流。”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主任郑秉文表示，现在城镇劳动力人
口急剧减少，正处于拐点上，用工荒问
题比较突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每
年固定有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来，对城
镇劳动力是个补充，对经济发展的好处
不言而喻。

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50%，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截
至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8.52％，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末提高 1.17 个百分
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比上
年末提高 1.15 个百分点。这 5 年，城镇
化率从 52.6%提高到 58.5%，8000 多万
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
研究所所长丁金宏说，这些进城的农业

转移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
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成为城市的
劳动者、创新者，为城市带来了生产
力、活力和创造力。缺了他们，城市运
转就难以保障，也缺乏效率和竞争力。”

农业转移人口带来活力的同时，面
临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当务之
急。”丁金宏委员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今年再进城落户1300 万人，“进城落
户”包括进城和落户两个步骤。由工业
化推动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
国普遍经历的发展道路，它是农民的生
活场所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社会身份从
农民转变为市民的两个紧密接续的过
程，如果迁移与转变这两个过程接续不
畅，就会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引发
一系列社会问题。

丁金宏委员表示，我国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8.52%，但是户籍
人口城镇化比重只有 42.4%。这意味着
全国约有 16%即 2.24 亿人在城镇生活，
但却没有城镇户口，其中大多数是进入
大中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处在非城非
农、半城半农的身份“悬置”状态。“面
对城市社会的文化落差和生活高成本，
他们有进不去的无力感；顾盼家乡日渐
陌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有回不去的
无奈感。加快推进进城农民工的市民
化，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核
心任务。”

权益保障成重中之重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并不
仅仅是户籍所在地的一纸变更，其背后
更承载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使命。
当前，新市民的关注点已经从工资待
遇、五险一金、工作环境等问题，转移
到如何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子女接受更
好教育等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武义县柳城
畲族镇青坑村村委会主任俞学文表示，
1300万人进城，新市民同等权益如何保
障将成为重中之重。要让新市民真正享
有市民所拥有的各项权益，包括医疗、
卫生、教育、就业等各种社会保障，让
他们真正适应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融
入城市发展之中。“让1300 万人愿意进
城，获得更好的住房和子女教育，就要
首先保证他们的就业。如果缺乏稳定的
城镇就业，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那就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郑秉文委员表示，改革开放以来，

每年有一两千万人从农民变为城镇居
民。在社会保障方面，各地的做法不尽
相同。“新农保和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并轨’后，由于二者制度模式是一
样的，农民进城后只是身份变了，但依
然在城乡居保制度里，制度不用转换。
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保制度基本不存在
障碍。”他建议在配套政策上着力，让
新市民加快适应身份转换。

“在增加进城农民工福利的同时，
不能给城市增加过大负担，尤其不能让
现有的城市居民利益受损，不能顾此失
彼。这就必须从增量上做文章。同时，
立足城市的户口制度改革，需要与立足
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相互配合，与
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就地城镇化战略相结合，推动实现
农民市民化城乡联动改革。”丁金宏委
员表示，这需要国家政策支持，乡村振
兴战略也会开拓城镇化的新局面。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建议，通过大力
发展都市圈，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农
民市民化。“‘都市圈’是指一个中心
城市和周边若干个区域之间有密切关
系，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通过轨道
网络交通把周边半径约 50 公里的区域
有机地联系起来。都市圈的建设还可以
进一步扩展到都市群、城市群，这样
能够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加
快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俞学文代表认为，在提
供政策支持的同时，新市
民 也 要 用 勤 劳 的 双
手、智慧的大脑努
力工作，“新市
民 应 多 参 加
技 术 、 技
能 培 训 ，
开 阔 视
野，提升
工 作 能
力，积累
较为丰富
的工作经
验，发挥
吃苦耐劳
的 精 神 ，
为新型城
镇化贡献
自己的力
量”。

文化创意赋能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经济结构
加快优化升级。“与以往大众型、粗放型消费不
同，如今文化产品消费已进入个性化、多样化
新阶段。”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醴陵市醴泉窑
艺陶瓷有限公司总设计师黄小玲一边用自己

带来的釉下五彩瓷手握杯泡茶，一边和另外两
位全国人大代表聊起了文化产业新动能培育。

“好的文化产品、文化品牌要敢于走出去，
重塑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形象。”这几年，黄小
玲代表多次将有1700多年历史的醴陵瓷器带
出国门，受到外国友人的称赞。“这让我真切感
受到，文化产业只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贴近
市场转型升级，就能获得发展的强大动能。”

黄小玲代表说，近几年，她明显感觉到消
费市场不断转型升级，大家更愿意花高价钱买
好东西。“文化企业需要抓住机会，在传承传统
文化的同时，精准把脉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提
供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新蕾刺
绣部主任成新湘展示了一款特殊工艺的湘绣
笔记本。“不仅笔记本外壳上面的喜鹊全部是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而且还创造性地加入了指
纹加密的‘黑科技’，很受市场欢迎。”成新湘代
表介绍，他们还在钟表、灯具、箱包等生活用品
中增加湘绣元素，让湘绣融入现代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花
鼓戏保护中心副主任杜美霜说：“文化品牌需

要
不断创
新，提供更
好 的 文 化 创
意、文化产品和文
化 服 务 。 比 如 花 鼓
戏，如果唱的总是那几
出，跟不上时代变化，不
仅年轻人不爱看，老观众也
会流失。”杜美霜代表认为，要
提高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一是
要打破管理机制、经营方式方面存
在的藩篱，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创
新、创造提供条件；二是要提高文化产
业从业人员的福利待遇。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当前
有文化却无品牌、文化产业大而不强等
问题。”成新湘代表说，“文化产业创新、
文化品牌的培育离不开政策扶持，要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盗版打击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

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意义重大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从全国来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还有 16 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农民进得了
城、落不了户的问题比较突出。”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来龙村党支部书记胡为义说，要支
持试点地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胡为义代表认为，必须通过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
化率，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城市保障房和公共服
务，从而释放巨大的城市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要加快实施财
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城镇建设
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的
机制，根据试点地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
量，加大奖补力度，给予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
标的倾斜。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最关键的是盘活城乡土地资
源。胡为义代表认为，要支持试点地区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试点，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
规划、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
入市、同权同价，同时提高被征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
收益的比例，对农村宅基地实行自愿有偿的退出、转
让机制；支持试点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
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提高抵押贷款比例和规
模，扩大抵押贷款覆盖面；支持试点地区开展土地整
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允许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在全省范围内交易，通过扩大交易范围、提高交
易收益，切实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本，解决影响城乡
一体化建设的资金和土地瓶颈问题。

进得了城还需落得了户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
城镇化，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
进城落户的问题，可以增加劳
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有利于释放经济发展的内需
潜力

要让新市民真正享有市民
所拥有的各项权益，包括医疗、
卫生、教育、就业等各种社会保
障，让他们真正适应城市的生
产生活方式，融入城市发展
之中

成新湘代表（右）向杜美霜代表展示她带
来的“黑科技”笔记本。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醴陵市醴泉
窑艺陶瓷有限公司总设计师黄小玲：

文化企业需要抓住机会，在传承传
统文化的同时，精准把脉消费者的需求
变化，提供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和
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
区花鼓戏保护中心副主任杜美霜：

文化品牌需要不断创新，提供更好
的文化创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新蕾刺绣部主任成新湘：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当前有
文化却无品牌、文化产业大而不强等
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来，我国城
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13亿多人口的大
国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这是历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首次提到“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工
作取得巨大成就，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7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1351 万人，创历史新
高，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近 10 年来较低水
平。就业无疑是过去 5 年成就的最大亮点

之一。
展望今年就业形势，莫荣委员认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
持在9亿人以上。2018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
仍将处于高位状态，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
劳动力在1500万人以上，其中今年的高校毕
业生就有820万人。在就业总量矛盾不减的
情况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也面临更加突出的
形势，主要表现在：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劳
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技术技能人才
短缺，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技术

进步、结构调整对就业的挑战日益突出。
莫荣委员认为，就业形势能够保持稳定，

关键在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以及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据测算，在
6.5%的预期增长目标下，经过努力1100万的
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要
兜牢就业这一民生‘底线’，仍有大量工作要
做。特别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就业的结构
性矛盾问题十分突出，导致了企业招工难、劳
动者就业难，解决好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
莫荣委员说。

33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人大贵州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人大贵州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全国人大代
表宋水仙表宋水仙（（右二右二））就如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建议就如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建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景录李景录摄摄

3月5日，人大云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杨洪波代表
（中）在发言中提出，要让新市民获得更好的住房和子女教育。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门市东宝

区来龙村党支部书记胡为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