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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的义乌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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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城乡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浙江省义乌作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

具有特色与典型的县市，义乌市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实际，从市场辐射带动城乡，统筹城乡建设发展，形成全面协调

发展的具有浙江特色的融合之路，探索具有城乡地位平等、发展机会平等的地区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借鉴义乌

的发展经验，以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引领，让优秀的标兵带领前进，从而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

浙江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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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Yiwu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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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key to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ath. Yiwu, 

Zhejia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county and city with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untry’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ha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combined with local realities, driv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market radiation,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med a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of integration with 

Zhejiang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equal status and equ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Learn from Yiwu’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ake representative cases as the guide, let excellent pacesetters lead forward, so as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Key words :  Yiwu experienc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ath

在20年前，浙江省省委多次到访义乌并提出了深入研究“义乌现象”，总结推广“义乌经验”。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共

同决定要深入学习宣传义乌发展经验，经验之一便是强调了注重城乡统筹。同年六月，在城西街道横塘村调研发现，建设好社会主义新

农村，是要逐步使广大老百姓过上和城里一样的文明生活。义乌构建1（城区、镇区村213个）+X（中心村74个）+Y（保留村155个）

布局体系，有机融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乡村。不断推进“千万工程”，践行“八八战略”，创新性地提出“中国众创乡村”的

主题定位，并以高标准撰写了《义乌市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以进一步提升广大农户的生活幸福感与得到感。在发扬本土特色小商

品经济的优势下，通过“点 —— 线 —— 面”的发展布局，推进“以工哺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策略，制定城乡规划布

局，推进城乡融合。[1]

一、走城乡生产发展融合之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一）破除户籍制度限制，建立公正平等就业制度

义乌市积极推行多项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招聘补贴、就

业扶持、财政补助等，旨在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公平就业。同时

通过推进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相协调，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从而

日益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使得城乡界

限逐渐模糊，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日益缩减，推动全市社会全面和

谐健康发展。义乌市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引进更多高

素质的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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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序就业。

（二）提升就业技能训练，加强农民就业创业本领

为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义乌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校企合作联动模式的建立、互联网 +线上商贸经营等新模式，加

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推动实施就业技能培训项目，组织职

业技能培训等。此外，义乌市还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实

习实训、职业技能提升和创业技能培训等，支持高校开设职业技

能培训课程，提供技术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为义乌市农民的

创新创业和就业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三）充分兼顾农民利益，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

义乌市立足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

措施，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充分尊重农民合法权利，营造宽松良

好的调查征收环境，及时给予适当的补偿，对农民的合法权益给

予有效保障。对被征地的农民提供帮扶，使农民利益最大化。对

于被征地农民提供合理的补偿安置办法，保障基本的生活制度。

二、走“以工哺农、以商强农”融合之路，促“以城

带乡、城乡互促”科学发展

（一）积极实施“以工哺农，以商强农”战略，大力推进农

业产业化

义乌商贸业的迅速发展凸显了农村农业经济效益较低的问

题，突出了农村发展的相对落后。因此，2003年率先制定了《义

乌市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推动了城乡共同发展的战略决策，

实现了全省首个城市统一街区的分布方案，基本完成了乡村向街

道、农户向城市、农村向企业的过渡，逐步实现了城乡融合。[2]

义乌市研究把握城乡发展融合一体化规律，城市对乡村的发展要

求以及商贸对于农业的推动作用，基于协调发展理念下促进农村

和城市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农村发展。通过农村农业“强龙”工

程，打造农村农业产业化的氛围并加速其建设，对想要投资农业

领域的工商业主加强鼓励，强化产业扶持资金，加大建设力度。

主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乡村振兴的活力。 

（二）乡村分期分批建设，实行“同标准、共规划、齐管

理”要求，加强统一管理与建造

义乌乡村发展获得市财政重点关注，按年度设定专项资金在

经济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义乌市积极展开美丽乡村建设，从

“村庄绿化、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优化”，扎实

开展村庄“穿衣戴帽”活动。分期分批大力建设现代化新社区，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让原来基础相对薄弱的落后乡村展现出不断

建设后城乡融合一体的全新面貌。在供水、电力、交通和农村等

基础建设的领域实现了城乡共建共享经济，在党的指引下，在农

业生产“三位一体”改造、农业产权制度改造、城市新型社区集

聚工程的有效实施下，让城乡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市区城乡间已

基本完成了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一体化，中心城区与各乡镇（街

道）间已形成了高等级路网，基本形成“十分钟经济圈”，通村

公路实现等级化、硬面化。

2013年，义乌市政府出台了《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

施办法（试行）》1，增加村域间的融合发展，村落之间联合集中

共建。在乡村宅基地的置换上方式多样，如大陈二村，率先开展

了旧村改造行动，村民根据经济条件可以选建单体垂直楼、单体

别墅和连体别墅，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可以获得村集体提供的面

积142平方米的统一套房。经过旧村改造，大陈二村实现了华丽蝶

变，一些之前搬到城里居住的村民重新回到村里，形成“新”农

村向城市的转型。城乡融合一体规划和建设下，让城市乡村有机

融合，减少城乡分割和发展的落差。

三、走城乡生态资源整合融合之路，促进资源整合效

率提升

（一）着力发展乡村生态经济，创新农村建设，注入新活力

义乌市政府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不断深化“千万工程”建设上下硬功夫，制定“七个一”标

准，要使每个村庄都有一条合理的整体规划和无违反规章制度建

筑的村貌、一条清洁生态良好的河道，或一座绿化秀丽的青山、

一条完善的垃圾处理和回收制度、一块耕种有效的良田、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和富民产业、一个和睦友好的

民风环境，拥有一个有强大有战斗力的班子，能够切实提升并优

化农村品质。义乌市积极主动挖掘乡村的多重价值，科普教育、

农耕自然体验、休闲旅游等不同项目各领风骚。沿线辐射带动了

200多个美丽乡村，形成了组团化的规模效应。如义乌市何斯路村

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该村遵循生态资源整合之路的发

展规律和需求，既注重经济的发展，也要注重农村生态的价值，

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村产业的综合效益。[3]

在后宅街道围绕“八八战略”，曾经贫穷的小村庄“水牛角”

村（意味着没有希望的村庄）到如今“火出圈”的众创乡村李祖

村。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网、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

报等中央媒体高度聚焦，“扎堆儿”报道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

李祖村抓住“千万工程”的契机，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积极

发动村民众筹打造了村内特色街，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

致富。创业项目带动了100多位本村和周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村民众筹创办品牌餐厅，仅仅用半年时间收回成本，年利润

达50万元。村里统筹规划一条小木屋让村民开店经营，出售本地

的特色品牌美食，扎染手作，咖啡店等。其中，由清华大学文创

学院“乡村特派员”创办的“蒸馏器咖啡馆”火遍义乌，最多的

时候一天就能卖掉100杯，很多人慕名而来，在小红书同城咖啡

店榜单上名列第一，为李祖村引流近5万人。李祖村在交通便利和

浓厚的人文环境下，孵化许多有意义的乡村创新创业项目。在近

几年的发展下，已经吸引了两百余名乡村创客逐梦乡野，乡村创

客们在这里感受到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情怀、不同有趣。这些组

合在一起，李祖村成了“宜居、宜业、宜游”的全国文明村。

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依托义乌国际商贸城特点，借助

义乌电子商务优势。培育了青岩刘村等一大批依靠电商而起的农

1　王红：《内涵提升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考 —— 以义乌为例》，《上海市经济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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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电商精品村，比如在2015年青岩刘村里的网店数量已经是村

民户数的十倍，网络直播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虚拟空间服务实

体经济，开拓巨大的网络市场经济空间。像这样的电商村庄还有

很多，农村电商服务点879个，淘宝村累计达222个，电商镇13

个，带动近20万农户触网创业，因此，义乌被阿里巴巴研究院

认定为全国最大的淘宝村集群。通过现代流通体系和电子商务平

台，让乡村融入开放型经济，参与国际国内大循环，推动城乡统

筹协同发展，让义乌的美丽乡村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国企 +精品线”的新模式，走有针对性的城乡融合乡

村建设之路

义乌通过大胆创新，构建国企与乡村的合作，利用国企和农

村企业的联合，建立了国企结对合作共建美好农村的体系，构建

了一条以八大类国企为基础共同建设美好乡村的新体制，而这种

体制中主要是由八大企业来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植

入，并因地制宜差异化打造了出国十条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城市

美好农村精品线路，同时结合四好农村公路的建设经验，利用由

红黄蓝三条彩线组成的市域美好农村大环线，将国有企业的资本

和人才等资源有效地进行利用并针对性投入乡村振兴建设。创设

“国企 +精品线”的新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以此为抓手，联合政

府、国企、村庄携手联动推进，挖掘整合村内传统工艺、生态人

文、人物传记等文化遗存，共建“众创共享”“一村一品”的个

性化特色模式，将国企结对、美好农村、产业发展等元素进行有

机融合，打造一幅城乡结合、互利共赢的新时代美丽画卷，成功

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经验，打造独具特色美丽乡

村体验。截至目前，全市域已累计创建省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

398个。

越来越多的乡村在政策的指引下迎来蝶变。积极发展以生态

旅游、民俗文化、休闲康养为代表的服务业。以烧制陶缸闻名的

缸窑村，每逢节假日人头攒动，有带着孩子来陶艺体验中心体验

DIY陶艺的乐趣，有带校内学生来观赏研学各年代的缸器，了解

“缸”文化。该村对古建筑的维护也非常到位，古陶博物馆，陶罐

成为最有代表性的“金名片”，历史上的器皿重焕生机。

义亭镇的古法红糖烧制声名远扬，“红糖飘香线”顺势而起；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者陈望道的生养之地就在分水塘村，分水

塘村秉承望道精神，接续“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红色力量，深

入推进望道信仰线的建设，将红色文化和生态建设相结合。还有

上溪十里桃花坞乡村旅游；大陈端午龙舟竞渡等特色民俗旅游项

目也同样闻名遐迩，通过农村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业的结合实现

了农业与文化、民俗、旅游的互利共生。

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拓展，见证义乌的发展仿佛

是在见证浙江的发展，它正是浙江成长的一个形象缩影。义乌人

民通过实践创新的发展经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小康社会创造了

经验，这又是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一步步走向科学发展轨道的创

新实践，是为实现创新发展目标的生动样本，是浙江人民创造的

“浙江经验”的生动体现和有机组成部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大力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改革攻坚、

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义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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