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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州地区城乡发展现状分析

（一）常州城乡发展概况

1.常州乡村人口发展概况

由表1可见，2020年常州乡村人口数达到近216万，其中乡

村实际从业人口数接近127万，其中乡村从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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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业，农林牧渔人口仅为21万左右，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

机耕面积为142千公顷。各区乡村人口分布上，以武进区和溧阳区

乡村人口数较高，天宁区和钟楼区乡村人口较少。其中武进地区

乡村人口从事工业和建筑业数量较高，次之为新北地区。在农林

牧渔业人口分布上，溧阳市从业人口最多，接近7万左右，次之为

武进区和金坛区。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1]。农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高质量乡村振兴，以及城乡产业有效融合。

常州自古为鱼米之乡，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第一产业在 GDP占比份额逐渐下降，农村人口出现结构性失调。当前，如何将

常州的工业和服务现代化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推动常州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成为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



2024.3 | 033

表1：乡村人口从业情况及机械化情况统计

地区

乡村总

人口

（万人）

乡村实有从

业人员数

（万人）

农林牧

渔业

（万人）

工业

（万人）

建筑业

（万人）

机耕地面积

（千公顷）

总计 215.57 127.45 21.18 61.57 61.57 141.79

市区 154.69 95.4 13.84 52.43 52.43 82.58

金坛 37.98 21.18 4.91 8.61 8.61 34.95

武进 60.96 38.37 5.81 21.04 21.04 21.61

新北 33.82 21.15 2.3 13.12 13.12 20.79

天宁 10.15 7.5 0.6 5.56 5.56 2.67

钟楼 11.79 7.2 0.22 4.11 4.11 2.56

溧阳 60.87 32.05 7.34 9.13 9.13 59.21

数据来源：2020年常州市统计年鉴

整体来看，乡村劳动力丰富，主要集中于非农就业。地区农

业人口存在着显著差异。劳动力年龄结构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状

态，尤其是武进地区在劳动力人口结构上存在着失衡。

2.常州产业发展概况

常州地区经济发达，但存在着区域不平衡。据表2所示，武进

地区和新北地区生产总值较高，分别达到2607亿元和1631亿元，

次之为溧阳市，其它地区相对较低。从产业发展来看，常州整体

产业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产值最低，其中武进、金

坛和溧阳地区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产值高。在第一产业发展方

面，溧阳产值最高，次之为武进区和金坛区，新北区、天宁区和

钟楼区第一产业产值较低。溧阳地区农业、渔业产值占比较高；

金坛地区牧业产值占比达到了43%，农林牧渔服务业和渔业占比

次之；武进区主要产值来源于农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在企业数

量方面，武进区的企业数量最多，达到了2066个，次之为新北区

为1250个企业；其它几个区域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表2：各地区产业发展统计表

地区 总计 市 区 金坛区 武进区 新北区 天宁区 钟楼区 溧阳市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7805 —— 973 2607 1631 808 756 1086 

第三产业 4025 —— 440 1173 813 596 529 492 

第二产业 3616 —— 494 1394 798 204 224 540 

第一产业 164 —— 39 41 20 8 3 54 

农林牧渔总产值（万元） 2784506 68% 26% 23% 12% 5% 2% 32%

农业产值 1506758 67% 18% 29% 13% 5% 2% 33%

渔业产值 813975 61% 34% 13% 7% 6% 1% 39%

牧业产值 194037 82% 43% 16% 15% 7% —— 18%

农林牧渔服务业 250308 82% 37% 22% 19% 3% 1% 18%

企业单位数（个） 总数 —— 510 2066 1250 441 303 495

数据来源：2020年常州市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常州地区生产总值整体上表现第二、第三产业发

展迅速，特别是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尤其武进地区第三产业产值

占比较高，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有融合发展空间。

二、常州地区城乡融合难点和堵点分析

当前，常州地区面临着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农村固定资

产未能有效盘活，未能充分创造经济价值等问题。

（一）统一大市场面临城乡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化制度约束

常州农村目前已经形成与城市流通的商品市场，但是受国家政

策机制约束，常州农村与全国多数乡村一样面临着缺乏土地市场、

住房市场、抵押市场。同时常州农村固定资产财产缺乏交易机制，

也很难货币化，也缺乏流动性，在住宅、林地、集体财产权等方面

缺乏交易性；第一产业整体在资源的使用效率低，第一产业 GDP占

比较低。常州地区农村财产权未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升值，农民难得

乡村固定资产盘活政策红利。常州地区农村缺乏财产变现为流动收

入来源，居民财产净收入水平相对省内其它地区较低。

（二）农业土地资源紧缺，农业附加价值低、工商资本对农

业投资乏力。

随着常州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城镇工业和住房占用土地

资源较多，农业用地受到一定的挤占。特别是武进地区、新北、

钟楼和天宁地区农业空间相对有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带来

挑战，农业可发展空间集中于溧阳和金坛地区。而且基于农业附

加价值较低，区域农产品具有高度替代性，农产品品牌缺乏特色

优势，导致工商资本对投资农业的动力不足。不确定性因素导致

工商资本对投资预期下降，也为常州地区城乡融合和发展带来一

定的挑战。

三、健全常州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实施高质量乡村

振兴战略

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需要建立有效乡

村资源要素配置体制和机制，政策支持来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并

促进常州乡村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一）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率，减少农业从业人口，推进乡村

高质量振兴

实施高质量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劳

动力资源能自由流动 [2]。只有进一步的减少农业人口，才能够为

常州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更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才能为常州

地区城乡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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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持续推动农业过剩人口推动农民市民化。现有研究表明，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同等义务教育，可以有助于推进城镇化 [3]。

不容忽视的是，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会出现耕地撂荒的现象，

特别需要重视农业为主的溧阳地区耕地撂荒问题 [4]。因此，需要

将结合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情况，推动各类产业政策以及土地政策

从部分地区的特惠型制度转变为面向所有地区的普惠型制度 [5]。

一方面，对于农村改善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对于老

龄人口，需要给予养老和医疗方面市民化保障，以促使老龄人口

减少对土地生存性依赖，促进农业老龄人口退出农业经营；另外

一方面，需要针对农村适龄劳动力需要给予市民化福利，赋予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家庭居住、就医等市民化待遇，以确保农

业劳动力更好从事于非农就业工作。

（二）全方位建立城乡产业融合的体制和机制，实现乡村高

质量振兴

当前，苏北地区订单农业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取得了显

著成效 [6]。其中与返乡人才与当地农业产业融合有密切关系。此

外，为推进乡村振兴，还需要推进农村地区农民的教育质量提

升 [7]。高质量的农业人口是实现城乡有效融合的关键，为此，需

要为现有农业人口提供相关岗位就业技能培训服务，以促进农业

人口具有更好的从事农业和非农就业的技能。具体可充分利用常

州地区高校和科研资源，提供各类工业和服务业相关技能培训。

在线下培训的同时，需要结合数字化技术，构建服务于农业生产

和经营的线上培训平台。另外，推动常州地区城乡产业融合，还

需要兼顾常州各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常州部分地区农村发展不

充分的问题 [8]。对于产业融合缺乏资金支持的问题，需要充分发

挥银行信贷支农的作用，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推动城乡产业

融合 [9]。需要将常州地区现代化的工业技术和服务业与农林牧渔

业太发展进行有效融合，推动以科研院所、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主

导，对第一产业进行定点帮扶给予，第一产业以技术指导，促

进第一产业产品价值增值，推动第一产业产品更加便捷的提供给

城市居民消费。除此外，需要建立产业融合的利润获取及分配机

制，提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对乡村产业进行投资动力。具体可

通过给予工商资本以乡村产业投资税收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并

提供一定的投资乡村产业发展政策补贴方式，引导各类工商资本

投资于第一产业，促进工业和服务业与第一产业进行产业链深度

融合。

（三）整合乡村资源，建立乡村资源和农民财产城乡流动机制

当前，政府需要对常州地区的在有限的乡村发展空间进行系

统性规划，确保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空间，盘活乡村住房和农林牧

渔业各类资源。促进乡村居民居住空间整体优化，同时推动乡村

种植业空间得到有效利用 [10]。一方面，需要针对各地区乡村特

点，来统一规划乡村居住空间，生产经营空间、教育和医疗服务

空间，打造乡村空间功能化区。另一方面，需要对常州乡村各类

特色资源进行整合规划，政府建立需求交易平台，对于农村居民

的农产品、家庭农场等资源给予宣传，促进农林牧渔业与文化、

旅游、消费进行有效衔接，推动乡村功能多元化发展。

（四）政府推动数字技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产

业有效融合

数字技术是促进产业发展一项现代化管理工具，也是有效突

破时空限制，将需求和生产信息进行有效传递和衔接的渠道。为

此，需要常州市政府加大对产业数字技术的政策支持，推动各地

区和各产业加大对数字技术应用。将农业、林牧渔业经营智慧

化，实现乡村产业有效对接第二、三产业需求，推动乡村产业实

现高效、高质产出。一方面，可增加招商引入数字技术类高新技

术企业，推动常州数字技术产业链的集群化发展；另外一方面可

扶持本土数字技术产业发展，加大政策补贴力度，促进常州本土

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除此外，可以通过全国科研资源，来融入

常州城乡产业数字化，推动常州三产实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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