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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策略方向之一是深化城鎮的發展。1979年改

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帶動下，中國成功把大約5億農

民改變為市民，但由於戶籍制度和社福制度沒有跟上，大多數是以農

民工的形態過著侯鳥型的生活方式。他們工作在城鎮，但保障在農村；

掙錢在城鎮，消費在農村。過年過節，就出現全國性的人口流徙，成

爲當代全球的一道風景綫。 

 

過去35年來，城鎮化的發展是全國經濟内引外聯的綜合宏觀發展的一

個不完全自覺的後果， 因此引發不少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民

生，道德和文化問題。今後35年的城鎮化發展，要求我們在過去的成

敗和正反兩方面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城鄉之間的資源重配，著重

綠色 GDP 的内涵，調動外資和民企以解決基建融資問題，減少對地方

政府公共財政的依賴，擴大民間參與基建的空間。地方政府官員的考

核升遷不能單以 GDP 論英雄，根治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爲，同時減少政

府包攬工程帶來貪污瀆職的機會。還要進行稅務的改革，讓地方財政



健全發展，不用靠賣地作爲主要的稅收來源，以免陷入惡性循環。 

 

在現代化的經濟發展這一個意義上，中國只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真

正發展起來只有35年。因此，地方官員缺乏完善的城市管理理念。由

於行政強有力的領導，對行政的約束機制缺乏制衡經驗可循，幹部提

拔和各種激勵機制導致地方的短期政績工程，不惜成本，罔顧效益，

大拆大建，輕視配套改革，同時對地方債務缺乏追究責任的機制。  

 

這一切，都需要檢討，研究如何深化改革。此外，還有中央和地方之

間的財稅改革問題，怎樣通過增加房產稅讓地方政府不過度依賴土地

出讓金，如何建立地方政府的債務平臺進行多元投資，還有戶籍制度

的改良，社會保障的可擕帶性，保證農業用地和建設規模農業，基本

資源如水電和天然氣等的有效供應和價格改革，城市流動人口的長期

化照顧，城管和市民關係的協調和政府体察民情的方法等，都有待由

習主席親自主持的深化改革小組深入研究，通過廣泛深入的探討作出

決定。一分政策，九分落實。重點在如何落實。 

 

各地的城鎮化是否能夠成功，還要看個別的具體條件。筆者過去兩年，

有緣到云浮和當地政府官員和民間企業接觸。估計到2049年，將會有

接近500個新興的，平均人口約一百萬的新型城市誕生，最後完成我

國城鎮化的夢，在白雲藍天下展現嶄新的面貌，而人民的素質不負現



代城市居民之稱譽。屆時毛澤東當年提出的所謂消滅城鄉差距的烏托

邦才會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實現。 云浮也許會是其中一個。 

 

前年我看過時代周報一篇報道，重點介紹了這個石材城， 引起我的

興趣。那時候，云浮剛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云浮石材博览中心，石材旗

舰项目正式启动，随之而来的是云浮市石材行业加快向集聚集约发展

转变。 當時我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充分發揮民間企業融資的積極性，

加強引進外資的力度，整合產業的總體力量互動發展，進一步擴大云

浮作爲中国三大石材基地之一而且具有400年石材生产悠久历史的優

勢。 石材產業在云浮完全可以升级成爲支柱性的現代化产业， 探索

出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建设石材产业园、建立保稅區和加工區，

组建国家级石材检测中心和地方一级的石材研究院、开展石材电子商

务和貿易融資，提升財務和會計的水平，培養管理人才，組成專業聯

盟，建立石材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等举措，转型提升，打造国际性的石

材产业集聚地。 

 

广东云浮和山东莱州、福建水头，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三大石材基地，

是我国石材生产和销售总量的一半。石材产业是云浮的传统支柱产

业，有牧羊、迳口、思劳、腰古等石材工业园区，拼图一条街，工艺

一条街和墓碑一条街等，拥有约4000家石材企业，是中国最大的石材

生产基地。云浮全市石材从业人员近20万，产品涵盖13大系列，23



大门类，千余花色品种，而且每年企业数量和石材产销量还在不断增

加，被誉为“中国石材基地中心”、“中国石材流通示范基地”、“中

国人造石之都”。 

 

云浮石材产业集中在云城区，拥有云浮市九成以上的石材企业，324

国道线两旁绵亘汇聚成闻名中国的“百里石材走廊”。云浮多年来石

材产销量位居全国前列 （約為全國的五份之一），在国内乃至国际市

场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进入21世纪，中国的石材规模已连续多年居

世界之首。原來在云城区牧羊路兩旁，道路两边密集的石材厂都是前

舖後厰的小工業作坊式，類似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輕工業剛興盛起來

的運作模式，只是馬路經濟模式的初级产业集群，基本上是原始积累，

沒有綜合可持續發展的優勢，缺乏現代化管理觀念，更沒有產業協作

聯盟的專業提升的前景。百里石材走廊顯得雜亂無章。云浮要脫胎換

骨，關鍵是具現代觀念的城鎮化， 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一系列根本

問題對症下藥的政策制訂和落實。  

 

我們可以預期，云浮在重新佈局之後，原來沿街的舊厰舖將陸续搬离、

喧嚣行驶的运石车减少、弥漫的石灰粉尘減少，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再

灰头灰脸。再往前看，云浮石材產業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級发展， 

形成上下游一條龍連貫起來的物流產業增值鏈。最明显的是石材机械

制造，可達到产品齐全，年产销大中小型各類整台整套的石材机械。 

运输物流体系方面，建立专业的运输、水運，报关、荒料倒运机构和



设施。石材加工所产生的固废污染方面， 鼓勵建立工艺厂和人造石

生产， 消化利用全市石材行业每年产生30%的废弃边角料、废渣总量，

构成循环产业链。貿易融資方面，通過商會綜合擔保提供出口保險和

信用額度，擴大對外競爭的優勢。所有这一切都为石材产业创造良好

条件，政府部分稅收以專項專用的方法提成撥划，回饋產業，科技創

新，提升轉型，改善基建和保育環境。 

 

云浮市的石材產供銷和会展经济崛起，得力於正在建設的“中国云浮

国际石材产业城”， 由中国产业升级专业运营商北京北方投资集团

策劃启动，项目占地3000亩，总投资50亿元，是前年立項的广东省重

点建设项目。去年就主辦了第十届中国（云浮）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 

前幾年還是一片荒芜之地，逐步建成一个集石材生产、产品展示、交

易、物流、展会、文化开发、产业推介为一体的“中国石材产业第一

城”。该项目建成后，可容纳石材企业3000家，年产值350亿元，将

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材产业基地，全球知名石材采购中心。 

 

如果云浮能夠做到，其他的小城鎮應該也可以做到。 

 

一句話，下一階段的城鎮化，就是按照個別的特殊情況和條件，在科

學策劃和管理的前提下，转型升级，實現跨越式發展，避免再走彎路。

云浮過去的众多石材企业，停留在“马路经济”的状态，在道路边上

既生产又销售的“前店后厂”模式，导致发展空间狭小，水质、灰尘



等污染难以统一处理，因此造成云浮的石材生产企业数量虽然众多，

规模却不大，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加工生产，政府稅收更無從說起。 

不進則退。云浮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如果城市的中心区域停留

在一个低端石材产业的低級工厂群，如果沒辦法把自己轉型為一個美

麗整潔的宜居的生活環境，只有最終在霧霾中被淘汰掉。一個機遇，

兩种後果。中國如果下一階段的城鎮化最終做得不好，其後果也是不

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