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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新政策 ，
虽

中 闻 收入务私制皮的換 史及其飧故然仍坚持了
＂

小城镇 、 大发展
”

， 但中小城市发展

（ 1 9 4 9 － 2 0 1 3
）受到了忽视 。 究其原因是分税制的实施使上级政

？＋￥府在财政收人的分配上优先考虑本级财政收人规

模
，
抽取下级税收现象较普遍 ， 导致下级政府大

新中 国成立以来 ， 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毛泽 幅度削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的投人。 由

东时期 的
“

平均分配
”

和邓小平时期的
“

有效分 于 中小城镇发展受到制约 ， 累积 了城市体系结

配
”

。 前者更加注重公平 ， 但生产力发展较为缓 构不合理 、

“

大城市病
”

凸显等诸多问题 。 中共

慢 ；
后者更加注重效率 ， 但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 十八大报告 明确指 出要加强 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

的同时也带来了收人差距的不断扩大。

“

公平
”

与 发展 ，
以 中小城镇保转型的 战略意义 明显 ， 城

“

有效
”

分配制度 的显现与产权的变化紧密相关 。 市发展战略转人到实施
“

小城镇 ， 大战略
”

的阶

收人分配制度可根据经济个体对其所拥有的生产 段 。 （ 摘 自 《 北京行政学 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1 期 ，

要素的产权变化而分为 ： 1 9 4 9
－

1 9 5 6 年的土地要素 原 题 为 《 中 小城镇发展 问题 的 反 思与 转变 》 ， 约

和劳动要素效率共同释放阶段 ；
1 9 5 7

￣

1 9 7 7 年的全 8 0 0 0 字 ）

要素生产率压抑或低下的阶段 ；
1 9 7 8

￣

1 9 9 6 年的土

地要素和劳动要素效率重新释放阶段 ；
1 9 9 7 年至中 闻对越忐经齐建设援沏的房史考春

今的包括知识 、 技术 、 资本和管理在内的其他要（ 1 9 5 8 ￣  1 9 6 4
 ）

素的效率释放阶段 。 收人分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朱Ｉ励

阶段性效应能有效地解释中 国经济取得髙速增长

的原因以及现阶段所面临的发展约束 。 收人分配制 1 9 5 8 
￣

 1 9 6 4 年 ， 在越南和平建设时期 ， 中 国

度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具有差 对越南大力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 1 9 5 4 年援越抗法胜

异性。 在经济发展初期
，
收人差距的适当扩大能有 利后 ， 经过三年的恢复发展 ， 从 1 9 5 8 年开始 ， 越

效地激励经济个体的消费 、 投资和创新行为 ， 因而 南进人长期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时期 。 鉴于越南

有利于社会产出的增加 ； 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新的发展要求
，
中国 的经济技术援助由初期的以

后 ， 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则将对经济增长带来 物资援助为主导 ， 转变为以成套项目援助为主导 。

抑制作用 ，
因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 摘 自 在 1 9 5 8 － Ｉ 9 6 0 年

，
中国 向越南协议提供的成套项

《 南京 大 学学报 （ 哲学
？ 人文 科 学

？

社会科学 ） 》 目援助多达 7 6 个
，
仅 1 9 5 9 年 ， 援越的实际年度

？ 2 0 1 5 年第 1 期 ，
原 文约 1 5 0 0 0 字 ）支出即为 1 ． 0 7 亿元 ， 其中一般物资 2 6 8 4 万元 ， 成

套项 目专用物资 7 0 0 0 万元 。 1 9 6 1
￣

 1 9 6 4 年 ，
对越

中 小城妹发展成略的转史々程经济技术援助有所调整 ， 主要表现在 ： 援助规划

￥和援款使用时限有所延长 ， 协议援助项 目 的数量

有所减少
， 并出现中国地方直接对 口向越南地方

1 9 8 0 年费孝通提出了
“

加强小城镇建设是我 无偿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新模式 。 其间 ， 由 于中

国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必 由之路
”

、

“

小城镇 ， 大问 苏关系破裂
， 中 国援助的政治动机增添了新 的因

题
”

等观点 。 此后
，
国家城市化战略确定为

“

严格 素 。 1 9 6 4 年 ，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扩大 ， 中 国再

控制大城市规模 ， 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
积极发展 次改变了对越援助方式 ， 并在 1 9 6 5 年重新转人战

小城镇
＂

。 在这一战略指引下 ，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时援助 。 总之
，

1 9 5 8 － 1 9 6 4 年 ， 对越援助集 中在

数量迅速增加 ， 城市平均规模显著下降 ，
出现了经济领域 ， 规模大 ， 覆盖面广 ，

层次高 ， 特别是

因城市规模偏小而产生的经济效应 、 集聚和辐射 与越南的经济发展计划紧密结合 ， 成效十分显著 。

作用弱 、 公共服务效益低等问题。 2 0 0 1 年国家出 （ 摘 自 《 史林 》 2 0 1 5 年第 1 期 ， 原 文约 9 0 0 0 字 ）

？ 1 2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