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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城中村”的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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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日益成为影响邯郸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何有效推进“城中

村”改造，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邯郸市“城中村”现状与特点的透视，分

析“城中村”改造所面临的难题，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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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中村”改造已经成为困扰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难
题。解决好这一难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

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本课题就邯郸市“城中村”的现状、成因

进行分析，参考全国其他城市“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和措施，提出

邯郸市“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性建议。

一、邯郸市“城中村”的现状和问题

(一)邯郸市“城中村”的现状

据有关部门统计，邯郸市主建成区范围内(环城以内)共有

“城中村”55个，主要分布在丛台区、复兴区、邯山区、邯郸县和
高开区，涉及村民总人口118829人，共32965户，占地总面积
10．75平方公里，接近110平方公里建成区的10％，建筑面积

750万平方米，户均建筑面积227．5l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63．

12平方米。

(二)邯郸市“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外来

人口居住的问题，间接地缓解了“城中村”人口就业和谋求生计

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城中村”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成

为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和城市综合

竞争力的提升。目前，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环境问题

由于缺乏基本的市政设施，邯郸市许多“城中村”道路崎岖

狭窄，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各种线路蜘蛛网般的浮荡在楼宇屋

舍之间。如干河沟附近的路面上黑色煤灰有寸许厚，道路坑洼

不平，其他村庄也有着近似的状况。

．2．交通问题

由于“城中村”房屋建盖密集，公有通道狭窄，许多摊位随意

摆设。挤占了本不宽阔的街道，村里有些巷道宽不过一米，却曲
折幽深，消防和救护车辆根本无法进入，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
患，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3．治安问题

邯郸市目前有流动人口40多万，社会成份复杂，流动性强，
而且大多以“城中村”里的廉租房为栖身之所，一部分“城中村”
已成为传销、卖淫、赌博、甚至不法分子集聚之地，成为城市治安

的一大难题。因此。“城中村”已成为城市治安的重灾区。

4．教育、就业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原有“城中村”居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许多

“城中村”往往仅有一所由原来村办小学转型而成的公立学校，

招生数量有限，难以容纳外来人口子女就读，因此在外来人口子

女就读问题上产生了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壁垒；由于文化素质

等因素是现代社会就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城中村”与城市

居民相比较，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5．社会保障问题

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原是建立在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

使用权之上的。土地城市化以后，许多近些年出现的“城中村”，

其原有居民虽然通过“农转非”——完成了户籍身份上的转变，
虽然有的“城中村”由强大的集体经济来承担了社会保障的责

任，但大多数城中村无此承担力，城市却不能相应承担起原有

“村民”的社会保障责任，有些地方的“城中村”因此转变为城市

新的“贫民区”，有些“城中村”也因征地补偿等纠纷迟迟得不到
解决而成了“上访村”。

二、邯郸市“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性建议

(一)建议构建“城市——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
“城中村”这种特殊建筑群体的形成，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必

然产物。在改造过程中，作为改造主体的开发商和被改造主体

的村集体及村民均应是受益主体，政府作为“城中村”改造“公
平、和平和效率”的维护者、监管者和仲裁者。改造的核心是在

政府兼顾村民利益和开发商效率的基础上“政府一村民一开发

商”参与协商并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执

行，并规范和监管村民及开发商的行为。

(二)建议一定年限内在城区不再批新房地产用地

把开发商的逐利性现金吸引到“城中村”改造上来，并为“城

中村”改造腾出房地产市场空间，也可实现邯郸市土地资源的保

护和增值。一方面政府让出一定年限内的土地收益给“城中村”

村民和开发商，推动“城中村”改造；另一方面对开发商给予优惠
政策。建议对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开发商给予“拆一免二或免
三”的优惠政策，即根据“城中村”的区位和拆迁量，开发商每拆
迁1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面积，可免交2平方米～3平方米建筑

面积的地价，并减免其他相应费用。开发商的开发总量中，1／3

用于村民回迁，2／3用于商品房经营。

(三)建议制定有利于村民的拆迁政策

对村民所有合法房屋按其建成年份以1：1～1：1．2的面积

比例进行补偿；拆迁期间村民的安置费及原有房屋的出租收入，

由开发商来补偿；原村集体在旧村改造范围内的留用地、工业用

地允许免交有关费用，纳入统一规划改造，土地增值的收益归集

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改为股份合作公司，股份量化到村民

个人，解决村民转为居民后的后顾之忧。
(四)根据“城中村”周边城市功能类型进行个性化规划设计
要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如大部

分村民靠出租原宅基地上的房屋挣取租金，村民担心拆除房屋

后无收入来源。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开发中适当增加路网密
度，以增加商铺比例，再以优惠价格补贴给村民一些商铺，使村
民有新的收入来源，解除其后顾之忧。而如稽山、五仓、文化街

等建设项目中对农民就业、从业的政策。

(五)通过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改造村委会、提高村民素质
建议政府通过“智力补偿”，对村民进行针对性地知识技能

培训，并将村民培训效果与年终集体分红挂钩；激励村民学习工
作技能，引导他们参与市场就业；出台合适的政策，吸引大学生
到“城中村”就业或自主创业。

(六)构建高效畅通的城乡信息交流平台

构建城乡信息交流平台，将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公众参与
纳入法定程序，并贯穿“城中村”转制与规划设计实施的全过程，

以调解或避免“城中村”改造中的冲突和矛盾。
(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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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是时间跨度较长、渐变式的社会系统工程。

改造“城中村”必须戒除浮躁的心态、冒进的策略，要根据各个

“城中村”的经济结构现状、特定的文化风貌特征、城市景观、各

类人群居住生活能力和需求等各种复杂因素，制定一村一方案
的改造规划，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造，最终把“城中村”改造成与周

边城区协调发展、内部功能布局合理、经济健康发展、各类人群
和谐共处的文明社区。

三、邯郸市“城中村”改造的几点思考

上述政策性建议试图为邯郸市“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

提供有益的推动。但在研究中我们也深感有些措施的实施尚须
进一步探究。

第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城中村”改造有两种可能性的
路径：一是利益诱致，二是行政约束。利益诱致即通过市场化的
行为，引导人们在经济博弈中达到所谓“帕累托改进”。“城中
村”改造过程中的股份化、市场化的方向和选择，无疑是这一角
度人手的。但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种“理想王国”，

它所需要的“人的完全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达到，

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因而，希望通过股份形式、市场推进达到

“城中村”改造的实现有着致命的缺陷。行政约束是政府运用其
行政权力，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改造这些村落，却因缺乏必
要利益引导，遭到村民强烈抑制，甚至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从

媒体报道看到此类现象时有发生，说明这一路径也难以完全奏
效。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二，如何实现社会保障，也成为限制和影响“城中村”改造
的制度性障碍。目前，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城市“低

保”的实施，却起不到应有的示范效应。“城中村”村民相对于城
市低保人群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群体，而城市低保不能达
到他们进入城市后成为“富裕市民”的愿望，做一个“穷市民”，固
非其所愿，更不能达到改造“城中村”目的和和谐社会发展的要

求。而政府如果保证“城中村”村民享有城市“富裕市民”的标
准，那么财政投入从何而来?即使政府财政允许，也会带来另外

一种社会不公平问题。因此，建构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体系，也

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第三，从现实来看。农民素质和农村管理水平也是制约“城

中村”改造的重要因素，但提高农民素质和管理水平，靠内在提

高固然是一个理想的路径，如果能进一步引入外来刺激机制，可

能会产生更为理想的效果。

总之，改造“城中村”不是简单的行为，政府、媒体、学者乃至

社会各界都应该为此付出努力，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实现各种

力量有机互动，为解决这一难题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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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Village’’in urban area has increasingly inposed obstacle upon the

development in Handan city，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Village"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urban comstruction．On the basis of reserch and investigation of“Village’，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writer makes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Village transformation and put forward construc—

tive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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