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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阶段研究及时代价值 
冯  波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0）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其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结构层次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掌握城乡关系思想的核心要素和现实意蕴。城乡的发展在经历“同一—分离—融合”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人的发

展的主线，并且人的发展阶段与城乡的发展阶段是相对应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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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theory,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tructural level of their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is conducive to our better grasp of the core elemen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main lin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stag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China's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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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当时

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浪潮推动了他们对城乡关系的

关注和研究。城乡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关键一环，而人又是社会关

系的主体，因此城乡关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地理空间的演进，更应

该关注人的发展。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论述的城乡关系先后经

历的同一、分离和融合三个发展阶段与人的发展经历的“人的依赖

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

因此研究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

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而且对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乡

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 

一、人的发展阶段与城乡发展阶段相适应 

（一）城乡同一与“人的依赖关系” 

城乡同一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按照摩尔根的历史

分期法，城乡同一的发展阶段包括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到野蛮时

代的高级阶段的全部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摩尔根把人类的历史发展阶段主要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

和文明时代，而前两个历史阶段又分别包含低、中和高三个阶段。

城乡同一，指这个历史过程中，由于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率的极

度低下，缺乏能够产生城乡分离的动力因素，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别，

整个社会处于城乡浑然一体的状态。尽管在阶段的中后期出现了原

始村落，甚至产生了城市的萌芽，但城乡之间并无实质性地差别，

只存在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指人的早期的、原始的发展，“是最初

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

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因而人的早期的发展与城乡同一的阶段是

相适应的，随着人类在蒙昧时代脱离动物状态到对火和弓箭的掌

握，渐渐出现原始“村落”萌芽，这成为早期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

标志。到了野蛮时代人类开始掌握制陶术和冶炼术，农业方面种植

食用植物驯养禽类，到了高级阶段产生早期“城市”雏形。不过这

里的“城市”不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而是指过罗马城邦，用

于军事防御的建筑。此时的人类拥有极其富饶的自然资源，缺乏推

动人自身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人的发展表现为脱离动物状态，逐渐

掌握生活生产资料的初始的发展。 

（二）城乡分离与“物的依赖关系” 

城乡分离指的是随着分工的产生和生产力的发展，城市逐渐从

乡村中分离出来，两者已不再是一个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分离是随着文明程度的过渡、

部落制度向国家的制度、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

穿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乡分离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形成不是一蹴

而就的，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野蛮社

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特点体现在生产力带来的农业和手工业

的飞速发展，城市作为最初产品交换的场所也开始从农村中分离出

来。文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

的制约，产品的生产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导致很大一部分人的

生活需求要依靠拥有财富和产品的另一部分人，此时人的发展进入

“物的依赖关系”阶段。 

（三）城乡融合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城乡分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也科

学地预言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们在描绘未来社会

高度向前发展的远景时，将更多的将笔墨用于论述实现城乡融合的

诸多条件和措施，而不是抱着“乌托邦”式的幻想。由于城乡关系

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子系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

经济、文化和生态等等。因此实现城乡融合的条件必然也是复杂的、

多层次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抽象出两个关键前提，即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力归人民所有。 

消灭城乡之间的分离，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能力的高度发展，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城乡融合的实现便具备了物质前提，人

自身获得普遍的发展。普遍交往的实现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人

们的交往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形成普遍的城乡之间的交流，城乡居



理论探讨 

 328 

民的精神实现愉悦地发展；其次是普遍文化的获得，生产力的突破

发展使人们有闲暇的时间学习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最后是普

遍地参与公共事务，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只

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

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

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5] 

二、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了

城乡关系的发展情况，他们揭示出的城乡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对未

来社会城乡融合的科学展望，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重要理论

依据。因此我们要学会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中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探讨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我国当前的城乡问

题，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人口急剧上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取得广大成就，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城乡

关系在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配置的双重作用下陷入失调状况，城乡

差距急剧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加深，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

系思想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提出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

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代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新格局。”[7]既明确了我国城乡发展新方向，又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随后将城乡发展的最终落脚

点放在实现人的发展上，开创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之“新”体现在改变了以往城镇发展围绕经济建设

的模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全体人民，努力提升人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使人的发展更加契合现代化的要求。由于城乡差距主要

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因此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的实现重点在农村，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公共资源

在城乡的均衡配置，公共服务更多向农村倾斜，推动信息化、城镇

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将人的发展作为城镇化建设的

根本目标。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在提升物质生产能力的基础上，

还要实现全面的、综合的发展，这就要求精神层面和生态层面贯彻

落实“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理念。一方面重视城乡历史文化传承，

强调保护城镇历史文化产业，留住城乡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根基，丰

富城乡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力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

化；另一方面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是城乡居民安居乐业的生存之

本，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城乡生态振兴，建成经济和生态

优势互补的良好发展模式，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实践中，将人的发展与城乡发

展融为一体，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力缩小了城乡之间的

差距，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新

时代以来城乡关系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为

我国城乡关系发展新的实践要求。 

（二）推进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表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已经步入新

的阶段。如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农

村自身综合能力的增强尤为关键，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以尊

重农民主体地位为主的乡村振兴战略。 

一方面，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乡村

振兴战略重视人的发展地位，将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结

合在一起。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

主体地位……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乡村振兴战略始终聚焦农民发展问题，在尊重广

大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

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升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

参与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加快实现农民全面发展。因此在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注重提高农民的身

体素质，还要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只有体力和脑力的

综合提高才能为城乡关系进一步走向融合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对乡村地位的再认识，塑造了

全新的城乡关系，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支撑。近 10 年以来，在工业化浪潮和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的

城镇化建设取得良好进展，首先城镇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007 年，

我国的城镇数量超过乡镇总数的一半；其次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到

2011 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50％。尽管如此，我国的城镇化发展

仍面临许多困境，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

退化等等对城镇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乡村振兴战略“基于对城乡

特质差异化认识的基础上，把乡村放置于更高的、与城市平等的地

位上，尊重乡村的主体性”[8]改变以往乡村从属于城市的发展局面，

使乡村发展形成内生动力，切实推动城乡平衡。 

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中对

人的发展的关注的要旨，在实践中将城乡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 

总之，城乡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的问题，并且将城

乡关系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产主义原理的一把

钥匙。另外，城乡关系的发展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丰富性

和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要将城乡关系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中去理解。城乡关系的发展关乎人类社会的未来，与现实生

活中人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以人

的发展为主体线索，在深刻揭示城乡发展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中，

对我国在新时代创新城乡关系理念，推进城乡发展实践，开辟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融合新道路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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