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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飞：特色城镇不在于“打造”，而在于“培育”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陈宇飞表示，建设特色城镇的热潮正在迅速形成，但要落实为好的行动，还有很大空间。搭建

平台应该不算是太难的事情，但真正形成有独特魅力、有持续影响力和品牌推展力的例证还不多。因为物态容易打造，但文化却

需要培育。所以，我们还是慎提“打造”二字，简单地说“打造”，容易陷入急躁状态。很多凭空想象出的文化主题，其实缺少

根植很深的文化支撑。那么多的“欧洲小镇”迅速生长出来，给人以似是而非之感。欧洲风情小镇不是不能修建，但由于其本身

没有真实的生活支撑，因而怎么看怎么觉得就是表演，就是拍婚纱照的场地。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热”中一

定要有“冷”，不是泼冷水的冷，而是清风过脑的冷。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舞台搭建的工作没有完成，我们要演戏的空间形

态都还不具备。而且，在很多实际操作过程中，伤害文化、糟蹋文化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面对这样的状况，特色城镇建设目标

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要做的工作还非常之多。

  俞孔坚：“千城一面”治理之道 :从城市规划到城市设计
北京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俞孔坚分析指出，通过城市设计，可以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统筹空间形

态，提升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和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软实力。过去30年，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的城市打

下了好的框架，但我们的城市仍很粗糙，犹如一个“毛坯房”。要让人们生活得舒适、安全、健康，仍需通过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来改善，犹如我们装修居所一样。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前的一个整体要求、规划，而城市设计则更多是在细节、技巧、展现形式

等方面，更好地体现城市规划的要求，并体现一定的特色。千城不能一面，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

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李长安：建设特色小镇以农民利益为重  杜绝房地产化
中国乡村之声特约评论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李长安表示，个别地区特色小镇建设出现明显的房地产化倾向，既造成土地资

源的浪费，又会引发侵犯农民土地利益的事件发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警惕之。在特色小镇的利益分配上，忽视农民的利益，比

如有的地方将镇子一围，镇口设卡，收起了门票，价格还挺高。有的地方处处要钱，但是对于利益的分配，却往往将农民放置一

边，大多数利益放到了少数人的口袋之中。此外，还有些地方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大搞人文景观，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最终也

会损害村民们的长远利益。因此，在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以农民利益为核心”这个基本原则，要防止一哄而

上，坚决遏制盲目地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绿色生态特色小镇的概念，把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放到特殊重要的位

置。在利益分配方面，向农民倾斜，努力做到责、权、利统一。

 李培林：我国“特殊逆城镇化”现象正大量产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指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推动经济

社会结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逆城镇化”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其本意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指城

镇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逆城镇化”可以说有三个属性：一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二

是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凋敝和衰落。我国城镇化的

发展阶段，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叠加的特征，即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

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潮流。我国许多特殊的“逆城镇化”现象，可能从

严格的学术定义上看并不典型，即并非长期居住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而是在特有制度约束下形成的一些“走入乡村”“走

向小城”的人口活动趋势。这些趋势可能还仅仅是一些先兆，预示着未来某种发展大潮的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