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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坚：海绵城市建设要破除三大“迷信”
北京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俞孔坚指出，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建设海绵城市需要高造价，需要高精尖的高技术，

需要有很复杂的材料，这是当前建设海绵城市需要破除的三大迷信。只有破除这三大迷信，像国君一样思考，像农夫那样去劳

作，才能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并不需要什么昂贵的“高技术”，它可以通过低成本和“低技术”来实现。例如，我

们可以用农民填方和挖方、灌溉和施肥、播种和收获的智慧来营造海绵城市，用最少的人力、最简单的元素、最经济的做法，来

创造一个真正节约、并为城市居民提供尽可能多生态服务的海绵系统。

  范毅：推动“一带一路”城镇化合作的战略构想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范毅表示，把城镇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切

入点，既符合当前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务实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措施。一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合作能

够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各国经济增长目标的“最大公约数”，参与主体多、面临阻力小。二是各类城市可以成为落实国家

层面战略合作内容的执行主体，通过城市间合作带动企业间、机构间和个人间的合作交流，务实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间合作深

入发展。当前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将城镇化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重点，尽快召开“一带一路”城镇化

合作高峰论坛，研讨交流“一带一路”城镇化合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明确城镇化合作的方向。二是着力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倡

议节点城市，围绕着经济走廊建设、中欧班列开行，尽快确定战略节点城市（不局限于中国），作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

商品、货币、人口融通的平台。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眼光，看待节点城市打造问题，不局限于一时和一地。三是加强城市领域合

作。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渠道，优化城市发展外部条件。四是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人文历史纽带。五是打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城镇化交流合作平台。

  孙文凯：限制人口规模是否就能解决城市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说，现在城市中的很多问题不是人口过多

导致的，而是规划和管理没有适应需求导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发达国家，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人均碳排放越小，因为大家居

住的地方离工作地点比较接近，人们出行不需要过多开车，可以借助公共交通服务。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缩短居

住距离来解决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行政性的限制人口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从理论角度来讲，几乎没有办法测算出一

个城市应该容纳多少人口。因为城市的承载力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动态增长的。政

府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如户籍管制会导致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用户籍和公共服务覆盖缺失来限制低端人口，经常导致大城市低

端劳动力供给不足。实际上，大城市高端劳动力与低端劳动力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节每个人的选择，政府可

以通过减少负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发挥作用，促进城市发展。大城市更大、小城市更小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整体福利。总

之，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应该更多考虑依赖市场自发决定，而自身只是服务市场需求，解决存在的正外部性不足或负外部性问题。

  陈忠：城市社会如何实现创新可持续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负责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说，城市是天、地、人等系统的复杂

有机整合，是人性、人的社会本性、创造本性的空间实现，是人追求和实现确定性、意义性的重要空间形式。城市正义、以城市

为场域的社会正义，是创新可持续的文明基础、人文保障。城市不是少数人的城市、特权者的财富，而是所有人的城市、国家财

富，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理应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构想、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享有。一个以特权、固化差异为基

础的城市不可能持续创新，一个没有普遍平等权利的城市不可能持续创新。推进城市正义，营建有序多样性，为创新可持续奠定

坚实的人文基础，这事关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也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创新是城市发展的主动力。城市是多样文明

的空间聚集，城市创新的激活与可持续需要诸多条件，尤其离不开合理、坚实的文明基础和人文底蕴。与城市发展相伴随的文明

多样性为创新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文明多样性、多样异质文明的聚集并不必然产生创新。如果一个城市缺乏合理的秩序，

多样主体之间缺少文明与文化认同，不仅不会触发创新，反而会成为引发城市风险的重要因素。厘清创新的文明基础、人文底

蕴，深层建构城市秩序、城市正义、有序多样性，对于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创新具有基础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