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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新立：城镇化方向将从大城市转向特色小镇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表示，城镇化的方向要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向重点发展特色小

镇转变。过去30多年，城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和问题。例如，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导致大城市病；城

市布局不合理，过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因为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他

认为，未来在城镇化道路上将会出现一系列创新和转变。第一，城镇化的方向要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向重点发展特色小镇转变。 第

二，城市的功能由过去工作区域和居住区域相互分离改变为向产城融合的方向发展。第三，城市的功能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上，由

多业并举的综合性城市向专业化的特色产业发展。未来的特色小镇需要高度的专业化，围绕一个产品形成一个小镇，然后围绕这

种产品来搞专业化协作，最终形成无与伦比的竞争力。第四，投资运营主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企业运营。第五，土地的供应由政

府征地以后“招拍挂”向转让土地用益物权或者土地入股的方式来转变。第六，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

  胡鞍钢：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是中国区域战略最大成就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4+3”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中国经济地理的4.0版本。它

是中国未来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在已取得的缩小地区差距的成就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也将通过

“一带一路”战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创新国际发展模式，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我国区域战略的目的就是如何促进

各地区协调发展，并在促进各地区按比较优势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从区域趋异到区域趋同。如何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我

国区域战略始终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难题。现在看来，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遏制住了，而且还在不断缩小。所以说，这是

出人意料的成就，既超出党中央预期，也超出我们的预期。新型城镇化规划，主要是如何匹配区域发展战略。过去城镇化率的上

升推进城市聚集区的形成，并形成地域范围更大的城市连绵带，推动了区域发展差距缩小。现在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以人为本，有

利于更本质地缩小区域差距。

  刘士林：现代城市化进程，应张开母性怀抱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刘士林表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温度

的城市”，逻辑上包含了“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的内涵。同时，这三种“城市温度”又必定是彼此协调和相

互融洽的。在城市建设上，与“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直接相关的是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建

设。城市是人的城市，建设“有温度的城市”，不能忘了“城里人”。一些人对城市满意度不高或者说获得感不强，主要是有些

政策出台时考虑不周、有些举措实施后效果和预期偏差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建设内容过于复杂并分属相关部门，对问

题的复杂性研究不够和部门之间缺乏互动协作机制。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而今迈步从头越”，而要从城市规划设计上把

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三个发展目标有效协调起来，以最小的成本把城市温度调控到一个理想的刻度上。别总让

人感觉“生活在别处”。

  樊纲：纠正城镇化偏差  确定城市化战略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认为，理解和把握人类迁徙规律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他认为现在的城镇化战略人为地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小城镇发展是背离了社会发展和人类选择迁移的规律。在人类选

择迁移的过程中，人口流动会自然地形成两极分化，即大城市流入人口，小城市流出人口。因此房价两极分化的背后其实是人口

的两极分化。目前中国房价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城镇化”发展战略计划的偏差，因此要想解决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房价两极

分化的现状就要从供给上放开土地的供应。如何实现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矫正对于城市发展的规划，着重发展大都市与城市群。

除此之外，房产税、租赁制度的完善和建立对房地产市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以上都属于长期的发展方向。在短期中面对炒

房等种种不利于市场稳定的现象时，限购政策还是一个有效保障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