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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城市发展紧跟人民需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

秘书长冯奎说，在城市发展中，凡是赢得赞誉的，都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化作具体的规划、政策与措施，市民的宜居

体验更加真切，幸福感明显增强。必须承认，中国城市仍在培

育发展过程之中，城市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少数

特大城市、大城市，人们期望留下来，但由于治理水平不够，

这些城市无法在接纳更多人的同时还能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诸多城市加入“抢人”大战，但往往只针对所谓高端人

才，对农业进城人口、对其他有需要的进城人口还有许多“隐

性墙”；城市治理中有些措施方向正确，但还需防止出现“一

刀切”的问题。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需要久久为功，高水

平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还受制于经济社会的总体

发展水平。但更要看到的是，市民对美好生活有需要，城市发

展就必须有改进。城市管理应该紧跟着人的需要，一步不停朝前

走。就城市治理者而言，需要尽快提高治理水平，用新理念、新

技术、新管理，逐步弥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

要之间的“缺口”，这也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

  规范特色小镇发展，防止房地产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副主任沈迟表示，建设特色小镇要以人为本，走特色

经济、特色产业的发展路线。当前，一些地方确实存

在“假小镇、真地产”的现象，特色小镇一旦过度引入

房地产，就会拉高土地成本，特色产业则难以实现。

中国特色小镇正在由“小镇+旅游休闲”到“小镇+新

经济”过渡，未来国家主推的就是“小镇+新经济”模

式，2018年，中国特色小镇发展要走更加精准、更加准

确的发展路线，特色小镇一定要有特色产业支撑，且难

以模仿，千篇一律的不叫特色小镇。特色小镇要坚持因

地制宜，防止盲目发展、一哄而上。立足各地区要素禀

赋和优势，挖掘最有基础、最具潜力的特色产业，打造

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独特产业生态，防

止千镇一面和房地产化。

  建设智慧城市，四化同步既是目标也是卡尺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认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四化同步，这

是构建智慧社会的基本方略和主要任务。智慧城市是未来四化同步的基本载体，也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工

业化看，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正在步入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从信息化看，我国正在向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加速转型。从城镇化看，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正在推动的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路径愈发清晰。从农业现代化看，虽然我国农业发展比较快，但尚处于农业初等发达国家的阶段，解决了温

饱问题，农业综合生产率连年提升，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向提质增效。在未来构建智慧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充

分发挥信息化的核心引领作用，坚持工业化的主导地位，不断完善城镇化的载体和平台功能，强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网络强国和数据强国建设，增强四化同步发展的提升力；大力推进制造强国和服务强国

建设，强化四化同步发展的牵引力；建设新型宜居城市和智慧城市，提高四化同步发展的承载力；大力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新农村建设，提升四化同步发展的支撑力。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说，经过近些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欠

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份额有较大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

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总体区域发展差异呈现收敛态势。但是，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仍较大，尤其是省际分化

较为严重，有些省份长期增长乏力，陷入经济困局，消除区域整体性贫困面临攻坚战。在促进地带间协调发

展的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城市群内部也面临诸多“不协调”的难题，如人口过度集聚、“城市病”凸显、核

心城市与周边发展落差巨大等。这些都是城市群缺乏协同效应的表现和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京津冀

协同发展，提出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等重大举措，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标志着中国城市群

协同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协调”“协同”成为中国区域政策的总基调。中国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内

涵十分丰富，是对区域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创新。通过多年的实践，“协调”的定义不仅包括区域发展差距的

缩小，更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包括区域之间按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合作格局、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

有序流动与市场一体化以及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联防联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