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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小镇的空间、科技和人文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小城镇一方面是城市体系的最低层级，另一方面是农村地区与

城市交流联系的通道、驿站，正处于当前城市群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交汇位置，理应在未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和使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特色小镇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走好特色小镇发展“下

一程”，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有充分的认识和科学的规划。首先，正确认识“特色小镇”与“城市群”及“乡村”的

关系；其次，客观评价特色小镇现状并抱有耐心和信心；最后，重点围绕空间、科技和人文，做出特色小镇的“特

色”。对特色小镇的“特色”需要变化思路，核心是从产业逐渐扩张到自然、人文和科技等多方面。具体而言，第

一个不可复制的是小镇的自然条件。这就要求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绝不能破坏自然地貌和传统空间格局，因为这些东

西一旦失去就永不再来。第二个不可复制的是小镇的文化传统。这就要求特色小镇文化规划要充分考虑保护传承传

统文脉，不要轻易引入外来文化物种，破坏本地文化生态，直至彻底埋葬了乡愁。第三个复制难度较高的是科技。

把自然环境保护、人文活化传承和科技创新作为特色小镇的重点“特色”，以其为支点，与产业规划、政府体制机

制改革等结合，进而发展出一个个有实力、有内涵、有风格的特色小镇来。

  智慧城市建设打破信息孤岛是关键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智慧城市是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智能服务生态，通过数据融

合、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支撑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这是全球城市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是时代的需求。信息孤岛的产生是随着网络化开始的，信息技术网络化发展自然带来信息孤岛的问题，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而言，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尤为重要。要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必须从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技术手段方面着手，三管齐下才能奏效，这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国对智慧城市的创新给

予了大力支持，从国家层面制定了顶层规划，相关部委也在推动，龙头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产业生态快

速形成，我们既有了经验，也看到存在的挑战和问题，智慧城市建设的新生态正处于一个呼之欲出的阶段。虽然

现在还看不到智慧城市的“样板”，但未来打造智慧城市，要有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要把一些业务元素放在里

面，使其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这是智慧城市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智慧城市的未来，应是一个软件定义的城市，

万物皆可实现互联，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各种传感器、数据资源、能源、交通及其构成的网络和新型应用等，

都需要基于数字化、虚拟化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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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的热点问题

牛凤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将对城市化提出新的要求。新时代，发展仍然是解

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市化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

台和抓手也不应改变。但新时代城市化的创新驱动更加强劲，转型发展、质量优先、结构升级更加凸显。城市

是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高度大规模聚集，由此产生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同时，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高房价、

高地价等“大城市病”也一并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城

市病是人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科技进步和发展路径的调整，可以把“城市病”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

分、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阶段性的必要性。城乡融合发展仍应坚持

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发展。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但城市化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农村居民点大规模撤并的

过程。农村发展要与新型城市化进程相融合，要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