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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单体城市” 推进大都市圈规划建设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结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道路，目前在空间规划上已初步形

成了八个主要层级，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乡村规划、小城镇规划、城市规划、大都市规划、大都市区规

划、大都市圈规划、城市群规划和湾区规划。但由于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不仅这些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不够

清楚，在实际的规划和建设中也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与大都市圈关系最密切的是相邻的大都市区和城市群。从

目前的总体情况看，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城市群规划已比较成熟，国家级的已经发布了8个。同时，由于

近年来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强化，大都市的规划一般都会给周边农业地区一个重要位置，所以大都市

规划实际上也已悄然演变为大都市区规划。而唯独在空间上“比大都市区大”和“比城市群小”的都市圈规划，

在概念内涵、空间边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比较含糊不清，成为我国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弱项”和“短板”。

与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圈相比，我国大都市圈尚未形成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

区，大都市圈内部的城市层级、合作机制、协调发展等都尚未培育出来。都市圈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

单元，也是加速提升综合国力的巨型引擎，决定着我国未来区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形态和总体走向。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只有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提升，才能

完成中华民族进入城镇化的新时代。农村是提升城镇化品质的重要保障，不能简单地把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

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农村振兴起来。现在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级制度三种制度性障碍。如果这些

制度性障碍不解除，乡村振兴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未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赋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时代内涵。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一跃，必须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这就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工尚未成为市民，基本公共服务

享受不到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问题解决的关键是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的前半段，中国人以勤劳的劳动力推

进，为体力城镇化；而后半段应该由智慧创造力来推进，为智力城镇化。勤劳和智慧的中国人民，将完成5000年

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

  乡村振兴不能靠工业经济思维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乡村如何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性的话题，也是中国

最具特色的一个重大战略。因此，我们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要加一个定语“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抓手。然而，国际上难以找到可参考的经验，我们已经进入了“无人

区”。如何让一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新课

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要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现代化应该走什么路、以什么为根的

问题。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城市化、工业化，应该是以乡村文明为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千万不

要以建设城市的思维搞乡村建设。特别在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城市与乡村发展失衡背景下，继续走单极化城市化

将会给中国带来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和环境危机。乡村振兴战略是未来乡村本身发展的战略，是有着

重要时代意义的战略。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乡村振兴问题是国家全局的问题，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治国方略的大调整，这是从单纯的城市端发展战略向乡村端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要把乡村生活变成城市人

需要、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价值更高的生活方式，乡村产业发展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做，那就是搞以村为单

位的全域有机农业。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即乡村文化复兴是灵魂，乡村治理是前提，乡村生

态环境修复是基础。这三件事做好了，就像有了良好环境与肥沃土壤一样，种下种子一定会有收获。按照这个逻

辑发展乡村产业，必将水到渠成。

  将分享经济融入新型城镇化
诸大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

所所长）：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新业态，特别是作为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式，要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融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特别是大城市人

口密度大、人均空间小，用于储存私人物品的空间也相应较小，因而居民对通过社会化平台分享物品和服务有较

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城镇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的过程中，分享经济在促进提升城

镇发展品质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在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具体来看，积极作用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减轻城镇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二是促进城镇发展更加高效、包容；三是推动城镇治理创新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