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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以城市群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我国城市群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群的

规划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群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即传统的“经济型城市群”（以人口、经济和交通为主要评

价标准）和当代的“文化型城市群”（以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为主要评价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出于经济发

展的强烈需要，我国城市群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以“经济区”为代表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并在城市人口

集聚、城市经济增长、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以“1+5”为基本框

架的新型城市理念，是中国城市群未来建设与发展的目标。“1”是指建设和谐宜居城市；“5”是新型城市的具

体内涵，包括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紧凑城市五个方面。新型城市群是若干新型城市按照

城市群原理和规律发展形成的，要求区域内各城市必须把自身建成发展绿色、功能智慧、创新创业、人文丰富、

空间紧凑的新型城市，融合经济、生态和人文的要求，弥补“经济型城市群”的短板和后遗症，成为我国城市群

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03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取

得了非凡的成就，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40年的城镇化，

使得中国的城镇人口惊人聚集，市民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

构持续升级；40年的城镇化，城镇空间快速扩张，城镇环境日新月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

进程，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领域开拓创新和艰辛探索的结果，其中积累的许多宝贵经验，为中国的

城镇发展和世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四是坚持扩大开放；五是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创新。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多建立在封闭经济

体系的框架下，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发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与转型提供了理论来源。在传统的分析

框架下，城市格局的变化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先聚集后扩散，另一种是只聚集不扩散。中国城市经济学是在

解释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04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要互促共融

沈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在过去

不同的历史阶段，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提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党的十六

大报告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新

型城镇化”成为政策讨论热点。而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与任务，注定

两者之间无法割裂，而需要互促共融。两者均是推进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的。城镇化战略能够有力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提供城市现代文明，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要素更好地配

置到农村和农业当中。我国现代化进程，必须是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发力、不可偏废。破除体制机制壁

垒是实现城乡融合一体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其目的在于促进城乡要素和资源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通转变。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破除在

政策机制、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城乡二元结构，激发农村各类要素的潜能和各类主体的活力，不断为农业、农村发展

注入新动能，只有彼此借力才能互惠共赢。

01
  区域协调发展历史交汇期的新部署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指导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中国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的重要途

径，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板块。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了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路径和重点。未来，中国将完善城市群协调机制，加快城际快速交通体

系建设，推动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促进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的城镇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