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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城镇化”的形成与契机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空间结构的不均衡，导致一部

分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此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企业布局呈现远郊区化，这

也是国际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例如受环境、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工业企业特别是传统工业企业会远离中心城

市，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移。同时，伴随着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城市的资本

和要素也需要投向农业和农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规律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

必将远离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移。虽然我国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但目前我国的农

产品供给并没有完全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逆城镇化”进程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就是发挥了网络优势，实现了互联网和物联网建立的城乡联系。从各种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的案例看，农产品与城

市空间的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而物联网和交通设施的整合与联通，方便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同时，所谓城

市的资本下乡和消费下乡，也将会通过互联网媒介加快整合过程。充分利用城镇化发展和“逆城镇化”趋势支持

乡村振兴，已经处于最有利的时机。关键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制定好规划，做好政策支

持；前提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区别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阶段和逆城镇化现象的表现，充分挖掘现有资

源，为乡村振兴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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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高质量发展亟须制度创新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新中国

的城市发展进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差异化的城市发展制度安排上，例如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公有

制度和城镇行政等级制度，成就了中国城市化低成本、高速度、有序化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城市从高

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审视制度安排，创新制度设计。我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在审视这些制度的基

础上，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真正的制度创新，是推进高端

优质的公共资源从过分垄断、集中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走向中小城市、乡镇。许多地方的做法是兼并周边的

县、乡，纳入辖区内，再进行城市内区域资源再均衡。结果是“城市大饼”越摊越大，对周边的资源虹吸力度越

来越大。辖区外几乎得不到优质公共资源的布点，“大城市病”扩大，中小城市发展动能不足，乡村振兴缺乏活

力。在高铁、高速公路网络化、全覆盖的格局下，基本上消除了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空间距离和技术隔离。教

育、医疗、科技等高端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不是纯然市场交易品。打破差异化配置公共资源的行政层级安

排，实现均衡、均值的扁平化配置，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区域协调发展的着力点、乡村振兴的活力源

泉。以此为突破点，户籍藩篱自然瓦解，土地公有制也会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用精细化管理和微更新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王林（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

究院教授）：城市发展如何走品质发展、精细化管理之路？首先要转变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念,很多以前的城

市建设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需要，今天的城市发展战略必须要实现转变：从大街区到小街坊，从宽马路到窄

街道，从土地规模增量到规模减量，从跨结构到慢生活，从以车为本到以人为本……实现城市的逆生长，生活

模式的转变正催生着城市管理的新格局。精细化管理需要一种智慧，是一种协同、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开放。

比如在做街区改造时，在处理违章设施时，都应该有一些智慧，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城市的发展是一

个渐进式的过程，是可以自我调节的，是有机生长的，这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核心。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

说，城市的“微更新”是实现城市“逆生长”的重要方法。我们在做城市规划时经常会发现，以前规划的城市

功能存在过于单一化的问题，追求单一功能，布局上缺少高度复合。在城市法规管理上缺少对城市自然生长和

有机更新的支撑。在管理层面，我们缺少统筹思考、协同管理、细部设计和对城市环境景观和空间利用的综合

考虑。我们需要重视城市建设管理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效率和结果，因为建设的过程精细化与品质息息相关。

追求品质要付出时间，付出认真思考、多方协调的精力与时间代价，但这是值得的。未来，城市发展需要共

商、共建、共享的城市精细化治理，而不仅仅是由上往下的城市管理；城市需要有温度的人性化尺度，而非鸟

瞰式宏大叙事；城市发展的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携手解决，需要大众的合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