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视  点 VIEWPOINT 编辑 / 设计＿姜  璠

VIEWPOINT

视
点
VIEWPOINT

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9.04 -  5    

03
  产业发展要跟上  城镇化不是“摊大饼”

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城镇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

身规律，需要保证人口和用地相匹配、城镇规模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

现了人口和用地、城镇规模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等问题，一些城市发展出现了低密度扩张的趋势。有的地

方城镇规划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当地实际，很难做到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协调统一。如果盲目

追求城镇规模，“摊大饼”式扩张就会加剧土地粗放利用和“城市病”等问题。同时，如果城镇发展没有产业支

撑，又容易出现人口流失现象，阻碍城镇进一步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应当坚持集约、高效、生态

发展模式，走产城融合发展道路，防止“摊大饼”式扩张，避免出现城镇“空心化”等问题。产业是城镇发展的

经济前提，城镇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镇扩大了，产业发展要跟上。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

抓好产业发展是实现居民就业、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新型城镇化应坚持产城融合，建设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生态文明、人民幸福、宜居宜业的新型城区，促进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加速产业空间集聚，最终形成以产兴

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新局面。

02
  更好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尹稚（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建筑学院教授）：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要建立健

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从全球视野看，经历过城镇化的国家也往往经历过城乡二元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

段，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城市的新移民，进而成为新市民。但这还只是城乡间要素的单向流动，城市不

能仅仅成为一个巨大的要素黑洞。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流入城市后，还要能反向流回乡村，否则乡村就会

因要素流出、资源短缺而无法持续发展。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拓宽城市资源流向农村的通道，让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再汇聚到农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都市圈建设对新型城镇化发挥着更加关键的推动作

用。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尤其体现在实现更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实现更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

当重新探索公共服务体系的数量、质量与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的耦合关系，推进公共服务体系配置模式创新。

04
  以人为中心是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人的一生能够永远记住的，或许只有两样东西：母亲的容

貌和城市的样子。城市是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地方，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这里留下

了我们太多的故事和情感，镌刻着人生最深刻的记忆。人是城市的核心，人是城市“巨系统”中最具有主观能动

性的个体，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

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纵观城市的演进史，城市是因人而产生的，没有

人就不可能形成城市，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和人一样，也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过程，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城市是人的时空之源和生活母体，把人的生活空间无限放大。城市是人创造出来并为之服务

的，城市发展的主体是人，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城市这个伟大的事物创造出来，从此人类有了安定的生活场

所，并在城市里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传承文明。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在城市里将这种

文明代代相传、永续传承。只有真正以人为中心，才是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城市应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生活

之城）和精神需要（文化之城），未来城市是现代之城，更应该首先是生活之城、文化之城和生态之城。

01
  解决制约新型城镇化的难点问题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我国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问题，

需要理性看待，进一步探索解决。一是城镇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因承担功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

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二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由

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三是城镇发展特色不足。在特色小城镇建设中，一些地方存在盲目跟风、借机搞房地

产开发的倾向。四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需努力。五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六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

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协调机制。七是提高城市群和城镇发展质量。八是构建科学合理的

城镇化格局。在规模格局上，优化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心城市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九是

降低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成本。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方式粗放、可持续性差、资源环境成本高的城镇化模式，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协调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十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