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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特大镇设市应成为新的改革试验田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特大镇设市是已经在现实中酝酿了几十年的政策，

到目前迟迟未能推进，涉及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关系到地方行政区划的利益结构调整、政府机构和编制的设定、

未来行政区划改革的方向等。就我个人看来，虽然推进特大镇设市在当前已经处于有利时机，但还是应该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改革要有较大的突破。新设市决不能体制复归，按照现有设市城市的

标准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二是率先进行特大镇设市的城市，应该在机构和人员编制改革方面进行探索。在未来

的特大镇设市审批过程中，可以考虑按照户籍人口规模确定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规模，只有这样才可以调动各特

大镇加快落实户改的积极性。三是在特大镇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按照常住人口来确定特大镇的人口规

模，这也是设市的先决性条件。四是在特大镇可以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中央12号文件提出，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重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五是特大镇设市后的城区规划要重塑街区经济。在特

大镇设市过程中，要鼓励将发展街区经济纳入规划，严格限制甚至杜绝房地产大院的建设。六是对于特大镇设市

不用提出过高的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和生态要求。特大镇在设市和人口扩张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发展进程，

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覆盖的范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财政能力，在与新市民收入水平相吻合的基础上，

低成本完成城镇化过渡。

03
  场景创新，智慧城市的风口

周向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MPA中心主任、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近年来，在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逐渐成为热点，其核心是以电子信息技术改进原有的

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产品品质和市民满意率。由此，智慧城市能否看得见、信得过、靠得

住、立得牢，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将在空间和场景等方面都进行转换和创新。具体表现在

四个方面：其一，智慧社区作为能贯穿B端、C端、G端重要平台，也是智慧城市协同治理、部门融合、学科交融

的“最后一公里”，尤其值得大家关注。其二，基于区块链交互信任机制正嵌入其中，大数据可能是金矿，但掺

杂错误信息的数据就宛如掺杂杂质的药物，有可能是毒药。因此在充斥了信息垃圾及噪音的互联网环境中，解决

信任和安全问题的区块链技术逐渐获得大家的信任。其三，“古有两肋插刀、今有点赞之交”。随着新媒体以及

移动终端普及，新生代在充分享受后现代社会物质丰裕的同时，也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选择困难；因此他们更

强调“千金难买我喜欢”的感受，也促使智慧旅游景点未来更重视体验感和小众的差异。此外，强调信任交易场

景、赋能运营也成为未来智慧城市的重要风口、窗口、切入口。总之，在拥抱ABCD&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

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过程中，虚拟城市与物理城市虚实融合孪生，数据驱动创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

更新阶段呼唤城市规划和建设者共同促进场景创新。未来的城市将会涌出新的跑道、新的示范城市、新的产业、

新的场景。

02
  必须重视城市空间发展与治理

杨伟民（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既要

按产业或领域实行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也要有不同空间单元的空间治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市县级

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

理体系。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空间治理。空间治理不同于现有的对地方事务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在国家基

本制度和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空间的主体功能定位，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以及各项工

作精准落地的治理模式。要实现空间发展，就要在一定的空间内，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三

个发展的均衡。目前我国存在着空间发展的“四大结构失衡”：一是经济与人口失衡；二是财力与人口失衡；三

是土地与人口失衡；四是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失衡。空间治理的目的，是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空间均

衡，同时经济发展、环境优良、民生改善、社会公平。空间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环境治理。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把空间治理写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文明不仅仅指生态保护问题，更多讲的是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

原则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现代化治理的各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