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视  点 VIEWPOINT 编辑 / 设计＿姜  璠

VIEWPOINT

视
点
VIEWPOINT

6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9.09 -  7    

01
  中国城市化存在四大结构性失衡，要改革住房制度

杨伟民（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工业化高质量发

展和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任务。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含义是城市集聚的经济、人口与

资源环境之间实现均衡发展。因为中国城市化存在四大结构性失衡。一是经济与人口失衡，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但户籍制度限制其落户。二是财力和人口失衡，经济发展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财政体制导致地区和城市之

间人力财力差距大。三是土地和人口失衡，其中，城乡之间，人口向城市集中，但农村建设用地没有进入城市，

人口城市化的半市场体制和土地城市化的计划体制出现“体制冲突”，农村宅基地闲置和城市居住用地短缺；城

市之间，一二三线城市土地配置与人口流动配置不合理，一线城市居住用地少，地价和房价过高，部分三四线城

市人口流出，而居住用地增加，住宅空置率高。四是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失衡，按行政区的城市化而不是城市群

开发，特大城市“摊大饼”，功能过于集中于主城区，公共服务和就业主要集中于主城区，职住失衡，大量人口

大量时间用于出行，浪费能源。要树立“空间均衡发展”的理念，即在一定的空间内，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全

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发展的均衡，既有财富增加，也能公平分享到所有人，还能保持自然再生。对于推

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首先要清晰定义城市，以中心城区为政策单元，实施户籍管制、汽车和住房的

限购、限行等。二是放宽户籍的管制。三是完善农村建设用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集

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同等条件入市、同权同价。四是改革住房制度。打破住宅用地垄断，增加居住用地供

给市场主体；打破住房供给垄断，增加商品房和租赁房供给市场主体；打破单一市场结构，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实现租购同权；改革房地产税；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住宅银行。五是高质量的城市化要以城市群为

主体形态，实现规划、要素流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旅游、能源、大数据等的一体化。六是编制实施空间规

划。县级各类规划底图叠加，消除重合斑块，划定“三区三线三网”；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分层规划，确定

自然层、网络层、各类功能区。

03
  如何理解增加中心城市承载力和发挥城市群作用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首先，关于中心城市要承担更多的人口、资源、产

业和要素的承载能力，是针对人口流入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以及城市群地区一直以来严格控制外

来人口落户的现状而提出的。许多城市为了发展，对外来人口前来就业持欢迎态度，但是却担心给予外来人口同

等公共服务会带来财政压力，因此一直采取的是严格落户管理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在所有人口流入地区，包括

沿海发达地区的绝大部分中心城市，甚至在发展较快的城市群地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展举步维艰。原因就在

于这些城市打着“人口资源承载力不足”“财政供养能力不足”等借口，迟迟不愿意推进户籍改革，也不愿意将

财力花在为外来人口提供同等公共服务上，哪怕外来人口已占常住总人口比重一半以上或者已数倍于本地人口。

其次，是关于如何理解城市群发展。所谓城市群，就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在其周边形成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合理配置的城镇体系。而不是说城市群就只有中心城市，排斥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再次，提出城市群的概念，

重点是要发挥不同规模城市的作用，特别是激发中小城市和特大镇的活力。最后，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关键

在于不再是按照行政等级而是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这是必须要坚定不移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现在提出中心城

市建设和城市群的发展，就是要摈弃各种新区的盲目发展，重点是如何运用市场的机制，引导要素更多地向城市

群集中和中心城市集中，而不是行政的指令性配置。

02
  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

吴越（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

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正在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

变，新型城镇化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新型城镇化不是孤立的城镇

化，而是整体的、全局的城镇化，是体系的城镇化，是打破了边界的城市群协同的城市化。我国城镇化发展是人

类城市化发展史上最宏大的历史浪潮。城镇化发展不仅让农村人口走出了农村地域限制，其生产力、创造力也得

到极大地解放，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我国的工业化顺利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劳动

力要素支撑。城市经济相对农村经济更具有规模效应、集约效应，能更高效地利用好经济要素，更有效地促进新

知识生产、促进创新发展。70年来的中国城镇化成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全

球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