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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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 -  7    

01
  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魏后凯（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打好脱贫

攻坚战是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要求和硬任务。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在这一

阶段，全国脱贫攻坚应从打好歼灭战、落实细化措施和巩固脱贫成果三个方面展开，实行多策并举、统筹推进，全

面巩固提高脱贫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

年。目前，我国仍有5%左右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没有脱贫，近10%的贫困县没有摘帽。剩余的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

贫、贫困县能否全部摘帽，将事关脱贫攻坚目标能否如期全面实现。在当前脱贫攻坚的收官阶段，打好脱贫攻坚战

关键是集中力量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而歼灭战的核心是“三区三州”能否如期实现脱贫。打好脱贫攻坚战，还必

须落实细化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措施，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除了因病

因残致贫等需要社会保障兜底外，摆脱贫困的根本办法是依托产业支撑发展地方经济，或者实行易地搬迁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为贫困户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和稳定的增收渠道。在当前脱贫攻坚的收官阶段，必须进一步落实细

化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政策措施。首先，要落实产业扶贫措施，发展长效扶贫产业；其次，做好易地搬迁扶

贫，加快实现安稳致富。从现有脱贫攻坚的进程看，到2020年底如期实现现有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应该是

有保障的。打好脱贫攻坚战，除了解决剩下的贫困人口脱贫，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脱贫的质量，增强脱贫的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防止已脱贫的人口返贫和新发生贫困人口。据调查，在全国已脱贫的93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在边缘人口中，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因此，如何全面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防止

返贫和新发生贫困，将是2020年乃至“十四五”前期需要解决的一项艰巨任务。

03
  未来中国可能出现5个超级城市圈

邢自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将来可能会出现5个超级都市圈，每个平均人口达1.2个亿左右，相

当于中国有5个日本这种量级的城市群，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产生的人口、人才和企业集聚效应会释放下一阶

段的生产力红利。未来5年中国的城市化，首先最大的变化是在从过去依靠中小城镇的东中西部的平衡发展，变成

更多依赖于大城市的都市圈战略；其次是从过去更倾向于搞传统基建，变成新基建，建成下一代智慧城市。城市化

要靠两大支柱，一是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特别是优势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二是要打造智慧城

市，使城市大了人口多了，集聚在一起以后，管理更加有效，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这里面通过智慧城市下一阶

段的科技使得城市越大越安全，越便捷，越环保。

数字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会增加城市对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过去我们担心城市一大出现“大城市病”，人多有交

通的拥堵、污染，甚至有社会安全隐忧，现在通过智慧城市的投资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要让整个长三角变成

真正一体化的区域，户口制度、社保制度、异地医保都要进行新的改革。下一阶段的城市化不仅是发债搞基建，

要结合结构性的改革，包含社保、户口、养老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的变迁，这是研究下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焦点。

02
  疫情折射中外城市管理的差异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这次中外疫情演变，也是一次对城市治理能力的检

验。由于城市化进程在全球已经处于主导地位，人口在城市高度密集，城市一旦处置不当会加剧疫情传播并放大

的风险。

面对突发疫情，过去我们基本无可奈何，现在则有不少手段可以干预疫情的演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疫情引发的风险。大体上来讲，我们要做的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降低感染及死亡人数，另一个是

如何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

在城市治理方面，具体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对生命的绝对尊重和对社会过度恐慌的担忧之间的

平衡；二是对疫情演化趋势的医学分析和决策判断是否能够十分吻合，并且决策速度尽可能快；三是国家或者某

些城市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调动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各种医疗手段的内外部供给能力；四是国家和城

市在进行危机处理时的强制力以及执行力等。我们研究城市治理问题，大多是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反过来寻找

自己的不足。但是，对比中外城市在此次疫情应对上的举措，可以说，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上，我们国家

在一些方面正超越发达国家。

选择对生命的绝对尊重还是选择尽可能降低社会恐慌，这是国家和城市管理者在决策的初始阶段都曾经面临

的问题。被普遍视为城市治理样板的一些国家和城市，此次竟然放弃了对生命的绝对尊重，有的甚至不惜动用国

家机器来掩盖疫情传播和蔓延的真相，还有的采取更为“佛系”的态度任凭疫情蔓延。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