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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2021年GDP增长目标6%
以上！“十四五”时期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到65%！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京
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释放了一系
列振奋人心的数字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个五年，亦是我国新
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镇化
率持续提高的关键五年。

过去五年，1亿农业转移人
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目标顺利实现，城镇棚户区住
房改造超过2100万套。

站在新起点，政府工作报
告再次为城市发展的下一个五
年指明了方向：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
高到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
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
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
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紧抓城市高质量发展这个
“火车头”，2021年将如何开启
新征程、新局面？

城镇率还将以每年1%的
速度继续提高

“相较于去年没有设定目
标，今年的 GDP 增速目标是
6%，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这表
明对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充满
信心。”听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叶堂林对中国城市报记者
激动地表示。

过去的一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受
到影响等多重严重冲击，我国在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实现了唯一
经济正增长。

事实上，今年2月，随着各
省市区两会陆续闭幕，各地出
炉的GDP增速目标已为宏观
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记者通过对比2021年的31
省份GDP增长目标发现，多数省
份在今年上调了GDP增速目标，
绝大部分省份皆在6%以上。

其中，湖北省、海南省设定的
GDP增长目标最高，为1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进
程还在不断加速。2019年，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60%。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仍

处于30%—70%之间的加速期。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十四

五”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
标为65%，意味着未来五年，我
国城镇率每年还将提高1%以
上。报告同时强调，要“提升城
镇化发展质量”。

对此叶堂林分析，这意味
着要更注重“人”的城镇化，即

“融入”城市。一方面强调农业
转移人口带来的城镇化；另一
方面是提出通过发展壮大城市
群和都市圈来实现；此外配套
方面，重点放在了解决城市保
障性住房体系上。

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
缓解住房困难

历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
报告》均是当年房地产市场调控
的重要指导文件，今年也不例外。

纵观今年报告全文，对城
市住房问题着墨颇多，共140
余字，且用“城市住房”的表述
替代了“房地产”。

在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
方面，报告继续强调了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具体来说，将通过增加土

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
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

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
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
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
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董
事长莫天全在两会现场听完政
府工作报告后对中国城市报记
者表示，“规范发展长租房市
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目前住房
市场的难点、痛点，有利于租赁
行业的健康发展。

听完报告，全国人大代表、
58同城CEO姚劲波也感到尤
其振奋。今年两会期间，他特
别提出“规范引导长租房市场
健康有序发展”的建议，提出加
快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房
源有效供给，并向新市民群体
倾斜；推进“租购同权”落地等
具体做法。

“以民为本方能青山常在，
我注意到，今年的报告中18次
提及‘民生’，既有具体目标，又
有实际举措。”姚劲波说。

记者注意到，这也是继
2018年全国两会提出“培育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共有产权住
房”后，“租赁”再次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

从“培育”到“切实增加”供
给，租赁住房已然成为政府大
力发展的对象。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租赁
住房主要是解决两类群体的住
房需求，即新市民和青年人。”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

示，报告中租赁市场更聚焦于
长租房，后续或将有更多配套
政策落地。

与此同时，保障性租赁住
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将成为大
城市解决住房问题的两类重要
房源供给。

而为了实现此类产品的供
给，此次政策明确三种方式和
支持，即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
项资金、集中建设，严跃进认
为，这体现了在土地、财政、规
划等方面给予支持，具有非常
好的导向。

加大土地供应，诸葛找房数
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小嫱认为，
这透露出未来解决大城市住房
的问题着重从供应端入手。

“大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源
在于土地供给不足，造成了市
场供不应求，从而拉高了房
价。今年春节后，部分热点城
市的土地供应模式更改为‘两
集中’，更是说明政府对土地的
政策关注度提升。”王小嫱说道。

推进乡村振兴
壮大县域经济

在今年，乡村振兴和县域
经济发展也被重点提及，比如

“提升县城公共服务水平”“加快
发展乡村产业，壮大县域经济，
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千方百计
使亿万农民多增收、有奔头”。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提
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这同时受到了全

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的重
点关注。

“县城是我国推进乡村振
兴和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载体。”蔡继明表示，
2019 年县城及县级市城区
GDP占全国GDP的近1/4，县
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
为1.55亿人和0.9亿人左右，占
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不过，我国人口增长放慢
乃至负增长的趋势，以及人口
向大城市集聚的规律，决定了
我国县城不可能具有同等的发
展空间和机遇。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面临的
普遍短板是什么？

蔡继明分析，从总体上看，
与城市市辖区相比，县城在基
本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等方面
存在一定短板。比如，2018年
县城平均每10万人拥有医院、
医院床位、医师数量分别为1.7
个、300.1张、172.7人，分别为
市辖区平均水平的46%、38%、
41%；而县城公共供水、燃气、
供热管道密度分别为 3.24、
2.1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
相当于城市城区水平的79%、
59%、51%。

因此，蔡继明建议，必须
因城施策，把补短板强弱项的
有限资源，根据不同类型的县
城进行合理配置。具体来说，
可以将我国现有的1494个县
城和 158个镇区常住人口 10
万人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
特大镇划分为四大类，再根据
各地不同功能定位确定补短
板强弱项的具体任务和实施
方案。

这四大类分别为：已具备
设立县级市或区条件的县城和
镇，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周
边的县城和镇，虽偏远但具有
特殊资源禀赋的县城和镇，远
离城市且无特殊资源禀赋的县
城和镇。

“已具备设立县级市或改
为市辖区条件的县有很多，特
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即使在中
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也不少，
比如陕西省咸阳市提出支持礼
泉撤县设区、三原撤县设市，四
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提出撤县设
市。”蔡继明对中国城市报记者
举例说。

另外符合设立县级市条件
的镇，比如有河北省三河市燕
郊镇，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长
安镇，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等
等，一些镇未来可能会改为街
道，一些可能会设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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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首场“代表通道”采访活动。这是记者
在分会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采访。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