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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与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将以江
西为示范省开展城市体检评估
机制合作共建，加快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促进城
市高质量发展。

此次部省共建，江西为何
能被选中？当下城市体检评估
制度建设处于怎样的阶段？地
方在城市体检指标体系的选取
上应注意哪些问题？为此，记
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部省共建缘何选江西

什么是城市体检评估？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政策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罗小龙
认为，城市体检评估是将城市
作为一个“生命体”，对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进行的全过程动
态监测、分析、评价、反馈和改
进，是问题导向的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新机制，是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工具。

事实上，在城市体检方面
发力的省份并非仅有江西。不
久前，河北省就列出了相关时
间表：2022年，实现设区市城
市体检全覆盖；2023年开始，
指导各设区市组织所辖县（市）
开展城市体检；2025年底实现
所有县（市）城市体检全覆盖。

省部共建，江西为何能被
选中？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与江
西省行动早、跑得快不无关系。

城市体检专家指导委员会
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城市研究院
秘书长林澎告诉记者：“江西省
是全国率先整省推进城市体检
工作的省份。虽然并不是只有
江西提出要进行全省覆盖、整
省推进城市体检工作，但江西省
去年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西省在
推进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建设工
作中走在全国前列。

据了解，2020年江西省在
设区城市全覆盖开展城市体检，
建立了10个方面、100多项指
标构成的体检指标体系，完善工
作机制，加强监督考核，安排专
项资金予以支持，形成了“查找
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再查找问题”的闭环工作模式，
推动持续治理“城市病”问题。

城市体检或迎常态化

时间回到2017年9月，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关于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试点的指导意
见》中要求，建立“一年一体检，
五年一评估”的规划评估机制。

此后三年间，城市体检评估
制度探索步伐加快。2018 年
11月，《2017年度北京城市体检
报告》发布，为特大城市总体规
划体检评估提供了参考和示范。

2019年4月，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确定沈阳、南京、厦门等

11个城市为全国首批城市体
检评估试点城市。

2020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确定了36个体检样板城市，
进一步深入推进城市体检工作。

城市体检制度建设当前处
于何种阶段？近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
基本建立城市体检评估制度。

林澎告诉记者，城市体检
评估制度基本建立表现之一是
覆盖范围。“目前城市体检已覆
盖了不同类型的城市，既有东
部城市，也有中西部城市；既有
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

“城市体检评估制度的基
本建立，还体现在工作机制方
面。”林澎介绍，目前城市体检除
了自检外，还会进行第三方检
测评估和市民满意度调查，总体
已具备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
能与科技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2018年

开始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目前
已形成了由生态宜居、健康舒
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
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
新活力等8个方面构成的城市
体检指标体系。

此外，林澎认为，目前地方
层面在探索城市体检评估制度
方面也表现积极，除了江西省省
域推进城市体检工作之外，不少
城市还把城市体检纳入当地“十
四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

“城市体检评估制度的基
本建立，不仅体现在评估方法
和体系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
在地方规划实施的评估常态
化、动态化，必须以城市体检作
为支撑。”罗小龙说。

收缩型城市不能忽视

地方城市在体检指标体系
的选取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除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外，城

市体检指标在选取上也要注意
特色导向，相关体检指标选取应
与城市特点相结合。”林澎说。

罗小龙表达了相似的观
点，他认为，城市体检评估的生
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
交通便捷等目标，指明了城市
体检工作的方向。但地方在城
市体检指标体系的选取上要因
地制宜，即要充分考虑城市的
职能和特色。

“城市更新中出现的‘退二
进三’、工业用地被侵占的现象
应当引起重视，因此工业城市
的工业用地应当作为指标加以
保护。再如，传统商贸批发市
场作为指标，对特大城市和大
城市有不同的意义，传统商贸
批发市场过多对特大城市高质
量发展不一定是好事。”罗小龙
举例说。

记者注意到，在特色导向上
不少城市作出示范。如重庆市
在国家50项通用指标基础上，
结合当地内陆开放、创新智能、
山水城市的发展目标与特色，设
计亲水岸线占比、人均山城步道
长度、红色旅游景点游客增长
率、重庆山水名城与历史文化地
标建成数等19项特色指标。

在很多城市已经积累了城
市体检评估的初步经验的背景
下，如何构建适合各地不同发
展阶段的城市体检评估机制？

“2010年以来，我国城市
发展进入调整重构期，城市发
展出现分化。城市群（都市圈）
快速崛起，县城不断拓展；一些
城市缓慢发展，乃至开始出现
城市收缩。”罗小龙介绍说。

记者注意到，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教授吴康曾利用2007—
2016年十年数据，从660个样
本城市中，识别出了80个“收缩
型城市”，占比12.1%。

罗小龙认为，现有的城市
体检指标体系对快速发展扩张
的城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但是对于收缩型城市如何“瘦
身”是一个重要课题。这需要
从指标体系到评估机制的综合
探索，确保收缩型城市的健康
发展。

我国基本建立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和指标体系我国基本建立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和指标体系

收缩型城市如何收缩型城市如何““瘦体强身瘦体强身””

3月31日0时起，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向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所有国外
申请项目统一参加评审，评审结果将于7月20日公布，观测时间将从8月开始。“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接收到100多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图为3月31日清晨
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今年，北京将打造第一批
71个城市活力微中心，加快在
轨道交通车站设置便利店、书
店、自动体外除颤仪等便民增值
服务，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这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交
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了解到的
计划。《2021年北京市交通综
合治理行动计划》已于近日正

式印发实施，从优化供给、调控
需求、强化治理三个方面提出
了38项治理措施。

除计划建造城市活力微中
心外，记者了解到，北京还提出
力争到2021年底，中心城区绿
色出行比例达到74%左右。

在出行结构方面，北京提
出要不断提升公共交通体系的
支撑力，逐步提升45分钟以内
通勤比例；研究地铁“高峰票

价+通勤优惠”；加大“碳普惠”
激励的推广力度，助推私家车
出行向绿色集约出行转换。

在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四网
融合发展方面，北京将推动与
铁路部门签订路地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研究完成四网融合顶
层设计，打造“一套体系、一网
运营、一票通行、一站安检”。

在发展城市道路慢行系统
方面，北京还将推进滨水道路、

园林绿道与城市道路慢行系统
连通融合，编制完成水网、绿网、
路网慢行系统规划并推动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特别
提到了完善智慧交通体系建
设，建设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
心(TOCC)三期，建设新一代公
安交管指挥中心，实现交通综
合管控、协同调度、应急处置和
决策支持；完善绿色交通一体
化信息服务平台（MaaS）的建

设，持续推进停车泊位等交通
基础设施大数据共享，深化面
向交通参与者的信息化服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据悉，北京还提出
推动社会共治，促进市民参与
交通综合治理。推动交通信用
体系建设，形成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推进“信易行”
和“信用交通市”建设。

北京将建首批北京将建首批7171个城市活力微中心个城市活力微中心
今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将达今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将达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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