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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零门槛！又一特大城市
拟全面放开落户。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
局就《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意
见》提到，凡在郑州市中心城
区具有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
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不
受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
的限制，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可以
在郑州市申请登记城镇居民
户口。

在受访专家看来，政策
一旦落地，意味着落户郑州
将实现“零门槛”，不再与房
屋和社保缴纳年限及学历等
条件挂钩。中国城市报记者
注意到，近年来，除郑州外，
济南、昆明、大连等特大城市
相继出台政策，全面放开落
户条件。

郑州拟取消落户限制

为 何 如 此 急 于“ 放 大
招”？2022年河南省《政府工
作报告》要求，提高城市首位
度，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引领
区域发展的能力。然而，就
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经济
首位度，还是人口首位度，作
为省会城市的郑州表现都略
显逊色。

根据《郑州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年）》，到

2035 年郑州人口将会达到

1800万。当前郑州常住人口

为1274.2万，未来还有500多

万人的增长空间。着眼未来，

郑州同样需要加大抢人力度，

进一步夯实人口基数，加快提

升城市发展能级。

此外，“抢人大战”同样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020年

郑州常住人口超过武汉，成为

中部地区人口第一城。但时

隔仅一年，郑州常住人口又

被武汉反超。如今，郑州宣

布放开落户门槛，意味着中

部人口第一城的宝座之争再

添悬念。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

高级分析师陈霄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州

进一步放宽落户政策，提出在

郑州有稳定就业和居所的人

员即可落户，租房也可落户，

基本上实现了“零门槛”，有利

于吸引外地人才涌入，在争夺

人才的竞赛中再加一把力。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一定程

度上也会带来购房需求的增

加，对促进楼市去化有着积极

作用。

陈霄分析，郑州作为河南

省的省会城市，其在房地产市

场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存在

着较大的库存压力，近期举行

的集中土拍也是平淡收场，这

背后反映出的是市场信心不
足、销售萎靡不振。在此时宣
布放宽落户，可以吸引人口流
入，增加购房需求。

记者注意到，9月21日，
郑州2022年第二批集中供地
结束，除去出让活动前夕终止
的3宗地块，剩余14宗地块全
部以底价成交。

多地全面放宽落户

除郑州之外，大连、济南、
昆明等特大城市以及福州、石
家庄、南昌等I型大城市（即城
区人口介于300万到500万之
间的城市）也已全面放宽落户
条件。

以大连为例，今年3月，大
连市政府官网发布关于公开
征求《关于全面放开落户条件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提到符合条件的人员，
本人、配偶和子女可在大连市
落户。

“零门槛”落户是否会成
为特大城市的标配？陈霄认
为，不仅仅是郑州，大连、昆明
等城市也已经放开了落户限
制，基本实现了“零门槛”，特
大城市落户的放开已经成为
一个大的趋势。

事实上，该趋势也有章
可循。

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
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
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
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
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
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
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
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
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
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
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
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
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
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
额限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
国超大城市有7个，分别是上
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
都、天津，城区人口均超过
1000万；特大城市有14个，分
别是武汉、郑州、西安、杭州、
东莞、青岛、长沙、哈尔滨、佛
山、南京、济南、沈阳、昆明、大
连，城区人口均超500万。

“这些城市落户政策调整
后，不受年龄、学历以及社保
年限等的限制，基本实现了

‘零门槛’，且符合条件人员的
子女、配偶等均可落户，可以
说是诚意满满。郑州则进一
步扩大至租房群体，提出租房
也可实现全家落户，放开的力
度逐步扩大。”陈霄说。

对楼市影响几何

特大城市落户政策放松

对房地产市场会带来哪些影

响？能否助力房地产市场热

度回升？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认为，全国特大城市放开

落户政策已经成为趋势，当下

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

全国其他城市落户政策基本

已经放开。对于房地产市场

来说，放开落户有利于稳定房

地产市场，加快城市化步伐。

陈霄也向记者表达了相

似的观点：“落户政策的调整

一直以来都是房地产调控的

一个重要手段，放宽落户对于

房地产市场而言具备一定的

正向引导。通过放宽落户政策，

降低购房门槛，可以释放一批购

房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与此同时，陈霄也提醒，

当前对房地产市场的松绑政

策可谓是应出尽出，宽松政策

对市场的刺激也在明显减弱，

市场需要更有力度更具实质

性的利好政策加持。

在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

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看来，当前松绑政策对销

售的刺激力度明显减缓。目

前，楼市最主要的问题是高

房价下供需不匹配。由于市

场对未来楼市的前景预期不

太乐观，购房意愿不足；而新

市民和中低收入人群由于高

房价和收入限制，难以支撑

市场。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首个跨区域、协商性的国
土空间规划出炉。近日，上海
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
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旨在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
城市群。

《规划》范围包括上海、无
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
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8”市
域行政区域，陆域总面积5.6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万
平方公里。2020年，上海大都
市圈常住人口为7742万人，
GDP为11.16万亿元。

《规划》显示，上海大都市
圈建设将分三步走：到 2025
年，上海大都市圈初步建成卓
越的全球城市区域框架，届时
经济规模将接近20万亿元；到
2035年，上海大都市圈基本建
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届时
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到
2050年，上海大都市圈全面建
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届时
经济规模将超过50万亿元。

根据《规划》，上海大都市

圈将共建世界级高端制造集
群体系。其中，加速提升四大
技术成长型产业集群体系，分
别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巩固强
化两大现状优势型产业集群
体系，分别为绿色化工、汽车
制造；持续培育未来战略型产
业集群体系，分别为航空航
天、海洋产业。

其中，生物医药产业以张
江、苏州工业园区为核心，联
动各级各类中小集群，全面探
索跨界创新，全力推进生物制
品和高端医疗器械制造，探索
临床研究与转化能力，实现国
际影响力的研发外包，同时推
行异地监管、VIC8新药孵化
模式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按
照苏沪引领、无锡、宁波、南通
为辅、多集群布局的发展思
路，形成上海、苏州两大产业
链体系，发挥无锡、宁波、南通
中端制造优势，集中力量做好
芯片设计及高端生产。在苏
沪锡通以外，鼓励多地同步发
展具有关键技术的中小企业
集群，共同完善产业链条。

高端智能装备产业按照

常苏甬三核、沪通为辅、多集
群布局的发展思路，全面加强
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的整体实
力。常州围绕高端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的核心
技术及生产环节重点发力，同
时突出轨道交通制造业技术
和生产的全面自主，形成出口
优势产品；苏州聚焦机器人本
体、智能装备集成、工厂数字
化发展；宁波围绕工业互联
网、关键基础件、高端装备，努
力创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试验区；上海发展高端数控
机床；南通重点发展智能专用
设备与增材制造设备等，同时
在海工装备方面加强与舟山
错位互补。湖州以智能物流
装备等为重点，加大与苏州吴
江等地联动发展，加快培育长
三角智能物流装备先进制造
业集群。此外，嘉兴等将加强
与周边联动，强化工业互联网
等方面的特色。

新能源产业规划提出合
理推进新能源产业，形成以上
海、南通、湖州为核心的三大
基地，重点发展风电氢能装
备、储能产业集群，实现绿色
循环产业的全面提升。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发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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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都市圈总体空间结构。

图片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