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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
仁遵高速建成通车

12月 15日，仁遵高速公路

通车仪式在位于贵州省遵义市

播州区平正乡大发渠特大桥上

举行。

通车后，遵义市区到仁怀市

的车程将由现在的1小时30分

缩短至30分钟，不仅让沿线百

姓生产生活更便利、农产品外运

更便捷，将有力促进当地旅游产

业发展和农土特产外销，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注入强劲动能。

人民图片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2035年）》（以下简称
《纲要》）。《纲要》提到，城镇化
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把扩
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有序衔接起来，使之成为经济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
新型城镇化动力强劲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
建设有力有序推进，逐步成为
扩大内需的主要动力。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
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
人，比2020年末增加1205万
人；乡村常住人口49835万人，
减少1157万人。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为64.72%，比2020年
末提高0.83个百分点。

城镇化是拉动有效投资的
倍增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飞援
引相关研究表示，城镇化对投
资需求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
例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城镇，由此带来了住房、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投资。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发布
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一般情形
下，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
点，将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
增加1.3%；城镇化率进入60%
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直接
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至
3.5%，此带动效应约为城镇化
率 50% 至 60% 阶 段（ 只 有
1.7%）的2倍多。

城镇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
加速器。张飞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伴
随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增长，
形成促进消费的重要载体。相
关研究显示，中等收入群体的
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高收入群
体更高、消费能力相对于低收
入群体更强，中等收入群体既
有消费愿望又有消费能力，同
时消费又较为成熟和理性。

“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
级的关键时期，城镇化不仅拉
动消费规模的增长，而且促进消

费结构升级。”张飞预计，到
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支
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将由
2021年的44.2%提升至约50%，
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新时代。

“我国还有大量农业人口待
转移，无论是土地城镇化，还是
身份城镇化，都可以使农民获得
更多的土地收益，释放更大的购
买力。此外，在建材、家具、家
电、汽车消费等方面，农村都有
庞大的开发潜力。”广东省体制
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说。

为扩大内需提供重要支撑
城镇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化
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1亿左右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2019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6%，城市群规划全面实施，
城市群集聚人口和经济作用持
续显现，19个城市群承载了我
国75%以上的城镇人口、贡献
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不过也应清楚看到，为扩
大内需提供重要支撑，新型城
镇化仍有诸多短板待补。张飞
提醒，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
常住人口城镇化。2021年，我
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6.7%，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18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上
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

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撰文中提
到，当前的户籍制度对流动人
口的消费需求形成一定的制
约，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没有
稳定的收入增长的预期，一些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仍然准备未
来返回老家。

陆铭还提到，对于农村户
籍的人口而言，社会保障往往
依靠农村的农保，在城镇地区
没有拥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
会保障。在耐用消费品和服务
消费方面，由于对所在城市的
融入感不够，流动人口在这两
种消费上的制约也非常明显。
因此，有必要通过推进市民化
进程来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群体在促进消
费、拉动内需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张飞援引相关数据表示，
2021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27.9%，明显低
于发达国家。作为城镇消费的
主体，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低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

“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仍然较大。”张飞提到，近年来，
我国城乡差距持续缩小，2021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为 2.5 倍，比 2012 年下降
0.38倍，但如果算上城乡公共服
务的差距，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如何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

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
“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把
城市人从城里放出去，彻底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真正消除城
乡差别。”彭澎说。

“应加快实现农村转移人
口市民化。”在张飞看来，实现农
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不仅能有
效提升城镇化的发展品质，还
可成为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重
要力量。为此，要促进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将符合条件的外
来务工人员纳入各级政府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对招用农
民工较多的企业，地方政府可以
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企业在依法
取得的土地上建设农民工宿舍。

同时，张飞建议，鼓励农民
工流入地针对农民工群体开展
专业化培训，加快推进农民工
在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融入
当地社会，努力实现农民工“上
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子女有
教育、生活有改善、政治有参
与、维权有渠道、生活有尊严”，
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实现“个
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
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

今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印
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
方案》提到，坚持把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
的首要任务，存量优先、带动增
量，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健全配套政策体系，提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记者注意到，目前，越来越

多城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
过取消落户限制、降低社保缴
纳年限、实施城市间社保缴纳
年限累计互认政策等方式放宽
放开落户条件，进一步提高落
户便捷程度。但不可否认，落
户隐形门槛依然存在。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纲要》要求，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建立健全经常居住地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
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
高市民化质量。完善财政转移
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
钩相关政策。依法保障进城落
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
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建
立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健
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
和配套政策。

此外，关于培育城市群和
都市圈，《纲要》提到，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建设，
完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
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
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
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依托辐
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
提高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
育发展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
都市圈。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
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
扩张。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
功能，支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至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至4545个个■人民日报记者 王 政

记者近日从工信部获悉：
伴随着武汉市光电子信息集群
等20个集群在工信部第三轮
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中胜出，
我国重点培育的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增至45个。

国家级集群成为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45
个国家级集群2021年主导产
业产值达19万亿元，布局建设

了18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占全部国家级创新中心数量的
70%，拥有国家级技术创新载
体1700余家，培育创建了170
余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
22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国家级集群成为引领带动
重点行业和领域创新发展的重

要力量。45个国家级集群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13个、高
端装备领域13个、新材料领域7
个、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
域5个、消费品领域4个、新能
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3个，覆
盖了制造强国建设重点领域。

国家级集群成为引领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45个

国家级集群涉及19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3个计划单列市，
其中东部地区30个、中部地区
8个、西部地区5个、东北地区2
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
渝4个重点区域集群数量达30
个，占2/3。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紧紧围绕集群培育

目标任务，在总结经验基础上，
创新思路举措，形成政策合力，
加快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
级集群梯次培育发展体系，完善
央地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
制，完善产业、创新、财政、金融、
区域和公共服务等集群政策支
持体系，促进集群交流与合作，
推动集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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